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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在多种场合倡导过，科学与文学要互相融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也曾专门撰文《论科学与艺术》，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
它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
“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
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吗？
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们都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    这也使我想到了英国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先生，他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知识分子
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无
疑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为此，他疾声呼吁两者的“合作”。
他认为，我们无法退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理性
去探究那些非理性的东西”。
    本书的作者桂厚瑛先生，原本的专业是化学工程，后来渐渐成为知名的化工专家、制药专家，早些
年曾撰写过《聚丙烯生产》、《聚丙烯生产100问》等数种如同奥本海姆所谓的“和我们日常经验的距
离如此遥远”的专业著作。
20世纪90年代里，他曾担任过一家有着数亿资产、数千名员工的大型国有医药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一位改革家、企业家。
在他的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国内的《新华每日电讯》等主流媒体，都曾经以整版
的篇幅报道过他的生平事迹。
从这些文章里，我们既看到了一位化工专家、制药专家所走过的充满“济世精神”的专业之路，也领
略了一位企业家那“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商战经历，以及他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的风采。
    也是从《大公报》等媒体的文章里，我还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位化工和制药专家，竟然还是一
位忠实的文学热爱者，一位积极的文学结缘者。
他在自己的专业和管理工作之余，还勤奋创作了2 0（]万字之多的文学作品。
这使我想到，这个人，也许本来是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却因为各种因缘际会，最终难以两全其美。
这种情形就像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
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好在人过中年之后，桂先生的人生画卷也渐由绚烂而归于平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个文学之梦
，再次变得清晰和亲近。
于是，他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挚爱，去拥抱自己大半生所挚爱着的文学。
    这种情形，又多么像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复旦》卷首语里所表达的那样
：“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暗淡的光阴里，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
，把我带进美好的世界中⋯⋯可爱的艺术，我衷心感谢你！
可爱的艺术，我感谢你！
”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化工专业出身的桂先生重新回归文学，也堪称是一种“运用理性去探究那
些非理性的东西”的选择了。
在我看来，他的选择也正好应和了我在前面说到的那位C.P，斯诺的期待：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
分子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应该互相融合，产生新的结晶。
    这部散文集，就是一位科技知识分子生命之树上的金枝和佳果，是他的人文思想和情感的“结晶”
。
    这部散文集，选编了作者的四辑作品。
    辑一为有关历史遗迹、历史和文化名人生平、故居、纪念馆、墓地的拜谒、探访与追寻。
这是作者的“文史苦旅”，也是一种思想追忆和文化反思。
他钟情于壮丽的江山风景，却又总有点落落寡合；他也穿梭于风雨茫茫的历史遗迹，却又总显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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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忧世。
他这类散文，写的都是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如李白、张居正、熊廷弼、“戊戌六君子”、胡风、
史铁生、海子⋯⋯他用一篇篇散文，对这些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历程、人格建构等，做了自己
