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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罢即将付梓印刷的《士者长歌》文稿，我不禁联想到了蜡烛；也联想到了闻一多那首著名的诗
《红烛》；当然，还联想到了高尔基那篇寓言性小说《丹柯》⋯⋯　　景克宁先生阅历了几乎20世纪
五分之四的风雨沧桑，但他始终与祖国荣辱与共。
　　景克宁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国学大师、民国元老景梅九的嫡孙。
　　新中国成立前，他拒绝祖父让其在祖父主办的《国风日报》谋事，他毅然先后出任过六家报社的
编辑、记者、主编或总编，由于他为正义、真理呐喊，故屡遭打击、迫害、解雇或愤然辞职，无怨无
悔。
　　27岁的他，就出任民革中央报纸南京《大江晚报》总编，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当晚
，他就奋笔疾书撰写了《天亮了》的社论，被香港、澳门多家报纸全文转载。
　　1951年，景克宁先生就成为共和国第一批马列主义哲学教授。
　　景克宁先生历练了从35岁到58岁的生命沉浮，甚至被判死刑，雄辩地证明了“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景克宁先生最后的20年，又是在与癌魔抗争中度过的，他不像有些人那样，颐养天年，恰恰这一
时段，正是他一生辉煌时期，演讲2700多场，始终高举“知识、理想、信念”三把火炬，像丹柯一样
用手举起了他的心，鼓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时代青年，奋力前行。
　　他俨然是在与癌魔搏斗中的壮士、勇士和烈士！
　　景克宁先生还是清华大学等43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或客座教授。
　　景克宁先生活着的时候，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
　　尽管，他的人格魅力，他那充满澎湃激情的文章和无数次演讲对许许多多当代青年的思想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但却都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传播知识、理想和人文精神的⋯⋯　　故依我看来，他如同
一支特别寻常的蜡烛，就是我们在黑暗之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用以照明的那一种蜡烛。
　　当下，时尚成为潮流，许多东西都需要靠漂亮的包装来吸引人注意，连火柴和蜡烛也不例外。
　　我家里就放有各种各样的蜡烛。
它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蜡烛。
制造者在将它们制成蜡烛之前，往蜡液里搅兑进了悦目的颜色，接着将它们浇铸成美观的造型。
那是些在生日或节日或婚礼庆典上才偶尔被点亮的蜡烛。
在酒吧，在咖啡屋，经营者为了营造浪漫气氛，往往也在大白天不惜浪费地点着那样的蜡烛。
而消费者们，也正是为了追求那一点儿浪漫气氛才出双入对的。
　　我对浪漫本身一点儿都不反感。
　　非但不反感，有时还很提倡。
　　一点儿浪漫情调都没有的生活，那就太乏味了，不可能是美好的生活。
　　但我觉得，作为蜡烛，颜色怎样其实是次要的，造型怎样也是次要的——重要的倒是，作为一支
烛，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燃烧的，为些什么人燃烧的，燃烧的状态如何⋯⋯　　有些蜡烛，比如我以
上提到的那类蜡烛，实际上作为蜡烛是很令人叹息的。
它们也许只点燃过一次；也许那一次只点燃过短短的几分钟；也许还是在仅仅为了情调，根本不需要
照明的情况之下被点燃的。
之后呢？
之后它们就被视为无用之物，弃于角落而不被理睬了。
那一弃，可能就是很久很久。
再往后，可能就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
　　景克宁先生一生，绝不是那样可悲的蜡烛；尽管他的一生经历了很悲惨的坎坷。
　　我觉得，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的景克宁先生，他的一生很像是一支燃烧不止因而照明不
止的蜡烛。
　　一般而言，这样的蜡烛反而是最寻常的蜡烛。
　　人们对这样的蜡烛的要求也很寻常——燃烧自己，给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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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闻一多写下诗篇《红烛》时，全中国都期待着思想的照明。
　　当高尔基写下小说《丹柯》时，全俄国正处在社会黑暗的岁月里。
　　当景克宁先生60余岁以后著文《阳光、火炬、红烛》并走向讲坛时，正是中国许多当代青年心头
笼罩迷惘的浮躁年代⋯⋯　　他们需要一支烛照亮自己的心，使他们对人生多一些自信和自强。
　　青年的特征表面看来是迷恋时尚的，但本质却是极其单纯的。
这一本质使他们在普通的朴素的道理呈现说服力的时候，于是敬意从内心里油然而生。
　　是这样一些青年发现了景克宁先生的人生思想的意义。
　　而景克宁先生通过他们的心灵诉求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之烛值得再次热烈燃烧直至成灰的理由。
　　他的演讲对象大抵是青年。
　　他将他60余岁以后的人生，无私地为青年们燃尽了，也为他们发出了最大的光。
　　蜡烛本身是不具备任何主动性的。
　　所以，纵使一支烛，一次也没被点燃过，作为照明之物一次也没发光过，那也只不过是遗憾的事
；烛是并无任何过错的。
　　烛的意义，归根到底也还是要取决于人对照明的需要意识强烈与否。
　　据我所知，景克宁先生生前的每一场讲演都在青年们中引起良好而强烈的反响。
而此点证明，我们的青年总体上是不讳疾忌医的，是大有希望的。
　　人最可宝贵的是主动的人生态度。
　　有人的人生主动性体现在沽名钓誉和谋财敛物方面；而有人的人生主动性体现在利他人利社会方
面。
　　就此点而言，谁的人生值得别人用烛来形容，又委实是最高评价了。
　　景克宁先生无私的主动性令我钦佩。
　　他这一支蜡炬成灰的过程，特别典型地诠释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义务感和使命感
。
　　这是一本关于“士”的书，一本关于中国当代之“士”的书。
　　已故的冰心老人曾写过一篇短文，题日《无士当如何》，感慨中国的当代，精神独立，人格独立
，大节如“士”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多。
