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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叔阳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做了肾癌乎术，切除了左肾；二OO一年十月，我又做了肺癌手
术，切除了一叶左肺。
七年间的两次手术，在我身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宛如黄河和长江。
　　祖国母亲河的倩影镌刻在我的左背上，让我永远没法子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第二次术后难耐的疼痛中，我忽地想起要把患病以来创作和出版的作品来一个小结。
这结果一面让我感到安慰：我没有偷懒；一面又感到惶悚：因为我从未有过要“总结”什么的念头，
这想法似乎意味着我有了要同生命告别的潜意识，倘如此，便真的可怕了。
　　我以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走，在于前行，认定自己的目标和道路。
这目标自然应当有益于民族和国家，至少也当慰籍亲族、师友、爱人的心，让他们为你的生命而快乐
。
　　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我也一直在这路上走。
这六本文选便是过去屐印的一部分，无所谓优劣，只是过往岁月的一个纪念，希望能予人以畅然。
六本书选了五种文艺样式，不是说有多少才能，只是说我有死不改悔的孩子气与好奇心，总想用各种
文体吟唱生活。
说不定将来还试一试把许　　多文体打通了搀和在一起弄出个什么东西来。
没有了这点孩子气与好奇心，便没了我自己。
　　我的路走得很难，除了时代给道路布置的沟坎、泥泞，还有天上的雨雪、内心的伤痛。
更多的则是我孱弱的脚力，我的知识、才能与韧劲都让我步履艰辛。
　　有些书我没有选进这文选，它们自有单独存活的理由，比如《中国读本》，我很庆幸自己能写出
这本书来。
　　屐印只能说明曾经走过的路，没有足迹的路还很长。
我只想说，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烧着，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还在这路上挣扎
。
　　感谢所有为这文选编辑、出版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我曾经努力地走过。
　　真的，我还在这路上走！
　　2001年11月16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叔阳文选>>

内容概要

　　从《苏叔阳文选》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文学体式的写作，他投入到作品中的一律都是为人的
真诚，所以他贡献给读者的不仅是感人的作品，同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向读者展示了朴实无华的真诚
。
　　《苏叔阳文选（全六卷）》——《苏叔阳文选》中，收存有近200万字的作品，而且各种文体都渗
透着他的一丝不苟的精心努力，非常充沛地洋溢着纯洁的爱心，作者把他的爱体现在对祖国、人民、
社会主义事业、领袖、家人、同志、朋友的爱，足可感受到其为人的善良品德。
　　综观整部文集，贯穿始终同时感人至深的是苏叔阳对于艺术的执著。
他执著地以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倾吐人民的悲喜歌哭。
他的这种高尚情怀，在第一部震动社会与文坛的话剧《丹心谱》中，就激情洋溢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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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叔阳（1938～ ）当代作家。
笔名舒扬、余平夫。
河北保定人。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中医学院。
1978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79年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著有话剧《丹心谱》（获建国30年文艺汇演创作1等奖）、《大院》（又名（左邻右舍》，获第1届全
国优秀剧本奖），剧本集《苏叔阳剧本选》、《夕照街》，电影文学剧本《盛开的月季花》、《丹心
谱》、《春雨潇潇》（已拍摄成电影），中短篇小说集《婚礼集》，长篇小说《故土》，少年儿童读
物《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诗集《关于爱》等。
其中一些作品已被译成外文流传国外。
1984年发表的《生死之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常写北京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描写细致，
意蕴深厚，具有浓烈的北京风俗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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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爱的短歌   关于爱   假如你真爱我   看见你   思念（一）   思念（二）   你希望什么？
   姑娘借你的心用一用   我希望   海与盐   鸽哨   清风   关于早餐   给寒星   爱与怨   冬日雁栖园所见偶感   
缘分   寻找二、唱给妻子的歌   给妻   你可记得   文竹   你不会衰老   你是我的眼睛   我们的心是绿的   寄
给你双倍的亲吻   今夜   唱给你的手   致我的爱   我爱你，我的爱人   唱给我的心爱三、献给’98中国三
