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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是全国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现代化水平居于

全国前列的省份，老龄化程度也居于全国前列。目前，全省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 70 0 万，超过老年人口比重的全国

平均水平。相对而言，辽宁又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

艺家比较集中的省份。

虽然大多数老年人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始了颐养天

年的晚年生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身体健康、思维活跃、

精力旺盛。一部分具有扎实写作功底和良好文化基础的老年

人，特别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利用离退休后

的充裕时间，将自己丰厚的知识积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

刻的人生感悟通过文字落实于纸面。这些文字朴素而真诚，

深沉而睿智，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但是从当前图书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出书难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很多老同志手里拿着凝结着心血的、沉甸甸的书稿，

却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单位，即使有出版单位同意出版，往往

也因高额的出版费用望而却步。基于这种情况，2007 年年初，

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共同策划运作了“金色夕阳”出版

工程。其中“金色”象征着财富和收获；“夕阳”代表着老

年群体。“金色夕阳”寓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

绚烂多彩、充实而收获的晚年生活。这项工程旨在通过政府

扶持为主，动员社会多方资助的形式，挖掘我省老年群体的

总 序

郭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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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资源，切实解决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出书难

问题，为我省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走过坎坷波折，历经沧

桑风雨，用自己的热血青春打造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国

家、社会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生。在国泰民安、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中，很多老年人退而不休，老当益壮，通过各种形

式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著书立说是部分老年人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表现形式。相对于青年人来说，

老年人在从事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更大，有些人视力已经

下降，但还借助老花镜和放大镜查找资料；有些人体力不支，

需要在他人帮助下完成书稿的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

人的书稿不单单是知识、情感和智慧的融合，更重要的是毅

力、精神和境界的体现。这些书稿是留给后代的不可复制的

精神财富，让这些书稿付梓，立言于世，泽被后人，又是件

具有“抢救”意义的事情。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无疑是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繁荣图书出版的创新之

举，又是继承老一辈优良传统，弘扬老一辈革命精神的文化

盛事，同时，也是传承文化、继往开来的薪火工程。这一工

程将通过文学系列、艺术系列、学术系列图书的合理出版，

为社会提供多种类的优质图书。顾炎武有诗：“苍龙日暮还

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们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下，“金色夕阳”出版工程能够传播壮心不已、蓬勃向上的

时代精神，能够提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名品佳作，

更能够为全省图书出版业迎来璀璨多姿、充满生机的金色时

代添上一抹绚丽的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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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刘广明同志的《绿野秋思》打印稿，由于篇页较多，

读起来颇不轻松，但是丰富的内容却吸引了我，很多篇章也

令我特别感动，我感到这是一本很不错的散文作品集。

广明同志是一个朴朴实实、本本分分的人，他的文风亦

如其人，不论文章题材是什么，他写起来总是如实地叙述，

并且尽量地说事实，多有细节，再现性的特点很是突出。

他的《喜鹊登枝》写喜鹊的鸣叫和筑巢，是在观察基础

上的精细描绘。在文中他写喜鹊怎样选筑巢的枝杈、杈位，

然后选取构巢的树枝，粗细的树枝各有施用，以及巢成后里

边如何铺垫细草等，都写得如同自为。

他写养蝈蝈的《蝈蝈情缘》，也是一篇很有情趣性的生

活小品。作者从小生活在农村，对蝈蝈给自己留下的童趣仍

有浓厚的情结，他以追怀的笔调写了蝈蝈怎样歌唱，怎样捕

捉蝈蝈、编制蝈笼的种种见识，尤其是在冬天怎样养蝈蝈，

为之设置温暖环境，甚至把装蝈蝈的葫芦以布袋系在腰间

“暖养”，这对东北人完全是闻所未闻之事。广明同志在年近

古稀之时，以童心观照童年往事，别有兴味寓存。这也正是

在火炉背后吟咏的五月诗篇，使诗意的生命在坐驰中得以玩

味和张扬。

在《绿野秋思》中还有不少写少年时代豫北生活经历中

仍存鲜活记忆的往事，写在他朝花夕拾的笔下，都多生可忆

朴厚文章满蕴情

王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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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可追的意味，读来足以动人情怀。在这本散文集中有两

辑，一是“故里乡情”，一是“人伦情挚”，都是故园亲情的

题材，很有动情力，在笔法上也更带散文的艺术性。

散文在本体上是写真情实感的朴实艺术，它的感人力量

首先不是文辞，而是情思的真切性。这对于非以散文创作为

职业的一般作者来说，实现散文体裁特点的最好也是最便捷

的方式，就是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不论后来本文章之路有

多么宏远，至少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在广明同志的散文集中，写亲朋的散文是最感人的，因