我想，冰心老人在世时，肯定并不知道山西的运城，曾有一位名叫景克宁的如“士”的知识分子，为
着国家及民族的大忧大患，而处坚定立场，而发铿锵之声，而斥谬理，而坐牢，而始终不屈服。
若知，冰心老人写《无士当如何》时心中是该有几分欣慰的吧！
　　山西运城，实应永远纪念景克宁这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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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士者长歌（走过炼狱的景克宁）》是一部充满激情、昂扬向上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品的主人公景克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演讲艺术家。
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特殊的摇篮；第二章，特别的沉浮；第三章，特色的历练；第四章，特
写的夕阳；第五章，特神的生命。
记录了景克宁先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特别典型地诠释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义务感和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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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水成，1954年生，山西省新绛县人，景克宁生前挚友。
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哲学硕士学位。
现任山西省司法厅厅长。
历任共青团运城地委书记，中共闻喜县委书记，中共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山西省纪委常委
、秘书长等职务。
主要著作：诗集《雪色的爱》、《商机创造》、《社会主义概论》和《职业道德论要》等。
　　黄勋会，1960年生，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景克宁生前忘年交。
本科学历。
现任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关公书画院副院长。
出版文学作品集《文学苦旅》、即兴演讲集《激情交响》、通讯调研报告集《感动中国》，与人合著
长篇小说《尧舜禹演义》等。
　　杨方岗，1938年生，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景克宁生前文案助手。
毕业于山西太学外语系。
运城工学院教授。
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香港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出版文学作品集《磨刀人》，以及《英华·华英实用外贸大辞典》、《亲历澳洲》、《走近景克宁》
、《空谷留响》人与人合著长篇小说《尧舜禹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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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蜡炬成灰的过程序二　为了难忘的纪念序曲自喻丹柯——他用手托起了他的心第一章　特殊的
摇篮往事并不如烟他从这里启蒙雏鹰展翅翻动扶摇羊角第二章　特别的沉浮人生炼狱光明之路小巷奇
遇狂欢之夜月夜勇士海河之波北平掠影黎明前夜第三章　特色的历练29岁的大学教授忠而获咎显风骨
悲欢离合寻常事古塔沉思慷慨跨进死神门相濡以沫铁窗春秋历史的见证第四章　特写的夕阳飞乌恋故
林沉思后的抉择耕耘心灵激情播撒真善美目标始终如一第五章　特神的生命首战癌魔——无畏的勇士
聚焦勇士的一组镜头·值得记住的“5·12”·声势浩大的巡回演讲·教育艺术家的殊荣·第2000场报
告的目标在中原实现二战癌魔——不屈的壮士演讲艺术赋道德行为多棱镜——反面现象剖析三战癌魔
最后一次上山——83岁智者在虞坂古盐道上对“伯乐相马”形象大使的无愧践约最后一次演讲——83
岁仁者在红土高原上对生命意义的警世诠释最后一次住院——与癌魔抗争了20年的勇者在战场上撼人
魂魄的生命呐喊最后一部巨著——84岁士者超越生命的终极对话与哲学宣言第六章　特异的背景祖父
景梅九其人其事故居梅园忆华章附录附录一　景克宁大事记附录二　风雨里程伴君行附录三　我的妻
子附录四　父亲尾声　我们心中永远的“丹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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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往事并不如烟　　1985年的10月，清秋金风，红叶夹道，景克宁应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来到
古城西安。
　　景克宁的演讲集《美在召唤》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要为这里的青年读者做几场报告。
　　他走下火车，脚踏着古城这块土地，立刻有一种游子远游归来的感情浮上心头。
　　在驱车从古城的街上穿行而过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张目四望，映入眼帘的那一个个镜头，是那
样的熟悉、亲切。
　　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强骨丰羽的青少年时期，后来，又曾几度归访。
　　古城在他的脑海里，曾经留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那雄伟、壮观的古城墙，那虎踞龙盘市中
心的钟楼，那耸立在南郊遥遥相望的大雁塔、小雁塔⋯⋯这一切一切有形的景物自然忘记不得，而那
无形的往事更是铭刻于心，求学、初恋、工作、斗争、囚室⋯⋯美好的和痛苦的，一幕一幕，纷至沓
来。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但是，他又及时把它关闭了。
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不迷恋昨天，不叹息过去；总是把握今天，面向明天。
