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不去的彩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逝不去的彩云>>

13位ISBN编号：9787530662878

10位ISBN编号：7530662872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时间：孙晓玲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05出版)

作者：孙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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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不去的彩云>>

前言

叶对根的思念    从维熙    记得，初次见到孙晓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后来读了她在“三联”出版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之后，女儿和父亲的肖像似乎合二为一了。
我之所以有如此的感觉，因为晓玲写出了孙犁的人生全景，这不是任何评论家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能
够做到的。
    掩卷深思，我得出的结论是：孙犁是晓玲血缘之根脉，而晓玲是孙犁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绿叶——因
而叶片对根脉的依恋与思念，充满该书的字里行间。
在女儿对父亲人生全景的追述中，有些场景是研究孙犁的人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无法知晓的。
比如，文中写到孙犁在血腥的“文革”高潮时返回家中后，人的尊严曾让他萌生过自我了断生命的意
念。
当我读到这些真实的描述，血涌心扉的同时，认知到只有深谙孙犁生命曲线的血缘亲人，才能知道孙
犁的人生经纬。
    从文学的视角去寻根，我也是孙犁这棵文学巨树上的一片树叶。
孙犁作品不仅诱发我在青年时代拿起笔来，而且在我历经冰霜雨雪之后，是继续激励我笔耕至今的一
面旗帜。
不止我一个人受其影响，而踏上了文学笔耕之路，仔细盘点一下，真是可以编成一个文学方阵了——
这是老一代作家中罕见的生命奇迹。
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浆育出众多作家，但他从不以文坛伯乐自居，这可谓是孙犁生命中．的一声
绝响，让后人高山仰止。
    古人云：“大爱无声。
”孙犁的文学生命，就演绎了这句国学箴言。
记得在孙犁重病期间，我和房树民从北京去天津医院看望老师时，他在握住我和树民的手的同时，从
他眼角默默流下的泪水，代替了他挚爱的叮咛。
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大爱，致使一直陪同我俩的孙犁之子孙晓达以及《天津日报》的宋曙光，都感到了
心灵震撼。
晓达说了句“我还没见到爸爸对探视者流泪，这是头一次”。
我想，这是文学长者对文学后人的最后的关爱吧！
    因而，当晓玲怀念父亲的新书《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即将出版之际，写此短文为其书
序。
因为孙犁不仅仅是其子女们心中的彩云，也是众多后起作家心中永生的文魂。
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2013年1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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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是中华文魂的礼赞，是中国作家的歌唱，是儿女情长的华章。
它虽片片断断，却是集腋成裘；它虽零零星星，然呈珠玑千万；《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非絮
絮叨叨，如沐春风无限。
柔柔的情，深深的爱，凝练的语句，超拔的意境，演绎了孙犁先生的精神、笔法，传承了孙犁先生的
气度、品格与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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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叶对根的思念（代序）／从维熙 1984年：父亲关于《民间音乐》的一段评论 神州长留此佳篇——父亲
·我与《铁木前传》 小南屋旧事（四则） 听家人讲爷爷 逝不去的彩云 牵挂，慈爱永铭 心中一块芳草
地 大院和老杨树 片断忆慈父 布衣布履过生活 书写“大医精诚” 父亲教我写文章 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
年交 父亲与李黑伯伯 同窗之谊寄飞鸿 锻炼思维写人名 让父亲高兴的一句话 一书一画总难忘 父亲笔下
的扁豆 难忘的帮助 勤劳的双手 父亲在和平区的创作往事 往事如烟，旧影遂珍 附录 小小“快递员”／
张璇 大作家的小板凳／张璇 家书／孙香平孙晓淼 父亲友人写给晓玲的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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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13年5月15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而在2012年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承蒙百花文艺出版社热情邀约、精心策划，使我得以将《铁木前传
