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诚礼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真诚礼赞>>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2079

10位ISBN编号：7506352079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康濯，孙犁 著

页数：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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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礼赞>>

前言

　　一个真诚、谦和的老实人　　此书面世时，正是康濯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
个年头了。
回忆起他的人生道路，他的性格，他的作风，他在创作上、工作上的成就，他为祖国、为人民所作的
重要贡献，和他对朋友的美好情谊，还是十分感动！
　　康濯在上高中时就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熏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吁。
18岁时从湖南老家辗转来到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8月随鲁艺来到抗战前方，活跃在晋察冀边区。
　　说起来也巧，我和他在1958年8月3日同时到达延安，当时我是作为一个音乐指挥随丁玲领导的西
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他是到鲁艺学习。
我于当年11月就率西战团到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他也于1939年随鲁艺一起到了边区，是在联
大文艺学院工作。
1939年11月17日在河北唐县军城举行庆祝晋察冀边区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西战团和联大文工团等文
艺团体都去参加了。
那时有几位和我在上海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丁里、崔嵬等，初次在敌后相逢，聊起分别后的斗争生活，
非常兴奋。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康濯同志。
他在人群中间话不多，却与众不同，总是谈农村的事，他说到了边区时间不长，但因身在农村，常和
农民接近，对农村有所了解，因而感到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真是一个新天地，人民活跃，语言生动，对
他创作很有吸引力，又说自己是初步认识，以后更要深入。
他语言很朴实，说话很实在，没有一点夸张，留给我很好的印象。
　　的确，他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融和在当地农民的队伍中。
他身着粗布衣，吃着农民的简陋的饭食，和农民共艰苦，同欢乐。
他教农民唱歌，一句一句地教到完全学会为止。
他教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政治，他当夜校老师，一句一句地讲，一字一字地教⋯⋯何其艰难的工作，
需要多大的耐心，但对康濯来说，又是何等的快乐。
　　1941年左右，我们又在阜平见面了。
那时他已调到边区抗联工作，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了解了，谈起他的房东和左邻右合，似乎很熟悉了
，他对农村的了解也更深了。
他和老百姓一块打过游击，生死与共，感情深厚，谈起来十分兴奋。
他那时正在农村冬学教课，他是一条一条一点一点讲时事，讲边区形势，提高学生政治认识。
他教文化帮助农民识字，也是一字一句讲，一点一点教，谈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
他还是那么朴实、亲切，和老朋友谈家常，一点也不夸张。
我对他的好感又深了一步。
他还对我介绍一些农村生活的事和农民思想成长的故事，使我得益匪浅。
　　看到他全身心投入的样子，我心悦诚服。
我不难想象为什么他能写出反映农民生活的《我的两家房东》，为什么他的那些作品会那么动人。
他的小说的确是从生活里来的，带着生活的露珠和泥土的芬芳。
果然，那些作品很快为大家所认同和赏识，以至后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很多人是通过《房东》认识康濯的，它实在是影响了太多人。
　　就在那一次，他给我一首歌词，叫《上冬学》，是他为了配合边区提高农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
文化的总任务创作的。
他说刚学写词，写不好，可以不可以谱曲？
如能让农民唱起来，会提高农民上冬学的兴趣，对学时事政治、学文化知识大有好处。
受他的感染，我当时就赶快写好交给他了。
后来敌人扫荡“边区”更频繁、更残酷了，康濯同志所在的边区群众团体常常转移，分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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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战团也经常分成小组到村里与农民在一起打游击，或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
1943年以后我们似乎也没有再见面了。
　　1948年，我和康濯一同从华北解放区进了北京，他在中国作协，我在文化部，隔行如隔山，我和