亚国际婚礼节四、爱情故事五、致友人六、唱给自己的歌七、游吟草八、风铃小集九、长诗短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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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唱给你的手亲爱的，我钟情你的手，它的确不再细嫩，却更加温柔。
在我疲乏于奔走，颓然地呆坐，是这双手温存地抚摩我的肩头。
当我辗转沉吟眼瞪着失眠的窗口，轻轻按摩我的小腿是这双熟悉的手。
这双手常把一碗香喷喷的汤面端上我的书桌边，这双手常常为我洗去衣上的污垢。
最难忘这双手，在风雨艰难中扶持我行走。
而每晚坐在电视机前它默默地默默地握着我的手。
呵，我的不再年轻的妻子，你有一双多么让我钟情让我永远醉心的手。
    我不会画画儿，可我有画框，那是我的窗户。
    我住一楼，临街，见天儿从窗户里瞧画儿。
    我这幅画儿，背景好。
左边是家有名的川菜馆儿，右边是座有名的小公园儿。
背景上还有点缀：一边一位老头儿。
    左边的老头儿，瘦小枯干，每天下午五点半到九点，准站在川菜馆儿门口，叼着北海牌的雪茄烟，
守着一辆婴儿车。
车里头有个纸盒子，纸盒子里有个铝锅。
铝锅里放着五香蚕豆。
纸盒盖上还有两个小锅。
一个盛着茶叶蛋，一个盛着煮花生米。
他专在菜馆门口儿卖酒菜，挺像是示威。
    “您进去瞧瞧，”老头儿跟酒客说，“一个拼盘儿一块五，忒咸。
我这儿，俩鸡蛋，一盘儿花生米，一盘儿蚕豆，七角，也一个拼盘儿。
干净，好吃。
我呀，钻他国营商店的空子。
”    老头儿一天只卖三个半钟头，一月赚百十块钱，养活他跟老伴儿两口人。
“比上班轻省多了!”    右边那位，膀大腰圆。
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坐在花园儿门口看车。
不拿工资，白尽义务，却分外地上心。
您想骑车进公园儿?“回来，把车存上。
”就他那嗓子，您就得乖乖儿把车交给他。
不服气儿?您躲躲儿吧，老爷子早年是内家拳的把式，走过梅花桩；要捣乱，小心他给您一巴掌。
不过，半年多了，我没瞧他伸过手。
他的英雄事迹全是耳闻。
可我尊敬他。
风霜雨雪，从不迟到早退，不易!    “闲着干嘛?我这儿等于练气功。
”老爷子常跟人解释。
    这背景的前头，就是活动的人与车。
大汽车、小汽车、摩托三轮儿。
也常有插着各国国旗的车队驶过画框，这儿临近国宾馆。
自然，也老是有旅游车载着四海的客人，笑眯眯地走进川菜馆儿，然后满脸是汗，吸着气儿走出来。
    不同的时辰，有不同的人进入画框。
上班的人流，挎着菜篮子的女人，领着孩子蹈弯儿的老太太，上剧场听音乐的年轻人，搂肩搭臂的情
侣，绵绵无尽，不绝如缕。
    那天我又没睡好。
已经渐渐消失的寒气又飘浮在心头。
我知道，我的心其实还是个冰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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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的学习生活，让我暂时忘记了内心的冰块儿，在集体中的欢乐仿佛化开了这冰坨子的一层。
可是，这小玉石虎，这大孩子郑俊雄的礼物，又让我降到现实想到从前，那刚刚化开的一层重又冻结
。
郑俊雄本想做件好事，无意中却勾来了寒风。
不，他没有错，错的是我。
我干嘛老想着过去?    我和郑俊雄偏偏在一个饭店里实习。
在翔实饭店他做前厅经理，我做客房部经理，当然都是副手，挂着实习生的牌子。
我总看见他的笑容，听见他柔和的声音，幽默机智的谈吐。
前厅的服务员都喜欢他，来往的客宾都夸赞他。
他常常站在大厅门边，用适当的微笑迎接客人。
他还常常在大厅的咖啡间酒吧里巡视，在商品部走动，用温和的言辞为客人排难解忧。
一位活泼的法国姑娘在这儿住了三天，临走在郑俊雄脸上亲了一下儿。
他微笑地接受那亲吻，又微笑着对前厅两个男服务员轻声说道：“别笑，这是工作需要。
”    客房部的小姐们却说我稍欠温柔，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这可让我伤心。
我不愿带一份较差的评语回到学校。
于是，我想法温柔与活泼，可心里总感到好像缺了点什么。
    时代真是不同了，别的不说，单讲花钱，那许多人使钱如流水的气魄，就令祖宗们的灵魂吃惊。
而且花钱的派头儿很有点“立体、全方位”的劲头儿。
上头敢花：修几个宾馆哪，买进口汽车呀，吃点子好酒好菜好烟哪，随便划拉划拉答应几个项目哇，
由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花出去面不改色心不跳；中间的也敢花：动不动让
企业赔赔本儿啊，给领导送点子小小的礼品哪，公费旅游呀，也是动辄多少多少万，不在乎；下边的
自然花起来不含糊：有什么买什么，只要是外国货照买不误，连打赌还敢一夜有十几万几十万的输赢
。
人人都好像过了今天没明日，不把钱扔出去就不过瘾。
    其实，这是种丧失自信的社会心态的反映。
高消费，“超前”消费，背后是种朝不保夕的心态。
信不信由您，越是国家命运多舛，社会动荡时，人们越愿意把钱扔出去，换回点实物瞅着放心，怀揣
着钞票终日生疑。
说句让人寒心的老实话，如今社会上这个花钱法儿，就是对改革不太放心的表示。
从上到下都如此，若是只把这个看成是收入提高的逻辑结局，铺张浪费风气的泛滥，那实在是小瞧了
这股社会风气的力量，没瞅清楚它的“底蕴”。
    我总忘不了中国的土话，曰：“穷讲究”。
大凡土话而又流传几百年的，一定有真理或者合理内核存焉，虽然只为智商极低者珍贵，为智者所不
睬，但我仍以为听听也无妨。
    “穷讲究”，包含越穷越讲究，越讲究越穷两层意思。
这两层意思我以为都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味道，凡穷国穷家穷人，而又想炫耀门面者，皆难逃
此列。
    我去过一个本大洲绝不能说是富裕的国家，可从官到民，从上至下，那般讲究劲儿，花钱的那派头
儿，实在令人咋舌。
绝不是我巍巍大中华今日腰缠万贯的倒儿爷和化公为私的官倒爷所能比拟的。
    我也到过日本，人家比咱们富，可人家普通人花钱的派头儿——至少是我遇见的日本人——比咱们
气魄差得多，绝不是贞吃卯粮，而是相反，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个小子儿。
因此有人说他们是“经济动物”。
    “经济动物”当然不好，因为算计和抠门儿而把温情算计跑了自然也不好。
然而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不算坏事。