》（纪念版）呈现给了喜爱他的读者、新旧友人，深感欣慰。
此书中除原著45000字，配以张德育先生当年的4帧水粉插图外，还收有铁凝、李敬泽、吕剑、冉淮舟
、韩映山、沈金梅、滕云等名家有关评论及我个人的点滴回忆，是父亲友人与家属为即将到来的百年
诞辰敬奉的一捧虔诚花束。
心香弥久，怀思无限。
 九十九年前，也就是1913年（旧历癸丑），农历四月初六，在冀中平原滹沱河靠下游河边一个穷乡僻
壤——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在一个房屋破旧的小院落，隐隐传出阵阵
婴儿的哭声，一个高个儿、高嗓门儿强健能干的农妇张翠珠，生下了一个瘦弱的男婴，脐带绕身，初
落生时他不会哭，险些窒息，幸亏催生婆手疾眼快当机立断，立时从他小嘴里掏出一缕淤物又紧着拍
打了几下，才发出几声艰难的初啼，哭声愈来愈响亮，母亲揪着的心慢慢松弛了下来。
母亲生产后没有奶水，据说是被一个堂婶——瞎周之妻进屋“沾”去，母亲只好用煮馍糊将他一口口
喂大。
这位坚毅的母亲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十字披红’，将来是要当状元的。
”果然这孩童自小就十分喜爱读书，十几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
“三岁看大，七岁知老”，母亲的预言日后竟然成真。
 2002年7月11日，这位日后名播四海著作颇丰的老作家在走完他八十九年坎坷而又多彩的人生之路后
，从容地闭上了眼睛。
天公含泪起骤雨，海河波滚亦含悲。
灵堂外，花圈排满墙；灵堂内，挽联列成队。
其中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亲送亲书的一副素白挽联尤为引人注目，上联是：“荷风荷雨荷花淀”，
下联为“文伯文豪文曲星”。
数不清的送行者，亲属、友人、学生、同仁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不尽的哀思，报刊上连续登载来自
天南地北的追思文章，有数百篇之多⋯⋯ 这位被不断怀念、一生向人民奉献精品的布衣作家便是父亲
孙犁。
 自《铁木前传》在1956年写出，五十六年前问世以来，有关评论文章一直没有间断过。
有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也有极少数人“对他创作上的不健康倾向⋯‘依据小资产阶级
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批判；也有人对他笔下的小满儿形象大泼污水，肆意歪曲
污蔑说是“美化浪荡女人”。
据冉淮舟叔叔2012年12月作《孙犁：一九六二》记载，1956年8月13日父亲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
左批评右创作论》，批评文艺界愈来愈左的文风，并引用了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契诃夫对一些批评家
的看法——“他们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扰的虻蝇”。
由于言词、观点尖锐、激烈，直指有关部门，这篇文章当时未能发表。
写了这篇文章之后，直到1961年底，五年多的时间，父亲除了几首旧体感怀诗，若干短信，小说、散
文一篇都没有写。
“文革”中《铁木前传》更是沦为“大毒草”被“批倒、批臭”，十年间被打人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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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7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父亲写下了《鸡叫》这篇散文，在昼夜喧嚣、人海如潮的大城市，他意外
地听到了鸡叫，那司晨的召唤，令他听到富有天籁情趣的一鸣，唤起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亲人的
追忆，留下了他对逝去的时光与亲人的思念。
文章最后两句诗一般的句子：“彩云流散了，留在眼前的依然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畔的依然
是莺歌⋯⋯”现在留给我的是对逝去双亲的无限怀思。
我写父亲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
我想它与《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应为姊妹篇。
我写父亲一方面是纪念父亲，“孙犁是应该唱的，不是光让人哭的”（父亲友人语），一方面是为了
更完整地保存父亲，宣扬他的将生命附丽于文学、人如菊淡、品似莲清、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之精神
。
从凌乱的稿纸，到崭新的书页，从一段段零散的回忆到一个个比较完整的叙事，这其中包含了百花文
艺出版社李华敏社长、高为主任、徐福伟编辑、美术设计制作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缜密的策划构思、
心血智慧、付出与汗水，在此，我——一个年过花甲的业余写作者致以衷心谢意。
我还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提供了这样难得的平台，使我能尽情地抒发对至爱双亲的怀恋与感恩
之情。
    这几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隆重地推出父亲的系列作品，包括：弘扬宣传父亲作品人品的“耕堂
文录十种”（《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
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以及《铁木前传》（纪念版）和《耕堂读书记》
