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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朋友张天星对文学始终怀着深情，无论是在银行工作还是退下来之后，一直笔耕不辍。
先是有散文集《寸心集》出版，现在又有《秋声》付梓，我为他的业余创作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
    收入这部《秋声》的散文有三十多篇，多是记述作者熟悉的人和经历的事的。
这些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
如《母亲是师》、《奥运会上我想起了妈妈》和《心祭》几篇，写的都是关于母亲的记忆，作者回忆
母亲教他“能够吃亏”，给他买黄帆布球鞋，给他照看孩子，字里行间溢满对母亲的爱意和思念之情
。
读这种满含真情的文字，我们会心生感动，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母亲，会眼眶发热。
这批散文作品中，也有一些篇是属于游记，写作者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看游行示威和在108街区参观廉租
公寓，在新加坡过年，在悉尼参观农贸市场，在越南湄公河畔看椰子加工场，对所见所闻写得细腻真
实，让人读了好像也跟他去游览了一遍，让我不能不佩服他的笔力。
这批散文中，还有一些篇章写对自己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如《鸡情漫语》、《大黑和小白》等，上
小学时卖鸡的情景，大黑和小白两条狗的遭遇，都写得有趣而生动，由这些往事中，我们既看到了一
颗乡村少年纯洁的心，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生活冷厉阴郁的一面。
    小说也是《秋声》的一个重要部分。
收进这部书的小说都是短篇小说，作者写这些小说时多用的是第一人称，因写的都是乡间生活里的平
凡人物，语言平实不雕琢，人物的经历接近生活原色，故事的真实感极强，使人有一种读纪实作品的
感觉，《三叔》里的三叔，《姐姐》里的姐姐，《虎爷爷》里的虎爷爷，好像都是实有其人，都是作
者生活中真实的亲人。
近些年，胡编乱造的小说很多，很多小说情节经不起推敲，远离生活，致使一些读者也远离了小说，
小说的读者在不断减少。
张天星的小说能唤起我们对文学人物的认同感，能唤起我们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忆，这种艺术上的追
求很有意义。
    这部书里还有一部诗报告《大爱》，用长诗的形式再现了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过程。
天星只长我一岁，我们这代人从小对诗词都很喜欢，“文革”前学校里老师教唐诗宋词，“文革”中
毛泽东的诗词成为普及读物，“文革”后自由体诗兴起，我们常从报刊上抄诗来读，不觉间养成了读
诗的习惯。
天星在读诗的同时也写起了诗，我真是为他高兴。
诗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最宜于抒发感情，而汶川地震的发生和救援过程，是最揪扯人心、最让人动
感情的事件，用诗来反映和表现这场灾难的救援过程，是恰当的选择。
这首名为《大爱》的长诗，气势宏大，意象丰富，诗句充满韵律和激情，全面展示了灾难发生后从共
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到四面八方的普通百姓，全力投入救援的场面和情景，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热血
沸腾，既有一种感动，又生出一股自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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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近年来发表于国内多家报刊的作品选集，分为“土墙时代”、“凡人千古”、“光昌
流丽”、“春暖花开”四个部分，讲述生命中平凡的感动，整本书内容真实，感情真挚，既有对平凡
人物的赞颂，也有对身边小事的思索；既有对激情岁月的深情眷念，又有对悲苦年华的温情回顾。
部分作品曾被新华社发通稿，并被新华社评价为“感人至深，观者无不动容”，发表后被国内外多家
报刊和网站转载、发表。

　　本书由知名作家周大新、中央电视台主播海霞等作序，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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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天星，河南南阳方城县人，1951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
先为人民教师，后为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管，现已退休。
业余创作散文、小说200余篇，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金融时
报》、《河南日报》、《紫光阁》和《农业发展与金融》等报纸杂志，部分作品被新华社发通稿，转
发于国内外多家报刊和网站。
2000年曾出版散文集《寸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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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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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梦真好 进入老年，突然觉得瞌睡少了，梦也少了。
有时候，晚上11点入睡，早上4点就醒，一觉无梦。
回味年轻时候，夜夜有梦，有噩梦，给我带来情绪的沮丧；但更多的是美梦，给我带来色彩斑斓的希
望的明天。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特别迷恋小人书，喜欢看《西游记》、《水浒传》、《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册
。
看别的同学有特别眼馋，想买一套完整的又没钱。
天天想，天天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天晚上，我梦见我和同桌一块儿捡酒瓶子卖了一块多钱，
买了两套完整的小人书。