康濯相处那么近，却反而更少见面晤谈了。
有时开会碰上了，也没机会说话，他的许多情况，我一直不了解，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来北京
参加晋察冀文艺研究会活动，我们才又见面。
我和王莘、康濯是老熟人，一起拍了照，又成为十分珍贵的纪念了。
就在那时，他和我谈起他在湖南的遭遇，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能够安心进行创作，希望调回北京工
作。
这是他第一次在向我“诉苦”。
过去，我听说过每次运动，或在作品遭人指责的时候，他都有诚心检讨，决不怨天尤人。
这时他提到湖南文联一位女干部，在“文革”后，给康濯同志扣上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
，完全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无的放矢、乱轰一阵，十分影响康濯的身心健康，作为一位老实人，
遇到这种情况，无法摆脱，不得不提请调动。
康濯的情况我向耀邦同志汇报，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不久康濯就调回北京了。
当康濯同志搬进中国文联新宿舍时，特邀我到他家做客，十分兴奋，也就在这一次，我才见到他的伴
侣，又是同行的夫人王勉思同志，我为他的思想解脱，他的和谐家庭，感到欣慰：康濯不会再像过去
那2-,受委屈了，更不要频频检讨了。
作为他的一位老朋友，我也感到安心了。
后来，我又看望他一次，是为如何编写解放区文艺史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拿出了他珍藏几十年的抗
战文艺刊书和大批油印材料。
不久，他就把这些珍贵的文史资料捐献给国家革命博物馆，还特地请勉思抄了一份目录给我，供我参
考。
也就这一次他把多年前从《边区教育》上剪下来的《上冬学》那首歌交给了我，那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我把它收入了我的歌集出版了。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共同回忆起那烽火连天、而又热气腾腾的抗战生活情景，想起那些母送子、妻
送郎勇敢上前线，杀敌救国保卫家乡的革命农民们，大家都十分兴奋，充满了对革命农民的敬意。
后来由于我编纂出版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和中国解放区文艺史料，忙于这两大系统工程，经常
去各地进行工作，没有更多时间看望他了。
未料那一次会面竞成了永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那谦和、真诚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我的眼前。
他的一生令人深刻思索，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谦和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实人，
也正由于他的真诚，也惹来了不少麻烦。
 　　在他的一生中，他曾不止一次受到批判，不断进行检讨。
1939年他参加革命队伍，在去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行军路上，他和几个鲁艺同学，竟被扣上所谓“艺术
至上”和“小宗派”的莫须有罪名，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后来得到了组织上改正，没有在思想上分
清是非，使康濯等同志多年受到委屈。
此后的他又多次挨批，心里有许多困惑和遗憾，但他从不灰心丧气，更没有到处诉苦喊冤。
一直到“文革”期间，被迫害，被斗争，以至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
“文革”后他照常努力工作，深入广大农村生活实践，向群众学习，提高认识，作为自己创作源泉。
因为有一颗从不变化的决心，坚韧不拔，奋斗不止，康濯一生追求真理，永远服务人民，这是他性格
的本质。
康濯在这些方面很像周扬，他一辈子信奉、执行他信仰的毛泽东思想。
一直到晚年才悟到“左倾”路线严重的破坏性，以及自身所受到的负面的影响。
 　　康濯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照亮前途的“明灯”来对待的，他对党的文艺思想的遵从可以说是绝对
的，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也是绝对的。
他经常说：“我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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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某个时期的“左”的文艺思潮十分严重，知识分子政策不能正确贯彻，由于他为人耿直，不
善于保护自己，他的一些创作和言行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错误的批判，在当时的高压下，有时不
得不作违心的“检讨”，有时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深怕节外生枝，牵连别人。
康濯的创作和工作一度受到不合理的责难、不公平的待遇，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仍坚持执行党的文
艺路线，一方面严于要求自己，多作检讨，可能也伤害了一些同志。
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一直对过去进行反思，特别强调检讨，真心向同志道歉。
