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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国文，原籍江苏盐城，1930年8月生于上海。
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
1957年7月，小说《改选》发表于《人民文学》，引起很大反响。
不久被划为“右派”，辍笔多年。
1976年10月恢复写作，1980年作品《月食》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次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
《危楼纪事》获1984年全圈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6年调入中国作协，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
现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

　　近十余年来，致力于散文随笔的写作，虽以历史为题材，但着眼当下，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大雅村言》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在《南方都市报》2002年举办的“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获“年度散
文家奖”。
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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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书卖得少，并不表明书没有文学价值，对于作品的评价，从来是见仁见智，不必求其“舆
论一律”的。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在圈子里得到赏识，是一种价值。
下里巴人，老少咸宜，在圈子外获得呼应，也是一种价值。
对象不同，期求也不同；口味不同，效果也不同。
这两种价值，不存在谁好谁更好，谁差谁更差的比较。
说到底，能够进行文学仲裁者，最后只有时间，所以，至少要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才能略
见分晓。
因此，此时此刻，说什么长长短短，好好赖赖，都为时过早。
　　我问那位副主编先生：“梁晓声的铁杆读者，都是哪些人呢？
”　　他说：“应该是那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五十岁左右，插过队，上过山，下过乡，回城后当普普
通通老百姓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生活得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　　这两个“特别”，令人听得有些心酸。
　　因此，能为这些读者写作，或者，在写作时能想到这些读者，我想这个作家一定是好人，好人的
心都良善，他想着那些不是很走运的普通人，于是，我挺佩服晓声，因为，他的作品能给这些读者，
带来多多少少的温馨，能够使他们郁闷的感情，多多少少地得到宣泄，我想，真可以用“善莫大焉”
来肯定晓声的劳作。
　　现在，该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好人梁晓声了。
　　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好心》，发表在1993年9月9日的天津《今晚报》上。
文章不长，现抄录在下面：　　这个听来的故事，是我的朋友、作家梁晓声给我讲的。
　　他家住在儿影厂宿舍，一天，到北影厂去办点事情。
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没有几步路。
但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行乞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
现在这些讨饭的常常像拦劫似的挡住你，或拉住衣服不撒手地要钱。
我对这类人采取不理会，绕着走的政策。
但晓声，是个极具平民意识的作家：他不但是有太多的同情心的汉子，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
”的，敢于断然拒绝什么的人，于是，他被缠住不放了。
　　“给两个钱吧！
”　　“可怜可怜俺们娘儿俩吧！
”　　“俺们饿了两三天啦！
”　　在我们这个首善之区，经常有这类“强要饭的”横行在街头巷尾，实在是大煞风景，有碍观瞻
。
政府也时不时地整顿，但遣送走了，不多久又会回来的。
这类人就认为你应该施舍，应该给钱，不给，还会悻悻然地遭到不满。
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尽管是首都，尽管不停地遣送，也难以绝迹。
不过，即使那些世界上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
要钱的。
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了。
　　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作家贾鲁生吧？
据说因为城市里行乞，比于活还来钱，于是有一批要饭专业户，长期驻扎在京城，要着要着，能要出
万元户，要出小康之家呢！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对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
给了她一点钱，走了。
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遇到了这对母女，缩颈胁肩，在那里向行人苦苦讨要。
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也单薄了些，他动了侧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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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他说，“我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
穿吧！
”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上数峰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