为其中的真诚之情，具有先于形式的感动力。在散文集中广

明同志多处写到父母和几个姐姐，亲情一直流淌在笔端，尤

其是写母亲和四姐广芝的篇页更是感人。母亲虽是不识字的

农家妇女，但勤劳、忠厚、正直、关爱子女，忍饥挨饿，却

送子女去上学，只希望儿女都能成人。1 9 8 8 年广明回河南

老家料理父亲丧事，有人告诉他母亲“你儿子当高法领导

啦”。母亲并不惊喜，“沉默之后，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给

国家干事不容易，要干好，别冤枉好人’”。母亲看到，在任

上的儿子春节时常有机关同志给送啤酒、水果等，颇为不

安，特别嘱咐他要置礼一份份回送，深怕儿子为官不廉、误

国累身。

在广明的散文中有不少是写师生、朋友之交的，也都写

得真情感人。在《悼农友》中写的是本乡比自己大几岁的王

兴波，他们结识于 1958 年“大办钢铁”时，他们远离家乡到

三百里外的修武县，打锤动镐，吃不饱，活计累，兴波不仅

帮助他，每顿饭还支援他半个窝头；此后也几次得到他的帮

助，甚至有类似“漂母一饭之恩”的情谊，这使他终生难忘。

广明写他在北大法律系读书时的恩师陈守一教授，是他把刘

广明领进了法学的大门，培育之情永远铭记；这位德高望重、

风骨铮铮的老师，被生动地写在了《燕国忆恩师》一文中。

珍重父母恩和师友情是君子立身的人格基础，无此，何谈治

国平天下之德行？对于广明同志的人生道路，正可以从此沿

波讨源，探求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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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是出于刻骨铭心的实际感

受；写自己施恩培育的外孙女，则更有亲情体验的特殊性。

广明同志写在自己身边养育了三年的小外孙女小“海豚”，一

朝离开自己回到她父母身边的一片失落之情，更有动人之

处。我们引述《外孙女回京三记》中一段平朴却又深情的叙

述—这是在前一天送外孙女坐夜车走后自己一夜无眠后的

次日早晨：

30 日凌晨，索性起床，心中空荡如旧。习惯地往她的卧

室望了望，看看蹬被子没有，但是每天安睡这里的小佛儿缺

位。再看小牙刷、牙膏和奶杯，也都拿走了，心中空荡更甚，

又坐在沙发上垂泪。这时，我便明白了一层道理：孩子早已

是全家的中心人物。“中心”在，光辉满堂；“中心”去京，

满屋萧条。趁空，我将她留下的穿脏的小衣服、小袜子等统

统洗净挂好，准备晾干再收起来。又把她故意摆放嘴啃地的

玩具小水鸭摆放好，省得看见这些眼皮底下东西想她。但是

谈何容易！箱子上的小人书，地上的卡片，还有墙上的划痕，

玻璃上的小手印等等，到处都有她的作品。这时，我便明白

了第二层道理：在家庭的全部空间中，孩子早已占据了主要

生活空间，孩子去京，等于家被掏空。

这里生动地写出了隔代长辈的心理：父母辈对儿女多是

在自身忙迫中以责任心关切的，多数人尚来不及细加对过程

的品味；祖父母辈是在比较轻松的心态下，以真情体验的方

式寻求晚情的释放，并补偿对儿女的亏欠，这其中有浓重的

审美自由情怀。我想，广明同志对小外孙女走后的失落无着

之情，基本上也是这种心理的文学表现。

广明同志的散文中有浓重的豫北乡土风情，不少文章都

写了他青少年时代在那里的经历与体验，其中所展示的风俗

习惯，由于带有故土寻根性，文情更显浓重。

《绿野秋思》中有多篇是以“农村情结”写着豫北民间

风俗习惯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老的中原大地上的许多特

有习俗，感到有一种如实所历的乐趣。他的《过年琐忆》、《坐

花轿》、《剃头》、《乡枣似蜜》、《月是故乡明》等篇，这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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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之为“豫北系列”的散文，都是回味性的文章，作者在

以往的事实上罩上了一层厚厚的乡情，有的即使是不值得留

恋的时事，如农村“大食堂”那一段“共产风”，也因为自

己是以十八岁年华在“大食堂”公公正正地当了一段为民欢

迎的司务长，而大书一笔，写成了《那年，我当司务长》。在

这个系列中还有《阿桂叔》、《兵爷》，写的是故乡土地上的

平民，一个个都有如见其人、言行在即的形象，看起来好像

除了豫北大地，在别处是遇不到这些人的，这也许就是文学

的乡土性。对此，细读广明同志的所有写人写事的文章，好

像都能从中闻出乡土之味。

广明同志读过名牌大学，当过高级法官，任过重权领

导，退休之后不为往昔名位之有所执，怡然以诗文为乐，以

经历见闻为资源，以文化修养为支柱，在足之所履、目之

所及、忆之所至、心之所思之处，使情成体，化为文章，写

出了几本诗集，又在这本《绿野秋思》中写出了具有内容

实在性、情感亲切性、植根乡土性、行文无拘性的一篇又

一篇的文章，不仅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社会

文化的发展，实在是值得称道的。

序后成诗一首，以赠广明同志：“豫北平原风俗淳，平

生承禀见情真；修身奉职存公念，更有诗文证此心。”

2008 年 12 月 8 日于辽宁大学望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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