（上下册）。
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及怀念父亲的多人合集《百年孙犁》等。
这些作品好评如潮，是对一生向人民奉献精品、文德俱佳的父亲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所作的独特贡献。
    父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有着极深的渊源，可谓水乳交融。
他生前与历届“百花”负责人都有很好的友情与合作。
    写父亲的文章从2001年8月开始，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宋曙光等几位编辑的热情帮助与鼓励下
，共发表十七篇回忆文章。
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我共写了三十多篇，有一半是2011年前写的，一半是这一年多写的。
2011年6月，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共收十八篇，其中包括了《铁凝探视》、
《摇曳秋风遗念长》、《菡萏伴长思》、《大道低回独鹤与飞》等。
此书出版后，有几位父亲友人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于是我又利用剩余素材，加之搜索记忆，陆续写了
十几篇，其中有三篇在报纸上刊登过。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邮电职工，虽做过天津邮电管理局内部报刊《天津邮电报》副刊编辑，但时间
不长。
不可否认，以我的水平与能力来写父亲，展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人生轨迹，力不从心，困难
重重。
我只能侧重写作为女儿的感受（即使这一侧重面也挂一漏万）。
但我确实于写作过程中，投入了全部情感与精力。
其问，拙作陆续发表并入选“2003—2004散文精品”《冬天的情话》、“2007—2008散文精品”《大爱
无边》，入选“散文海外版精品集”《百期精华·人物绣像》，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60年散
文精选》，此外《作家文摘》三次予以转载。
2003年《摇曳秋风遗念长》还荣获了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金奖。
这些都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欢乐，增强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力量。
    在我六十六岁之际，又能亲眼目睹《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一书的问世，实在是一件令
我无限欣慰的事情。
史实第一，文采第二，我愿向广大读者继续奉献一个真实可信、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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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生死离别已然十载有余，往事如昨却在心底长存，人世间不是谁都能够幸运地摊上这么一位慈
爱、忠厚、疼爱子女的父亲，几十年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在一块方圆半里的地域里来来往
往，聆听他的指点教诲，感受他的亲情、关爱，欣赏他的才情魅力，是多么值得珍惜与庆幸的事情。
    十一年离别十一年思念绵绵不绝，永无枯竭。
我要把思念化作文字，写出父亲的真诚、重情与无私，写出他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写出他对文学后人
亲人般的情感。
    作为女儿、学生、读者，孙晓玲女士对作为父亲、导师、作家的孙犁先生的无距离接触、记述、揭
秘，使人们对孙犁先生的布衣本色又添新知、又增敬意。
在力透纸背的文字下，在感天动地的挚爱中，在血肉丰满的审美间，让人们照见孙犁先生布衣下的精
魂、荷花般的清纯、芦苇样的直正、白洋淀似的柔情。
《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是中华文魂的礼赞，是中国作家的歌唱，是儿女情长的华章。
它虽片片断断，却是集腋成裘；它虽零零星星，然呈珠玑千万；它非絮絮叨叨，如沐春风无限。
柔柔的情，深深的爱，凝练的语句，超拔的意境，演绎了孙犁先生的精神、笔法，传承了孙犁先生的
气度、品格与卓绝。
    2012年10月31日下午，在天津东丽区召开了天津市第21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颁奖会上，我意
外地荣获了“东丽文学大奖”。
    当我跛着腿离开坐席，一只脚踏在领奖台的台阶上，一只脚停留在红地毯上等候引领员带我上台去
的那一瞬间，舞台大屏幕上出现了这段关于终审评委给予的评语，耳畔传来会场里主持人清越浑厚的
诵读声。
十年寒窗苦万千感受，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心情不能说波澜无惊，情绪上不能说没有激动，专家
评委的一致认可，无疑是对我巨大的鼓励；观众席上的热烈掌声，无疑是对父亲人格魅力的尊崇⋯⋯ 
  我感谢十多年来所有帮助、鼓励、指导过我的前辈、老师、父亲的友人，感谢《天津日报》社《文
艺周刊》、感谢三联书店。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提供给我珍贵的素材与照片和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当然，我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父亲，春晖永驻慈爱永铭，是他美好的人性、高洁的人品、诸多的美