他曾“检讨”说，那是他的“软弱”所致，特别在丁玲问题上，他想到当时他作为一个党员，向党委
说了一些对丁玲作风上的意见，不料竟引起一场大风波，他一直为此深为悔恨。
其实，在强大的“左倾”思想的冲击下，甚至政治大帽子的高压、是非不分的情况下，谁又是最“坚
强”的呢？
有，但太难，也很少。
 　　1987年，他从外地的行政工作中走出来，回到了北京，可以专心创作了。
到1990年仅三年时间，他竞写作了五十多万字，如他所说，是最后“冲剌”，同时也静下心来，对过
去的一切进行反思。
其中，《洞庭湖神话》就是他一生真诚性格的典型表现。
他真实地再现了洞庭湖上一个老干部的形象。
在主人公革命的征程中，有点像康濯“一辈子都在检讨”。
对这样的“检讨”，倔强的主人公的内心当然不服。
然而一次次的“检讨——不服”过程之后，人也就从原来的倔强变成了“顺服”，以至成为“工具”
了。
 　　康濯一生坚守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原则。
他自己这样做，并以此带动了后来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无论在京城，在家乡湖南，他有如关爱战士的指导员，善诱学生的老
师，非常关心青年作家的培养，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鸡妈妈”。
在1989年康濯创作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湖南作家们说，康濯教育和帮助了湖南的作家，他是湖南作家
的“母鸡”；而河北的作家们说，是康濯帮助了河北作家的成长，是河北作家的“母鸡”。
关于“母鸡”之说，颇有意思地道出了康濯诚恳待人和他对文学的赤子之心。
 　　康濯同志，他终身为信仰理想而奋斗，从不懈怠，终年大悟，无怨无悔！
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诚礼赞>>

内容概要

　　康濯，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常务编委、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
随之又先后任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新时期十年一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作协湖南分会主席、名誉主席。
1987年调回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五十多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多部，此外还有文学评论、散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共
出书34本。
康濯始终在为奋力探索真、善、美而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品风格朴实清新
，富有生活色彩和时代风貌。
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今，有多篇作品陆续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多种外国文字。
《真诚礼赞》收录的就是他的散文作品，共计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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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濯，原名毛季常，1920年2月21日出生于洞庭湖畔的湖南湘阴县。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曾任八路军随军记者、文工团文学组长。
1939年到前方晋察冀边区，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以及群众文艺辅导和群众报刊编辑。
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协创
作委员会主任。
随之又先后任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新时期十年一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作协湖南分会主席、名誉主席。
1987年调回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1991年1月15日病逝。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
五十多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我的两家房东》、《正月新春》、《春种秋收》及《洞庭湖神话》，长
篇小说《水滴石穿》等多部，此外还有文学评论、散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共出书34本。
 　　作者始终在为奋力探索真、善、美而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品风格朴实
清新，富有生活色彩和时代风貌。
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今，有多篇作品陆续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多种外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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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个真诚、谦和的老实人第一辑　康濯的讴歌分秒值干金辞行记悼郭老告别周立波难忘的往事—忆赵