力所能及的察考、描述、追寻、体悟和反思。
    散文家梭罗有一句名言：“历史即我垂钓之溪。
”其实，每个愿意去思想的人，都会在历史的溪流中“垂钓”。
然而大多数人都不是什么优秀的钓手，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说过的，我们通常所能钓起的
，往往只是我们“已经知道或强烈怀疑的东西”，而对于真正的“历史的经验”及其多面性，却往往
无法钓起，即使钓起，也总是视而不见。
结果，毫无疑问，许多晶亮的“思想的小鱼”从我们的眼前游走了。
这种损失，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局限所造成，同时又何尝不是历史学者们的失职——历史
学家们对许多人与事的细节往往不愿意赐加“历史”之称，致使许多“历史的经验”没有得到更广泛
意义上的提纯。
    桂先生的这类文史散文，从鲜活的细节和故事入手，带有亲历亲为的“田野考察”意味，有的文章
所触及的细节，也许还是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们的足迹与目光罕至之处。
这正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通常所容易忽略的东西，包括文化史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而使我
们坐在历史的长河两岸“垂钓”的人，有可能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例如他对胡风故居蕲州下石潭村的探访和考察，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代文化
名人身后的荒凉与寂寞，而且斯人斯事、此情此景所引起的作者的一番感慨，也可谓掷地有声、振聋
发聩：“当年‘胡风集团案’的前因后果，对中国所有当时文人的影响，从心灵到肉体，可谓透彻骨
髓；关联者表现出来的种种人格的崇高与鄙薄，坚守与变节，挟私报复与为虎作伥，对民主与法制的
践踏，无疑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无限丰富的话语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风先生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民主进程中，将越来越成为不可绕过的坐标性人物
。
”桂先生的文史散文，不仅洞察澄澈，充满真知灼见，而且情感丰盈，爱憎分明，展现给我们的，是
一幅幅凝聚着人类的欢乐与苦难、智慧与蒙昧、光明与黑暗、救赎与自救的命运的史篇。
    辑二为作者的山水纪游之作。
千山烟雨，万壑松风；日月晨昏，沧海桑田。
祖国的山山水水，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学原则，在茫茫苍苍的大地画卷上，描绘出一幅幅云蒸霞蔚和
变幻莫测的山河岁月图景。
此等辽阔深远和气象万千的境界，也许只有李太自那“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的丰沛才力方可匹配。
喜欢漫游和旅行的桂先生，屐痕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长长短短的画山绣水的文字。
与他的文史散文相比，他的纪游散文寄豪情于山崖水湄，发幽思于雨丝风片，呈现着独特的“美文”
风姿，清新、明净，有如雨后青山，影影绰绰，层层叠叠，给人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美感。
    然而，作者终究并非看破红尘而逃避现实的山林隐者。
仔细品味他的这类游记散文，我们仍可隐约感受到他内心里的一种深深的现实忧戚和心灵自濯与自省
意识。
沿循着他的游踪一路看去，此君情志固在剪风裁雨、画山绣水，更在寻绎和发现江山风雨的版图上，
那些穿越了汗漫的时空、经历了无尽的沧海桑田而生生不息的“山水精神”和“生命真谛”。
例如，在此类文章中那篇关于九寨沟之旅的长文里，他不仅原原本本地记下了自己生命中最难忘的一
段山水里程，而且以一种揽清流以自照、沐风雨而自濯的慎思姿态，完成了一段澄澈、自由、明净的
“灵修长旅”。
    我注意到，他这次旅程竟也携带着我十分喜爱的一位散文家梭罗的散文名著《瓦尔登湖》。
桂先生在文章里写道：“⋯⋯这是一本在大自然的帮助下，到自我内心宇宙去探险的游记⋯⋯它能指
导我如何最直接地走进大自然的内心，走进大自然最隐秘的宝藏的洞口。
进了这个神秘的洞口，就可以了解生命之源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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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曾说，“理解力所栽培的东西，季节会让它成熟、结果”。
他追求最简单的生活，以贫穷为富有，他说，“东西不会变，我们在变。
即使我整天像蜘蛛一样待在顶楼的角落，只要我有思想，世界仍然天高地阔，一如既往”。
梭罗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去探索大自然的真义，去探寻那个“自然的我”。
他还说过：“自然母亲！
我觉得这个词最确切地表达了大自然的这个特性。
”在桂先生的文章里，我也看到了他所完全接受的梭罗的思想。
他用这篇长长的山水灵修游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足以把作者自己从痛苦和黑暗中拯救出来、也把我
们每一个人从痛苦和黑暗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澄澈、开阔和光明。
它们来自伟大的自然母亲，也来自我们自身的生命和灵魂。
    辑三里的散文，写的是作者对自己的故土、家园、亲人、童年、乡亲、老师的追忆、怀念、伤逝和
感恩之情。
这一辑散文也是作者献给故土家园的风雨心灵史，是献给故乡大地的永恒的恋曲与挽歌。
    他从一种“土地伦理”和“大地道德”出发，对正在失去的和渐渐变得陌生的乡土、乡情，表达了