德深深感动了我；是他引导我看了那么多优秀的书籍，让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是他在我习作
的道路上点拨、鼓励、教诲，使我少走弯路，有所进步。
    当我发苍苍、视茫茫年过花甲之际，亲身体会到老有所为写作带给我的快乐之时，我的心中充满了
对慈父的感恩之情。
    这简短的获奖感言确实发自我的心声。
父亲是引导我写作的良师，在写作上他就是那硕果累累的大树，我就是树下一棵仰望树冠的小草。
虽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实际上，他用于培养自己孩子的时间极少极少，他对我面对面的指点
也就是短短的几句话，不超过十分钟。
但从小到大他送好书给我看，给我讲文学小故事，讲谢道韫、孙膑、浪里白条、晴雯、婴宁，讲曹雪
芹，讲司马迁，讲屠格涅夫，讲契诃夫，讲鲁迅，对我有着潜移默化之影响和熏陶。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业余作者，从在小报报缝上发表豆腐块文章开始，我就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如果
有一天，我的文章能被选入某本散文集，那该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事情。
在邮电管理局工作期间，我是局里党办信息员，也曾写过《将军楼里欢笑多》这样的通讯报道。
某年，《人民邮电报》要出一本邮电职工作品汇集，发文向所属各单位征稿，我忐忑不安寄去了自己
采访了好几天，足足用了一周时间废寝忘食才写出的有关我局职工用自己住房办幼儿园的稿件，结果
大失所望没被选上。
圆梦是一个艰苦的跋涉过程。
苦吟苦歌，甘苦自知呀！
    我经常靠在床上，在一个多年不离不弃，退休后从局里带回的旧蓝文件夹子上写呀写，练呀练，构
思修改、宇斟句酌，流淌爱憎，倾吐心声，直到现在依然如故。
    父亲晚年奋力著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在去看望他时，多次见到他伏案写作的背影，布衣布履坐在旧藤椅上，面对南窗，在写字台上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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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稿纸，手握钢笔，聚精会神进行写作。
有时是早晨刚吃过早点，有时是黄昏晚饭前，即使是夜深人静，若有所思、灵感骤至他也会披衣开灯
写作，达到了废寝忘食日夜兼程的状态。
听李华敏社长介绍，有一次她给我父亲送稿子，听他讲身体不好，洗脚时无力同时洗完两只脚，就今
天洗一只脚，明天再洗另一只脚。
这样的话，父亲并没有跟我讲过，听后心里很是沉重。
为了完成作品，父亲总是拼尽最后的力气，哪怕飞蛾扑火在所不惜。
至今他面带疲惫、意到笔到、从容不迫的写作姿态仍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也亲身体验到写至亲亲人思忆往事时那种心痛如绞、难以为继、掷笔三叹的感觉，百遍品尝“字
未成行泪成行”的滋味，心甘情愿进行这既幸福又痛苦的回忆。
写作这些年，我不断得到家人的鼓励、支持，我爱人无怨无悔帮助打稿扫照片，一如既往。
大姐、二姐讲家事，寄照片。
二姐体贴入微地说：“玲妹，你写这本书心里多难过呀！
像咱妈吐血那段，我都不知道，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获东丽文学大奖后，二姐还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为你又一次获奖而感到十分高兴，祝福你。
咱爸如若天上有灵，地下有知，也会为你的成绩感到欣慰。
”哥哥也为我提供了我急需的参考书籍。
快八十岁的老姨则提供给我很多生动的素材、细节。
我的家人以这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心中对亲人的感恩之情。
父亲生前友人、忘年交更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寄信、打电话、赠书、寄作品和纪念品以示鼓励与兴
奋，令我感动万分。
本书写作、编辑过程中，邹明伯伯的女儿李丹丹、林浦伯伯的女儿李华，李麦伯伯的儿子李新正都给
予热情的帮助与支持。
吴泰昌、沈金梅、卫建民、冉淮舟、罗少强、杨栋、侯军等父亲友人一直鼓励不断，寄材料、打电话
，给我以力量。
所以本书的每一章节都蕴涵着父亲所有亲属对他刻骨铭心的深厚情感，本书的所有文字中也饱含着父
亲的友人、同仁、学生、读者对他的思念与深挚情谊。
    如果说我的第一本书《布衣：我的父亲孙犁》虽内容比较缜密，但文字毕竟有些拘谨，还不太放得
开的话，那么《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则更袒露我的心声，可以说是我与父亲的直接对话
；而且多帧珍贵照片的插入令本书图文并茂，定会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由于出书时间仓促，文章多是“急就章”，缺乏细细地打磨、进一步地修改。
本人与编辑虽已尽了极大努力，仍然难免有错漏之处，恳切希望孙犁研究专家、学者教正，以便修改
，本人将不胜感激。
    2012年12月冬紫菊斋灯下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逝不去的彩云>>

编辑推荐

《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中作为女儿、学生、读者，孙晓玲女士对作为父亲、导师、作家的孙
犁先生的无距离接触、记述、揭秘，使人们对孙犁先生的布衣本色又添新知、又增敬意。
在力透纸背的文字下，在感天动地的挚爱中，在血肉丰满的审美间，让人们照见孙犁先生布衣下的精
魂、荷花般的清纯、芦苇样的直正、白洋淀似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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