树理战友深情——忆许世平哭茅公怀念萧三追忆和纪念蒋牧良我所认识的田汉长留的记忆——悼魏猛
克师友邓拓情忆开国之初——最后送别丁玲同志一颗乐观、开朗的心追怀老舍悼凡容（朱凡）深深怀
念彭俐侬擂鼓的人——田间一年祭八月的思念—忆侯金镜怀念陶承哀念黄起衰痛悼莫应丰萧殷——我
“三同”的战友成功与失败之战老会长绣花裙的友谊第二辑　人们的呼唤悼康濯两个作家和战斗英雄
——赵树理、康濯和郝庆山半世纪战友情——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老来健笔意纵横他永远活跃在
人间难忘的怀念音容宛在遗篇永存农民哭老康落在河北大地的一片春雨万家“房东”在，泪水滴石穿
遥寄吾师报天知康濯，我的老师我的战友，请安息吧春雨潇潇悼康老康濯，我为你伴唱一月的悲怆悼
恩师康濯同志春风无限潇湘意我们不会忘却你北冀南湘育后人物在人亡无见期魂系耕者擎天北岳驻足
时忆中学时代的康濯忆吾友季常民族文学的良师益友学习康濯同志的园丁精神满园桃李送良师他的一
生，在热情奔放的工作中度完“湘军”师表，风范永垂我文学上的领路人醉酒遣悲一颗诚挚的心永远
活在我心中北去的——康濯老他走在艰难的路上人民的作家爱人民慈祥的长者严厉的老师我与康濯可
贵的忠诚康老为我找到文学路怀念季舅吹尽狂沙始到金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和篮球结下一生缘陪同父亲
十年爸爸的选择跋我给康老当责编（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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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秒值千金　　四月仲春，正是首都北京最好的季节。
傍晚，在中南海内怀仁堂后院青幽幽的草坪上，一次隆重的宴会正开始举行。
那是五十年代中期，亚洲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刚刚抵达我国进行访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那些建筑，周恩来同志欢宴贵宾的场所，就常常设在中南海的一些厅、阁
和庭院里。
这一次选择了露天设宴，自然是对待很不一般的贵宾而规模比较盛大的了。
那片草坪确也相当宽敞，怕都容得下上千人呢！
　　当时参加的人倒没上千，却也有三几百，主人方面陪客的是工农商学兵都有。
我因为正担任一个刊物的负责编辑，也参加了。
又因为自己只是一般的身份，进草坪后便看准了靠西边比较偏僻的一带去找桌席。
那时的国宴还不像后来的人民大会堂一样给每位参加者都事先编好了席次，定好了桌位，标好了名字
，而是一般的主宾还自由找桌。
我去的草坪西头边角上，一开始也就聚积了一些互相熟识的文教界人士，有作家、画家和男女演员，
有一位国家体委负责人和一位卫生部负责人，也有一位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
这位校长是个多嘴快舌的同志，在我们选择桌席时，他指指边角两桌说：　　“这儿不错！
不显眼，也没安排外宾坐，不受拘束，可是看总理，看外宾，角度也正好！
同意不？
嗯？
坐，坐。
”　　校长和体委的、卫生部的负责人那几个占了一桌。
我同几位画家、演员也都同意校长的选择，便占了旁边的一桌。
又听体委的同志说：　　“这两桌也有缺点。
咱们好看总理，总理可也好看咱们呢！
”他皱皱眉头，露出一脸苦笑，好像有什么愁烦的心事。
　　“对哇！
可也是没办法哇！
”校长也装得莫奈何地说，“你不叫总理看到还行？
你，你，还有你，你，”他指指同桌两个人与我们桌上一位著名画家和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你们赴
宴会，大概是能休息休息，享享口福的吧！
我哇，唉！
我可没那福分！
总理保不定准会找我！
不然我也得跟他汇报。
我这块料问题大哪！
还不知会不会撤职查办！
如不查办，我倒宁愿撤职的！
”　　“你有多大问题哩！
能比得上我正给泰山压顶？
”体委负责人说。
他也是个交游广泛的活跃分子，“你知道不？
很快我就要面临紧急关头了！
是好是赖，都得向总理汇报！
”他看了看手表，“还来得及！
总理、外宾没到！
喂，帮我占着座，我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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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一声就走了。
　　大家议论开了体委负责人不知有什么心事。
同时就互相诉苦、打趣和自我贬抑，这样直闲谈到那位打电话的愁人回来。
这时，校长忽又突然想起似的回过头来，同我搭话。
他已知道我们的刊物正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开展一场大批判、大辩论，他又问了一些具体
情况和问题。
我告诉他，自己正准备腹稿，怕总理叫汇报。
接着，校长又对他同桌的那位卫生部负责人说：　　“你倒好，没事人儿一样！
”　　“我还不是向总理做检讨来的！
”卫生部的头头说。
他是个长征干部，惯于寡言少语的。
　　“嗯？
”体委的同志看看卫生部的头头，“你感冒了！
”　　“已经好啦！
”卫生部的头头赶忙解释。
　　“听你的嗓音，感冒可还没好利落。
”体委头头也赶快说明。
　　“嚯！
你抓了几年运动员的健康，都成卫生专家了！
”又是校长多嘴，“怕都要超过卫生界的首长了！
可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愁楚哪？
”　　体委首长摇摇头说：“唉！
你哪知道，事儿大呢！
”看来这位同志确是心事重重，但又神秘得莫测高深似的不愿吐出点愁肠苦胆；连大学校长多方勾引
，都没能套出他什么原委。
不过他到底总是个闲不住嘴的活跃分子，以至当我们这一桌的几个同志忽然想起，这两天正有一场国
