






 

 

把真实留给历史 

黄寿先 

 

 

为一部电视新闻作品集锦写序，很难下笔。 

因为，在人们惯常的概念中，新闻都是过眼烟云的东西，不像文

艺作品那样永恒，那样值得保留；还因为，我们的新闻大都以宣传为

主，而多年来宣传中的官话、套话、空话连篇，新闻自己贬低了在人

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然而，人们的惯常概念忽略了新闻人对宣传

和新闻规律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忽略了新闻对历史的记录功能。所

以，当何升林说让我为此书写序，我便委婉推掉了；所以，当何升林

还是翻过秦岭，从安康过来把书稿放到我的桌上后，我便在空暇的时

候，随手翻阅起来。粗看，细读，竟然有了一种冲动：是对何升林声

画作品的欣赏，是对我们新闻和宣传的回味、反思、感慨。 

电视是声画结合的艺术，电视新闻的创作也不同于报纸和广播，

要考虑它的画面和同期声与新闻解说的有机融合，需要用心来做。 

翻看着何升林的作品《山水旬阳》，在那一组组优美的山水镜头

里，在那一行行跳跃的文字中，我看到了声画艺术的完美融合，那优

美的摄影，那优美的文字，体现了作者的文化积累和文学造诣。从影

片中，我似乎触摸到一颗真诚的心。生于斯，长于斯，又工作在旬阳

的何升林，用镜头，用文字，展示了家乡的各种美，又记录了旬阳的

历史变迁。它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山东故乡那片摇曳的柳树林，那

道弯弯的河中游弋的鲫鱼群……“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词蓦然在耳

边萦绕。于是，我特别在网上查阅了《山水旬阳》，优酷、百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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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网……很多热门网站都有这部介绍美丽旬阳的风光片，仅在优酷网

站的点击率就两万四千多次。这就意味着何升林已经邀请了两万多

人，到他的家乡观赏过那座奇特而壮观的太极城了。 

一部以新闻作品为主的集锦，自然应该从中看到这个地方走过的

历史印迹。 

何升林做到了。纵观，可以看到旬阳人在每个历史节点上的作

为；细看，可以了解到旬阳人在社会发展中失败的苦涩和成功的喜

悦；回味，可以感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对旬阳的发展、变迁、奋进的

思考。那些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在陕西电视台《新闻联播》

中播出的新闻，那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体现出何升林对家

乡的热爱和责任：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展现山城的变化，让外界认

识淳朴而勤劳的旬阳人。这是一个县级台的媒体人很难做到的，但是

它是一个记者对社会应该的担当。而这本书，则让读者从中看到了太

极城的变迁，看到了太极城在变迁中真实的人和事。 

社会生活是由人组织的，社会进步是由人推动的；表现社会生活

自然也离不开人。 

电视新闻表现人是最难的，它无法像报纸那样描写后由读者自己

再想像，它也很难随时记录当时的情景，它更不能让人物把自己的过

去再表演一遍。如何拍人写人，如何真实地拍好写好旬阳人，何升林

的作品有它自己鲜亮的特色。赵湾镇的党委书记对政府 25 年前欠农

民的豆种款的答复掷地有声：“机构撤了，领导换了，但是政府还

在，现在的政府就该解决这些问题！”几句话，一个为群众着想，对

政府负责的基层干部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农民种香菇上当受骗赔

了钱，盼着能挽回一点损失：“我们这些户现在穷得不得下场，硬是

望得眼睛流血！”鲜活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山区农民的焦急和愤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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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带着乡亲们发展生产的支部书记陈分新，那个身有残疾的山区义务

广播员黄世和，那个红军老祖的守墓人……每个人都以自己鲜明的特

色出现在一部部电视片里，一篇篇讲述的文稿中，你可以听到他们富

有个性的语言，看到他们独特的典型举动。所有这些统称为“细节”

的艺术手法，都成为何升林刻画人物的特色，也是他凝聚了心血的观

察、提炼和思考的成功。 

新闻，永远和社会的步伐踏在一个点上向前走；它不可避免地会

与社会同喜同乐、共荣共辱；这样，社会性的阶段弊病和特点也会反

映在新闻作品里。 

何升林有的作品也难免有这样的痕迹，个别文章会有几个过度的

美誉之词突然跳出来，让人感觉到一丝不贴切；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

多年来的通病。改变这种现状很难，但是并不是不能改。看得出来，

何升林是在努力地用朴实、真实、鲜活、生动的手法在记录社会，记

录生活，记录历史；这也是我们所有媒体人应该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

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出发，认清自己的

社会责任，对繁杂的社会生活多分析、勤思辨，在宣传和新闻的规律

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真实的基石上，把握社会的主流特征，推动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把真实留给历史。 

