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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偶然的误会，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造成了你的诞生或者不诞生。
你说这话简直的是胡说八道，假如你没有诞生，那怎么还能说你呢，既然没有一个你，那你还有什么
可说的？
你没有说的对象，你就什么也说不出来。
但是，你既然诞生了，那么，你就是一个奇迹。
你在一亿多个精子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结成硕果，从一个吃奶的娃娃学会走路，而后奔跑，而后成长
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角色，你难道不是奇迹？
不论后来你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的一生都值得研究和记录，尤其是值得文学的创
作者去研究。
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大书，只不过有一些大人物级别的角色的经历被记录了
下来，而大多数属于芸芸众生的经历却随着那些人们的离去而淹没在星移斗转的时光流逝里了。
这是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是一本不错的书，并不知道自己也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男主角或者
女主角，不知不觉地就把一个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赚钱的大好机会给错过去了。
试想一下，你自己的经历是谁能代替的呢？
既然如此，何不赶快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送到出版社去换取一笔版税或者稿费呢？
那些被称为作家的家伙们常常能把别人的经历当作所谓的创作素材使用，人人都有一些高招，演绎出
来的故事往往读出我们的眼泪，但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往往是作家变相的自传，所谓有生活，其实就是
这个意思。
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写一写你自己呢。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你写这本书的目的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外乎一是想出名。
二是要赚钱。
至于是否能够出名，或者是否能够赚到一笔钱，现在确实不好预测。
　　或许出名倒是出了，不过是臭名昭著而已。
读者读了这本书，回头骂一句：他妈的，什么玩意儿，骗了我二十九块八毛人民币。
你瞧你连这本书的定价都计算好了。
假如第一版印他一万册，码洋就是二十九万八千，出版社拿走一半，你也能落下十四万九千。
但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恐怕难以兑现。
既然不能够出名，又不能够赚钱，那么你还写个什么劲儿。
于是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有瘾，有一种写作的瘾，就像吸毒的白粉妹。
　　不吸就没法儿活。
有写作瘾的人，俗称作家的这些人，不写点什么就没法儿打发这一天天到来又一天天逝去的日子。
倒不是没饭吃，不管写不写。
只要顶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工资是按月领的，吃饭绝对没问题，只是不写就浑身不舒坦，不管写得好
不好，只要写着就舒坦了。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每天不写点什么，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
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的念头就像一条毒蛇一样死死地缠住了你，让你想不成事情，似乎只有把你想
到的写下来，你才能够解脱。
倘若再润色一点调侃幽默诙谐的笔触，甚至再弄一点玩世不恭的腔调，你在写作的过程中将体验到一
种快乐。
而读者在茶余饭后，也可以用来解闷。
　　我刚才打开电脑屏幕上的&ldquo;字数统计&rdquo;栏看了看，写到此处已经是 6000多字，你还在
罗里罗嗦地说废话，还没有进入写作的主题。
那么就赶快进入主题：我这一生的能够回忆起来的经历的记录，即所谓回忆录。
但是，你说过了，我不是什么&ldquo;大人物&rdquo;一类的角色，是没有资格写作和出版一部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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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逢春回忆录》的。
因此，还是叫作我的《人生笔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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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是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也是作者的又一部宏篇巨著
。
作品叙述并描写了一个英俊少年从戏剧舞台到政治舞台的人生历程。
洋洋洒洒、流畅生动的文字展示着作者精彩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的真诚感悟。
《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有众多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用句时
髦的词语&mdash;&mdash;我们很快就与他们&ldquo;零距离接触&rdquo;。
作者对亲历的数十个文化事件的详细描写真实地揭示了 座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堪称这座城
市的文化记忆。
《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配有百余幅历史图片，展现着作者所处时代的鲜明特色，
书稿更加显得生动而丰满。
　　《借我春秋五十年：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是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2008年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入选2009年甘肃省&ldquo;农家书屋文库&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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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4年，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个年头，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洋溢着幸福而豪迈的歌声
：&ldquo;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 &hellip;&hellip;&rdquo; 红太阳光芒万丈
，照耀中华大地灿烂辉煌。
新中国晴空万里，风调雨顺，生机勃勃。
　　那时候的中国人，纯真质朴，勤劳勇敢，神清气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寄
予无限希望。
五千年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明盛世。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更是使得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豪情万丈，神采飞扬。
　　这一年的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后的又一次盛大阅兵式。
　　国庆阅兵总指挥部由华北军区为主组成，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奉命担任国庆阅
兵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地面受阅部队；空军司令部组成空军阅兵指挥机构负责指挥航空兵受阅部队
。
阅兵总指挥部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了10384名官兵编成受阅部队。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归国后，就任首任国防部长，由杨成武陪同，他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并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陆海空三军部队举行了阅兵分列式。
解放军一万多名官兵迈着坚定的步伐，由东向西依次走过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阅兵后第18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东边三十多公里处的那个叫做高碑店的地方呱呱落地。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25岁。
那时候，他正在驻扎高碑店的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独立工兵营留守处做供给排长。
因此，父亲有幸为阅兵部队做了一些后勤供给物资保障工作。
遗憾的是，他没有被编人阅兵分列式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父亲说，那年，&ldquo;我们那支部队刚从朝鲜回来，没赶上（阅兵）&rdquo;。
父亲还说，当年，分列式方队中有一位士兵在阅兵列队走过广场时&ldquo;几乎晕倒&rdquo;了，这位
几乎晕倒的士兵左右两旁的那两个战士随机应变，架着这个士兵的胳膊正步走过了广场，这两个战士
因此而&ldquo;都立了个二等功&rdquo;。
对父亲来说，他既不&ldquo;文学&rdquo;也不 &ldquo;创作&rdquo;，大概没有编故事的必要。
只是1984年国庆三十周年邓小平大阅兵的电视实况转播让他有了兴趣，随口一说而已。
上面这段文字引号中的话都是他的原话。
父亲闲聊时那浓郁的山西口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相信父亲说的这是真事。
 然而对我来说，却可以借机演绎一番，弄它一篇小说出来。
倘若采用这个素材，将父亲演绎为那个晕倒了的士兵，或者演绎为两个随机应变的战士之一，推演下
去，想必会出现很曲折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故事情节。
但想了想，觉得我还是不能那样做，毕竟，我想写的是一部纪实作品，而非一部虚构小说，因此，我
必须竭尽全力保证这部作品的真实性。
　　父亲后来对我说，抗美援朝战争那几年，他所属的部队开赴朝鲜前线作战，他却被分配到部队留
守处做后勤补给工作，主要的任务是看守营房并转运军用物资，于是，便没有去朝鲜打过仗，最远只
是将大批的战争物资押运到鸭绿江边而已。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那支部队在第五次战役时遇到了一场恶仗，部队几乎打光了，建制都不全了。
1954年，志愿军陆续大批撤回祖国的时候，他们那支部队只有700多名幸存的官兵返回了祖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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