心中的痛惜、眷恋、追怀，其中也传达了自己对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乡村伦理传统在商品经济时代
所受到的戕害和破坏的深沉的忧思。
    所有的作家都是怀乡的。
几乎没有哪位作家或诗人不对自己的乡土怀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依恋感和归属感。
对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的桂厚瑛而言，他是故乡大地上的那个永远吹着短笛的牧童，是挂在城市
的树梢上的一只怀乡的风筝，也是依恋着故乡大地的一片青草、草地上的一簇风信子和车前子。
    仔细阅读这辑散文，我们会发现，当他写起自己少年记忆中的尚未被现代工业蚕食和污染的淳朴的
农业生态，写起乡土上的四季琐事和乡俗景物，写起人情怡怡的邻里关系，以及散发着苦艾草、稻花
、野菊花的芬芳的乡土气息时，他的文笔变得那么柔和、深情，甚至带着几丝伤逝和沉痛的乡愁。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一禾一蔸，都在他的心底里记忆得和保留得清清楚楚。
“躺在故乡的老家沉入梦乡⋯⋯”他深情地写道，“⋯⋯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能感知，这里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地方，一草一木，每寸土地都对你充满感情，是你真心实意的朋友，守护着你心灵家园的安
宁”。
然而就是这么好的故园，现在却正在“沦陷”，正在消失。
他只能用自己最深沉的感情和最优美的文字，把故乡的秋色，把童年的池塘，把和父亲一起走过的田
埂、山路，把和母亲连在一起的黄昏的炊烟⋯⋯一一地写在自己的散文里，作为自己“不能忘却的纪
念”。
    在他那些质朴的乡土纪事、少年生活纪事里，他仍然是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一点一点地打捞
起一些旧年往事的沉屑，重新发现和破译着一方乡土上的沧桑史和生存之谜。
我感到，他是那么诚恳和真切地去洞悉、理解和书写了父老乡亲们的生命的艰辛和坚强、内在的精神
和心愿，也呈现了他所体会到的中国乡村的欢乐、痛苦与忧愁。
他驻足和徘徊在那些历经数代而旧颜未改，而在急功近利的今日却就要被推掉和铲平的老屋、断垣、
残瓦之间，依依回想着一些事件、一些人物的来龙去脉，思忖着一些风俗、传统和人物命运的转移秘
密。
虽然是质朴的文字，抒写的也是个人对童年和乡村的记忆与体验，却道出了一种共同的、足以唤醒所
有人的记忆的、具有普世和永恒意味的人类情感。
    最后一辑文字，有点繁复和芜杂。
其中有作者所体悟的人生哲理；有作者作为一个从曲折的人生道途上走来的“过来人”，而对年轻一
代寄予的忠告和祝福；也有个人心路历程上的一段段隐秘的追忆和反思。
这一辑散文，也正是通过反思自己的成功与失败、获得与付出、欢乐与悲伤的人生经历，从而用文字
去点燃思想，照亮人生，进而去追寻人生于天地之间的终极意义，去拷问一个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
创造和贡献价值。
    承蒙桂厚瑛先生的信任，我在这本散文集正式付梓之前，先睹为快，拜读了他的四辑文字，并略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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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读后感受如上。
是的，温暖的文学，多情的文学，足以润泽任何干渴和焦灼的心灵，也足以把人生逆旅中的一切苦闷
、忧愁、烦恼、矫饰和污浊涤荡干净，还给你一个简单、澄澈、宁静、美丽和丰盈的世界。
最终，也许只有文学，可以总结和照亮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正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所宣示的：“我啜
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们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
”    是为序。
    2012年仲夏之夜，于东湖梨园    （作者系著名作家、书评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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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生真相得失等于零》的作者桂厚瑛先生，原本的专业是化学工程，后来渐渐成为知名的化工专家
、制药专家，早些年曾撰写过《聚丙烯生产》、《聚丙烯生产100问》等数种如同奥本海姆所谓的“和
我们日常经验的距离如此遥远”的专业著作。
20世纪90年代里，他曾担任过一家有着数亿资产、数千名员工的大型国有医药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一位改革家、企业家。
在他的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香港《大公报》、国内的《新华每日电讯》等主流媒体，都曾经以整版
的篇幅报道过他的生平事迹。

从这些文章里，我们既看到了一位化工专家、制药专家所走过的充满“济世精神”的专业之路，也领
略了一位企业家那“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商战经历，以及他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的风采。