期待着看到何升林更多、更精彩的影视新闻作品。 

2012.2.28于西安 

 

（黄寿先，1982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陕西电视台新

闻部记者、记者科副科长、新闻部副主任、新闻中心主任，现任陕西

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陕西省“三五人才”，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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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5 年全国恢复新闻评奖以来，先后获得十个全国一等奖：

其中有：《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总理带灾区孩子上课》，《中国电

视奖（新闻）》一等奖九个，《陕西新闻奖》一等奖若干。获奖作品

有电视新闻、连续报道、新闻专题、电视评论等。电视评论《冬到长

安话水利》等作品入选中国传媒大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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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的坐标 

——何升林新闻作品集《仰望光芒》序 

姜华 

 

在陕西东南部，被称为秦头楚尾的旬阳县，是一块古往今来风流

人物富集之地。县城东方、汉江北岸的仙河流域，山旋水转，风景大

美，人杰地灵，多生奇才。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

家范仲淹的后裔就在那里定居，他们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范氏家谱。

升林就是从仙河走出来的众多才子之一。 

放在我案头的这本《仰望光芒》专著，委实让我震惊。 

一本似砖头样厚的书，使我感到了巨大压力。能为这部上品作

序，是一种信任，更是一份荣誉，但实非易事。 

这是升林的第一部新闻作品集，也是他近 20 年心血和智慧凝结

的精华。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鼓捣出来的，平时不动声色的他，突

破就搬出了一件“硬货”。 

这是一个有心的人。 

结识升林应该追遡到 1993 年秋天，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安大

政史系毕业的他刚分配到县广播站工作。我当时在菜湾区谋职，平时

也爱写点文字，给报纸广播投点小稿。由于有共同的喜好、话语和情

趣，一来二往，我们就成了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类的朋友。 

就这样，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往往在一些场合，当我们两个烟

鬼把他人熏作鸟兽散，浸淫在烟雾燎绕的境界里，我们的话题慢慢深

入。由诗歌谈到流派，从选材聊到角度，从平淡的光景说到张狂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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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海市蜃楼，天马行空。我们就像两棵并生的树，尽管躯干分离，

但地下的根系却紧紧抓在了一起。 

我年长于升林许多，他一直称我为兄，几十年来一直这样，没有

变。变了的是我们彼此的年龄、阅历和身上附着的尘埃。后来，我中

年琐事缠身，新闻写得少了，与升林的联系便疏淡了许多，但对朋友

的挂念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此后，县上成立了电视台，我就经常在电

视上搜寻他的名字，欣赏陶醉在他的作品里，欣慰并快乐着。后来听

说他患了一场大病，还做了手术，内心甚是惶恐和不安。便经常询问

他的状况，得知他恢复得很好，内心稍安。再后来得知他当了电视台

领导，觉得组织上确是慧眼识珠，把一块好钢终于用在了刀刃上。 

前几年每每想起往事，我的内心都充满了自责、内疚和不安。 

也许是前世的宿命。2010 年底，县上机构改革，一个红头文件

把我们两个部门合在了一起，我与升林成了同事。缘分哪。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年龄四十出头的升林，更加成熟、稳健，身上散发着中年男人的

自信、淡泊和从容。看到他壮志满怀，意气风发、口吐莲花的样子，

让人很是羡慕。我知道，他靠实力垫底，根基自然既牢固又恒久。而

到了我这年龄，自尊还是有的，自信却是每况愈下。如一位褪去红颜

的徐娘，已没有了搏击的勇气和激情。 

四十岁的升林，风华正茂，才如泉涌，正是干大事的年龄。 

果然就干出了大事。去年底，升林来找我说，他想把自己近 20

年从事的广播电视工作回顾总结一下，出一部个人作品集，邀我写个

序。我想推辞说，写序非我所长，新闻我更是门外汉，我不想让他难

受，也不愿让朋友说短，更不能让读者痛苦。我还想说，这些年我虽

然头上罩了一些光环，也浪得了一些虚名，但那都是一些摆设，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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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挣仕途，也不能换银子。况且自己非名流显贵，既不官又不专。可