因为他明白：靠回忆生活的人，留恋、沉湎于昨天的人，那是一种衰老的、行将就木的精神状态；回
忆，会变成一张结束生活的床，那是在扮演着人生的悲剧。
因为他常告诫自己：靠梦幻生活的，奢望、空想着明天的人，那是虚妄的梦游者的精神状态；幻想，
会变成生活汪洋中一叶失舵的舟，那是在预演着人生的悲剧。
　　首场报告会，被安排在青年路共青团西安市委礼堂。
　　这是一座40年代的古建筑，几经维修，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热情的听众早早地就来到了这里，小小的礼堂容纳不下，有些人就站在过道里，挤在门窗前，坐
在院子里。
　　景克宁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走上讲坛。
他环顾一周，面对他热情的听众，显得有些激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穿越时空隧道，射向逝去的岁
月。
　　他看到了逝去岁月里不能忘怀的一幕。
　　40年前——1945年的秋天。
古城人民刚刚度过了8年抗战的艰难岁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还沉浸在那胜利带来的欢欣
之中，就是在这个礼堂里，在这座舞台上，上演过景克宁创作的一个多幕话剧《雨过天晴》。
那是取材于英、美帝国主义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历史镜头。
当时，景克宁才23岁，风华正茂，才思横溢。
他把一腔爱国激情流于笔端，奉献给古城的父老兄妹。
　　还是在这座舞台上，多才多艺的景克宁，也曾粉墨登场，扮演过一些话剧中的古今人物。
　　40年后，又是一个秋天，他又一次走进这个礼堂，登上这座讲坛。
而今，他已是发添银丝，面带沧桑，过了花甲之年。
作为学者、教授、演讲艺术家，他要作题为《千秋胜负在于理》的演讲，以他丰富的知识积累，非凡
的生活经历，深刻的思维洞察力，向80年代的青年，“含笑谈真理，衷心吐真情”，倾诉他对人生理
想的认知。
　　生活沿着自己的轨迹行进。
谁能料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巧合，轮辙的重复！
　　景克宁的眼睛，又从历史的一幕，转向台下的听众，他深情地告诉他的听众：　　“西安是我接
受思想启蒙的摇篮，我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迈步，度过了哲学沉思的岁月，留下了探索的脚印。
”　　“西安又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经受磨难的地方。
在这里，有我的爱与十艮，剑与火，铁与血交织的痕迹。
”　　“历史是喜欢和人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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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渺小的人，是历史的抛物体。
当年，我从西安被抛向大江南北：现在，又被抛回西安，我的一生经历了知识与愚昧，光明与黑暗，
追求与打击，野蛮与文明，真菩美与假丑恶的战争——真理与邪恶之间的战争！
”　　“真理彪天地，千秋万古存⋯⋯”　　他的这个不寻常的演说序曲，缩小了他和在场听众的距
离，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人们不禁想继续听下去，眼前的这位非常之人，他的人生之路究竟非常
在哪里？
　　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可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而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却也会
有着这个国家、历史的投影。
　　时间是严峻的裁判者，它总是手执真理之剑，审定人间。
　　景克宁恭立在真理之剑下，不，他心里装着真理之剑，手里握着真理之剑！
　　“我将背负两个十字架，扮演两种角色，高举三支火炬。
　　“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的十字架，一个是建设的十字架。
破坏旧思想、旧风尚、旧生活；建设新思路、新风尚、新生活。
这是需要献身精神的，十字架精神就是献身精神。
　　“两种角色，一种是掘墓人角色，一种是助产婆角色。
是旧事物、假恶丑、不正之风的掘墓人；是新事物、真菩美、道德文明的助产婆。
　　“三支火炬，一支是知识的火炬，一支是理想的火炬，一支是信念的火炬。
用知识的火炬照亮思想，用理想的火炬照亮道路，用信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烧化愚昧、黑暗、丑恶。
”　　伴随着优美的语韵和传奇的故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景克宁的历史、走进了他的心灵、走
进了他非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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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关于”士”的书，一本关于中国当代之“士”的书。
　　已故的冰心老人曾写过一篇短文，题曰《无士当如何》，感慨中国的当代，精神独立，人格独立
，大节如“士”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多。
我想，冰心老人在世时，肯定并不知道山西的运城，曾有一位名叫景克宁的如“士”的知识分子，为
着国家及民族的大忧大患，而处坚定立场，而发铿锵之声，而斥谬理，而坐牢，而始终不屈服。
若知，冰心老人写《无士当如何》时心中是该有几分欣慰的吧！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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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胸怀着美好的希望，背负着理想的十字架，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追求真理的坎坷、荆棘丛生的
道路上，艰难前行。
　　人生是炼狱！
　　他从炼狱里走来！
　　走过炼狱，就是一首澎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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