一起来翻阅《人生真相得失等于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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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桂厚瑛，1963年4月15自出生于湖北江夏，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执业药师。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即投身化工医药行业，勤勤恳恳奋斗20载，完成多项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领企业同仁将中国的抗炎镇痛药——布洛
芬规模扩犬至全国第一，世界第三；曾任中国医药“新四大家”之一湖北制药厂CEO，湖北中天集团
总裁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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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史铁生
指书大师——记荆门刘岳老人
享用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的人——《德川家康》读后感
青春悠长的挽歌——《追忆似水年华》读后感
江山风雨
初春时节游狼山
杭州“世外桃源”听雨
雨中游华山（一）
雨中游华山（二）
夜宿浠水三角山
游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换个角度赏西湖美景
试看今日之“沧浪之水”
登洪山宝塔时的回忆
古佛塔旁的凉席
冰河徒步——世界上最危险的上学之路
雨中游缙云仙都
文天祥的故乡——游富田镇
欧阳修的故乡——游沙溪镇的西阳官
故园芳菲
故乡的沦陷
故乡秋色
拆迁的悲喜剧
老家是这样消失的
忙年
起篓子的故事
赤日炎炎的“双抢”——谨以此文感激敬爱的辛劳一辈子的母亲
父亲带我看病
父亲的老师
父亲买鱼鹰——1960年纪事
萝卜的冬天——1961年纪事
金黄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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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纪念父母的金婚
记忆中的外公
祭外婆文
平凡人的墓地
七夕随想
甜瓜的回忆
夏日的黄昏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池塘里的天空
关于一本书的记忆
踏雪访师记
陪30年前中学老师故地重游
30年前给老师拜年
冷暖人生
秋月如霜秋风凉
我一直在寻找的天籁之音
下雨天我请你喝杯苦咖啡
人生真相得失等于零
弹弓王邓飞虎
为求职或者准备跳槽的人讲故事
我们都住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
小议职场做人做事“六力”
学会活在当下
修养与脾气
学会快乐别无他求
七月的校园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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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湖北蕲州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涌现出来的俊杰之士在历史长河中，如星光灿烂，其中，最
著名的远有《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近有鲁迅衣钵传人，新中国文坛最大冤案——“胡风反党集
团”的主角胡风。
前天，在与蕲农化工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之余，由该公司老总叶峥蝾先生带领下，有幸到胡风先生的故
乡——蕲州下石潭村看了看。
追今抚昔，感慨良多。
 说到胡风，在中国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如雷贯耳，大多为其命运跌宕而悲悯嗟叹；尤其他的一封“30
万言书”，几乎和彭德怀的“庐山意见书”一样闻名海内外。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时期因言获罪的千万人中，胡、彭二人，一文一武，一前一后，是当代“文字
狱”大悲剧中最具有标志性色彩的人物。
胡风从1955年起，到1985年逝世，沉溺在人间苦难中，非一般笔墨难以尽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
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可惜的是，胡风有索氏之才华，却没有机会写出如索氏一样有分量的鸿篇巨制，而是带着满腹冤屈和
遗恨离开人间。
谁会想到，在新中国诞辰之初的1949年，他曾以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才华，写出4600行交响乐式的长
诗《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毛泽东，欢呼新时代的到来？
 春雨初晴，云白天青，我们沿乡间水泥道，驾车由蕲州镇往东经黄土岭村，过菩提村，来到目的地—
—下石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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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真相得失等于零》中“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
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吗？
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们都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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