一个国家正因会算计才富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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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因为要讲究而忘了穷，又因为穷才更要讲究，结果是讲究穷了拉倒。
    我们已经够没出息的了。
到西安一看，几乎还是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在荫庇我们，倘没有那么多祖坟，没有兵马俑，不知会使多
少人的碗里少了米粒。
我们靠先辈吃饭，靠先辈的文化遗产过活，靠大好的祖国江山、无数的宝藏讨生活。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闭幕的日子。
    方凌轩的家。
    这里是一个北京的四合院的正房，正中是一明两暗的堂屋，右侧是方凌轩的书房，一扇门通向卧室
，中间是会客室，舞台上就是这样一间会客室。
左侧有一扇门通向方凌轩的女婿庄济生夫妇的房间，由此可通向厨房。
正中有门通往院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海棠树的枯枝和几丛修长的翠竹。
会客室摆着硬木家具。
玻璃书橱里放着线装书。
橱前放着书桌，书桌上有电话机。
墙上是老式的挂钟。
茶几上摆着盆景和兰花。
墙上，在毛主席像的下面是一张草书的条幅：“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
提高。
”此外，还有几张山水画。
靠窗的一角有一张大理石面的小圆桌。
庄济生夫妇房门口，有一个酒柜，上面放着糖盒、茶具之类，还有一个瓷花瓶，与圆桌旁的新式沙发
结合一起，表现出一股现代的气派，但也仅仅是占据了一角而已。
整个会客室仍然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使人一看而知，主人公是位年高望重的饱学之士。
    扩音器传出欢快的乐曲，夹杂着鞭炮声、口号声和欢庆四届人大闭幕的游行队伍纷杂的笑声、脚步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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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行进在路上——《苏叔阳文选》                                  苏叔阳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做了肾癌乎术，切
除了左肾；二OO一年十月，我又做了肺癌手术，切除了一叶左肺。
七年间的两次手术，在我身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宛如黄河和长江。
    祖国母亲河的倩影镌刻在我的左背上，让我永远没法子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第二次术后难耐的疼痛中，我忽地想起要把患病以来创作和出版的作品来一个小结。
这结果一面让我感到安慰：我没有偷懒；一面又感到惶悚：因为我从未有过要“总结”什么的念头，
这想法似乎意味着我有了要同生命告别的潜意识，倘如此，便真的可怕了。
    我以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走，在于前行，认定自己的目标和道路。
这目标自然应当有益于民族和国家，至少也当慰籍亲族、师友、爱人的心，让他们为你的生命而快乐
。
    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我也一直在这路上走。
这六本文选便是过去屐印的一部分，无所谓优劣，只是过往岁月的一个纪念，希望能予人以畅然。
六本书选了五种文艺样式，不是说有多少才能，只是说我有死不改悔的孩子气与好奇心，总想用各种
文体吟唱生活。
说不定将来还试一试把许       多文体打通了搀和在一起弄出个什么东西来。
没有了这点孩子气与好奇心，便没了我自己。
    我的路走得很难，除了时代给道路布置的沟坎、泥泞，还有天上的雨雪、内心的伤痛。
更多的则是我孱弱的脚力，我的知识、才能与韧劲都让我步履艰辛。
    有些书我没有选进这文选，它们自有单独存活的理由，比如《中国读本》，我很庆幸自己能写出这
本书来。
    屐印只能说明曾经走过的路，没有足迹的路还很长。
我只想说，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烧着，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还在这路上挣扎
。
    感谢所有为这文选编辑、出版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我曾经努力地走过。
    真的，我还在这路上走！
                                                                    200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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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苏叔阳文选》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文学体式的写作，他投入到作品中的一律都是为人的真诚
，所以他贡献给读者的不仅是感人的作品，同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向读者展示了朴实无华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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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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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