是，看到他真诚的目光，我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来说说升林这部书吧。 

《仰望光芒》这部书，共分为新闻—与时代同行，新闻—与人民

相依，新闻—因人而生动，新闻—道义与良知四个部分，洋洋约 20

万言。观其貌则知其体，察其形而获其本，从书名到章节，不难看出

作者博大的胸怀和纯粹的人生追求。 

单看书名《仰望光芒》，本质就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

彩。在当今俗世，很多人都在忙于追逐金钱、名利、地位。当然，光

芒更是人们追逐的热点和焦点。但是，在时下，又有多少人能在工

作、生活、家庭、世俗的压迫下抬起沉重的头颅，对光芒进行类似宗

教般虔诚地仰望呢？ 

我以为，这是信仰的力量。 

纵观升林这部书稿，与时代同行这一辑，主要是新闻专题。这些

文章从谋篇到结构，从语言到文字，无不彰显出了作者的学识、才

华、思想和惊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这些鲜活的、充满张力的、奔跑

的文字，把你带入八百里旬阳的自然山水、人文历史和一座座极目的

峰岚。说实话，像《山水旬阳》、《金桥》等篇什，这样的美文，在

一个小县城，实属凤毛麟角，它的高度让我仰望。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我非方家，不敢妄说。读罢作者的创作年表和后记，一切就明白

了。相信万能的读者，自有客观的评说。 

而书稿的后三辑，或写人、或记事、或总结，或议论，或激情似

火，或娓娓道来，可以说是篇篇文采飞扬，章章文字锦绣。文章里所

记录的全是旬阳近 20 年来所发生的大事要务，百业名人和经验心

得。可以说，《仰望光芒》这本书，既是一本精典的新闻作品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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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文献，更是一本生动鲜活的新闻工作者范

本教材。 

就此打住，前有电视界权威、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黄寿先先生的精

彩评序，那才是真枪实刀的东东，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愚以为，这部《仰望光芒》，闪烁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道义与良

知，更体现出了其关注大局与民生的高度自觉。 

其实科班出身的升林，本身就具备了很强的文字功底。上大学期

间，他又酷爱文学，写诗也写散文，在学校组织成立了文学通讯社，

办了刊物《桥》，担任文学通讯社长兼主编，可以说是文武兼修。我

多年前就拜读过他发表在多种报刊上的文学作品，觉得他是安康一位

很有潜质和灵气的文学作者，前途不可估量。谁知他后来却到了新闻

单位，折腾起了广播电视，况且工作第一年就摘取了省市新闻大奖。 

这一切仿佛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找到了一条文学与新闻嫁接的秘道，生生将一

篇篇生硬的、呆板的、理性的（我认为）新闻写得如此活色生香，风

生水起，而且充满了朴素的人文情怀。升林给了我答案，他说，敬

业、忠诚。他说，当年他经常彻夜赶稿，直到鸡鸣天晗，他说新闻职

业是一项可以安放灵魂和人生理想的事业，他还说到那场大病对他的

精神洗礼，他还说到感恩、上善、禅意…… 

站在春夜乍暖还寒的旬关大道上，他沉静地给我讲述着。我什么

也没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旬河刮过来的风，冰凉而清新，天空有

夜鸟飞过，扑打着翱翔的翅膀。这些自然万象，无不昭示出蓬勃的生

命气息和悠扬的天籁之音。 

升林人品极好，他为人真诚随和，严谨而不呆板，热情却不轻

浮，且爱憎分明，情深意长。他的朋友很多且广，但他从不给朋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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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也没有听他在背后抱怨过谁。他是一个内秀的人，才华横溢却

不喜张扬，满腹经伦却惜字如金，他的身上富集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

的水晶。 

处在人生节点的升林，脚下的路很宽很广。 

我还知道，升林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从事教育工作的妻子美

丽而贤淑，上小学的儿子学业正勤，幸福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波

澜不惊，大后方稳定而牢固。也许，这也是他成就事业辉煌和书写人

生华章的根基吧，我祝福他们。 

苏辙在《上韩枢密太尉书》中言：“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

而致。”苏辙这里所谓的养气，是指一个作家不仅要饱读诗书，更要

有求天下奇闻壮观的诗意行走，有游历山川大地充沛的生命体验。如

是，笔下的文章，才会像高山峻岭一样宽厚宏博，作者的文思，才会

像滔滔江河一样永不枯竭。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意是

说，越是抬头仰望，就越觉得视野高远；越是用劲钻研，就越觉得天

空深邃。 

古代圣贤们思想的光辉，必将照亮我们诗意行走的天空。在这

里，我愿与升林共勉。 

大象无形。 

其实，这部《仰望光芒》，就是一个动感时代的坐标。它真实地

记录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跫声，也阐释了一位新闻工作者几十年跋涉的

风雨人生。 

一部书，一个时代的缩影或回放。 

拥有上善之心的升林，还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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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家乡乃至更大时空拥有这样的一位优秀人才自豪，也因自己

结识了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是为序。 

壬辰年初春草就于太极城收风居 

 

（姜华，中国诗坛隐逸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诗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特约编审，安

康市作家协会理事，旬阳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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