我们换着读，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醒来后，方知是南柯一梦。
但梦却给了我找钱的启示。
我和同桌立即行动，终于梦想成真。
 上中学时，特别想要一杆英雄牌自来水笔，想得做梦，梦里用英雄笔写出一篇华丽的文章，受到语文
老师的夸奖。
有梦，就会想办法实现它。
暑假时，我和几个同学到城郊窑场搬砖，100块砖从窑里搬出来码好给2毛钱。
搬、搬、搬，100、200、300、400⋯⋯终于我赚到了3块多钱，我买了个3块8毛钱的英雄笔。
 就这样，在青少年时期我不断地做着梦，不断地实现着梦。
当然也有实现不了的梦。
能够实现的梦想我都扎扎实实地付诸行动，是劳动、是智慧、是毅力将梦变成了现实。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个美好梦想的实现，标志着社会的发展与前进。
人们在行动特别困难的时候，大都做过飞起来的梦，但大都认为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万户就认为可能。
他将一把椅子的四脚绑上火药，他梳洗打扮后，端坐在椅子上，点燃火药，果然椅子飞上了天。
 叶公与愚公 古时，河南有“两公”。
豫南叶县有位“叶公”，豫北济源有位“愚公”。
这“两公”都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出现过，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叶县的叶公特别喜欢龙，不仅在纸上画龙，而且在房顶上画。
屋梁上、墙壁上、床上、桌上、椅子上都雕刻了龙，而且刻得栩栩如生。
叶公好龙传遍四乡八堡，并且传到了“龙宫”。
一天，龙来了，它要来看看“好龙”的叶公。
龙在窗口还未进屋，就被叶公发现了，叶公抬头一看，吓得惊慌失措，面如土色，立即破门远远逃走
了。
 “愚公”的故事就不再赘述，大家都知道他那“世世代代挖山不止”而由此感动上帝的“愚公精神”
。
 寓言故事都是借神话而言人间事的。
在人世，确有“叶公”和“愚公”式的人物世代相传，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会断子绝孙的。
 就拿叶公来说吧，现在仍有不少后代子孙。
在改革的大潮中，他们口头上喊改革喊得震天响，似乎是改革的促进派，可一旦改革到来，并且触及
到自身的利益，就没有改革的热情了，“叶公”见龙而逃走，他比“叶公”更甚之，竟运用手中的权
力，千方百计阻止改革。
 而“愚公”呢，也有不少后代子孙，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地研究改革，推行改革，改不动就停一
停，条件成熟接着改。
不管“智叟”怎么讽刺打击，也不管“叶公”怎么阻拦，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不断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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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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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继散文集《寸心集》以后，我的第二本作品集《秋声》问世。
文集分为四个部分：土墙时代、凡人千古、光昌流丽、春暖花开。
其实，如果认真追溯，这些文章里的人和事算是七分属实、三分虚构。
我说，文为心声，用什么题材表达，其实未必重要。
    亲情散文是我的真情流露。
其中《奥运会上我想起了妈妈》、《生日》、《大黑和小白》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受到读者的一
致好评。
《奥运会上我想起了妈妈》还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并被人民网、中国军网、新浪网、百度网、AOL美
国中文网、瑞士中文网、  《金融时报》、《山东商报》、《深圳晶报》、《攀枝花日报》、《温州
日报》、《安庆晚报》等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相继刊载，好评如潮。
在这里，我对所有媒体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由于读者的肯定，才使我坚定了“文为心声”的信念和
继续写下去的决心。
    文章都是对时代的记录，好的文章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深深印着时代的烙印。
我的几篇小说塑造了几个平凡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豪杰，都是极为平凡的人物，他们处于他们那个
时代，命运悲喜交加，但都纯朴善良。
我喜欢他们，特别愿意写他们，写每一个人物：三叔、五叔、七叔、小叔、姐姐、李老师、虎爷爷⋯
⋯我常常被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知道，我的文章还很粗糙、稚嫩，对人物的刻画不细，对事理分析不深，以小见大的功力
不够⋯⋯但是我仍然坚信，只有不断地写，才能从稚嫩走向成熟，将缺憾不断完美。
我自认为，与《寸心集》相比，《秋声》有了不小的进步。
    退休以后，《金融时报》发表了我的散文《心祭》，山东一位基层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他是哭着读
完我的这篇文章的。
他说，他母亲和我母亲有很多相似之处。
宁夏一位基层同志发来短信说：“你退休了，笔不能退，多写点儿文章，我们都爱读。
”我知道，这是基层笔友、文友在为我加油打气。
我回短信说：“我会写下去，直到我不能写了。
”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
我的文章就是向广大读者做的思想汇报，让写作伴着我的老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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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秋声》编辑推荐：第一、内容真实，讲述身边的人物和小事，感人至深；第二、有较强的怀旧情结
和乡土情怀，是当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朴素呈现；第三、以情动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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