际运动项目邀请赛在北京举行，而我国又有个运动员的某一项目成绩很好，便问起他是不是正为创造
什么新纪录而担心的时候，这位体委的头头终于也忍不住承认了他的心事正是为了创造纪录，但只是
又比创造纪录要严重得多⋯⋯　　原来正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国际体育邀请赛中，我国有一位天津的青
年运动员，正准备要打破一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这位运动员近几年来的技术、体力、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都很好，有的方面甚至是极好，
一年多来已从他个人主动提出要向世界纪录冲击，发展到全队乃至整个体委领导以及有关干部、教练
、运动员和家属、亲友都在为他的创纪录而努力。
并且他也有几次练习的成绩已超过世界纪录，因而他的冲击计划早已受到周总理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重视和关心。
不过这种事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几天有十几个国家的选手参加的比赛开始后，那位运动员在前天、昨天的初赛、复赛中虽然都是第
一，却并没破纪录。
而决赛是在今晚七点以后，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世界纪录到底能不能破呢？
眼前这当然是这位体委头头生活中的紧急关口了！
何况更重要的是，谁能想到昨天晚上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这位体委负责人突然还接到一个电话，从
耳机里传给他几句话道：　　“我是周恩来，喂，那项世界纪录有没有可能打破啊？
对，我国体育运动一向落后，尤其很少破过世界纪录，不过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要有这种雄心壮志！
这次破纪录一定要尽可能争取！
尽全力争取！
是，是！
请你替我问候运动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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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他奋发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为国争光！
但是一定要胜不骄，败不馁！
要有风格！
万一这次破不了就再争取下一次，但是风格一定不能失去！
好好，”电话里总理稍微顿了顿，又说，“什么？
你问明晚的决赛？
贺龙同志当然参加！
我不行，明天有个晚宴！
噢，还安排了你出席！
对！
你就到宴会上来，随时了解决赛情况，准备汇报⋯⋯”　　体委负责人的这番介绍，显然已引起了大
家精神上共同的负担和同情。
我们的周恩来同志竟在半夜时分，如同操劳党和国家无数大事一样，还在关心一位运动员明天的比赛
纪录！
这自然要叫一位体委头头双肩沉重，也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他分忧。
何况问题还不只是这一点。
因为大家一开头就谈到了，正如外国记者所说的“周总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忙人”那样，即使是举行
重要宴会，在主持或作陪客人时，总理也都要考虑到利用一切间隙，布置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的。
而当时宴会上又不仅一个体委头头，事实上不少同志差不多都或是有事要找总理，或准备着总理会找
去问话。
难怪不论任何场合，谁见了总理都会要兴奋至极，激动不已，但又总有点准备受到考问似的心情难静
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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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二篇（周扬主编《中国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中，我最喜欢的是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
》，那可以说是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简直是惊人之作。
　　郭沫若　　　　春种秋收音容宛在，水滴石穿遗篇永存。
　　李辈　　　　他的短篇小说《春种秋收》《我的两家房东》，是进了新文学史的，还被选入中小
学语文教科书；他的长篇小说《水滴石穿》、《洞庭湖神话》等，则被译成多国文字，广获好评。
他确是他那一代解放区作家的佼佼者，与赵树理、马烽、西戎齐名的代表性人物⋯⋯　　古华　　　
　我崇敬他，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在他心窝藏有对年轻文学苗苗的厚爱。
他对年轻人的作品绝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烧⋯⋯我称康濯同志为“康老”，在这种称呼中，凝
聚了我全部的真挚感隋。
　　从维熙　　　　人，迟早总有一死。
每个人的一生中也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能够留给众多的人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也就
难能可贵了。
　　马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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