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蓝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蓝梦>>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9279

10位ISBN编号：7532139271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于建明

页数：238

字数：1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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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梦>>

前言

　　32岁那年我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担任党组秘书兼主席团秘书。
在此之前，我下过乡，当过兵，1983年转业到上海航天局宣传处工作。
尽管工作不断变化，但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
巨鹿路675号作协大院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而充满魅力的地方。
每当我路过大院门口，心中充满敬畏和幻想，却从不敢往里深探一步。
但我相信：梦想成真。
如今，我走进了作协大门，能在里面工作，一干竟19年。
这是一方福地，浸润在此，得益匪浅。
　　记得那是1985年的盛夏，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作协，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茹志鹃老师。
她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的第一位著名作家。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风度，像高高的白杨树，威严挺拔，但在她的眼里却又透出了关爱慈祥。
我在上小学时就读过她的小说《百合花》，70年代后期还读过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对她很崇拜
。
真没想到能在她的手下工作，心情自然很激动也很紧张。
当时她和我谈了一些话，鼓励我好好工作，努力创作，其余我已淡忘了，而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
铭刻在心，暖暖的，至今难忘。
　　后来，因为秘书工作的关系，我还结识了很多仰慕已久的老作家。
当时的第四届作协主席团由1位主席，19位副主席组成，都是学养丰厚，造诣很深的优秀作家。
主席于伶，年近八旬却很精神，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他喜欢戴着墨镜，在屋里也不摘。
来作协开会，总是手拄一根拐杖，拎一个帆布包，从容潇洒。
记得1987年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因年事已高，眼睛又患有白内障，行动不便，作协领
导派我陪同前往，好一路照顾。
但他不太愿意给人添麻烦，一路上总是不让我搀扶照顾，还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
在北京，我们住在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招待所一间客房里。
当时的住房条件较差，他也没有不快。
晚上睡觉，他要开盏灯，问我行不行？
还反复解释：“我眼睛不好，夜里要上厕所不方便，打扰你了。
”那晚，我们躺在床上聊了很多话，大多是我问他说。
他还讲述了30年代起在上海文艺界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趣闻，直至深夜。
　　第四届主席团是在1984年7月选举产生的，离上届换届大会整整22年。
因“文革”等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正常换届时间延误18年，也造成了在历届主席团中，属这届人数
最多，规模最庞大的状况。
当时主席团的平均年龄高达68岁，但20位主席团成员都是上海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不可或缺。
其中，小说家6位：王西彦、师陀、吴强、茹志鹃、哈华、菡子；诗人3位：王辛笛、肖岱、罗洛；剧
作家4位：干伶、艾明之、杜宣、柯灵；散文家1位：孙峻青；文艺理论家3位：王元化、徐中玉、蒋孔
阳；儿童文学家1位：陈伯吹；外国文学翻译家2位：包文棣、草婴。
此外，还有5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团顾问：许杰、朱东润、伍蠡甫、钟望阳、赵家璧。
其中，除钟望阳因我来作协时他已去世，未曾相识外，我都见过面，听过他们的教诲。
　　那时主席团会议每年要开3、4次，都是我提前几天打电话通知，临近开会时，再打电话提醒一次
。
记忆中，每次主席团会议出席人数都不会到齐。
不能到会的人都会事先主动请假，还详细地说明不来的原因，态度严肃诚恳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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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开会，陈伯老大多总是来得最早，端坐在作协东厅的沙发中。
他慈眉善目，身材矮小，可能是主席团中个子最小的，年龄却是最大，已有八十高龄。
他每次发言，话题总是要转到繁荣儿童文学上来，细声慢语，滔滔不绝，难以打住。
于伶先生主持会议，话语简短，尽量请大家多说。
茹老师介绍作协工作情况，提出需要主席团研究解决的问题，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添油加醋。
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长天列席会议，代表书记处汇报工作，就显得详尽细致谨慎多了
。
罗洛老师在主席团中年龄最小，是唯一未达花甲之年的副主席，可称小弟弟。
他话语不多，和风细雨，为人谦和，烟抽得很凶。
他50年代遭遇不测，被下放到大西北二十多年，像被烤干的胡杨树，却不屈不挠，枝繁叶茂。
他善于倾听他人发言，在综合他人意见的基础上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全面而不乏深刻。
他待人大度和善，不强加与人。
徐中玉先生身板挺直，穿着得体，精神矍铄。
他说话嗓门较大，快人快语，毫不含糊，却充满善意。
后来，他担任过第五届作协主席，为人处世仍一如既往，为人师表。
王西彦先生也是我接触较多的长者。
他个子较高，大概在主席团中属最高。
他19岁离家赴京求学，在外辗转五十多年却乡音未改，浓重的义乌口音，让人听着很累。
他说话直率，观点鲜明，加上那含糊生硬的义乌发音，显得很冲。
反之，王元化先生的一口京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悦耳动听。
他说话慢条斯理，思路开阔，条理清晰，往往一语中的。
还有柯灵老的儒雅风度和满头银发、杜宣先生的深沉和挂在嘴角冒着缕缕青烟的烟斗、师陀先生的满
脸沧桑和质朴率真、包文棣先生的斯文和厚厚的布满圈圈的眼镜、辛笛老的才思敏捷和亲切友善、吴
强老师的高傲倔强和对下的亲切随意、还有我的老乡峻青老的胶东口音及和蔼笑容，等等。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第四届主席团成员中，也已有16位仙逝。
健在的4位：艾明之、峻青、草婴都已年过八旬，徐中玉先生也已过了九十大寿。
不论是生者还是逝者，以往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样清晰、深沉，浓得不能化
去。
我愿仙逝者永垂不朽！
祝健在者安康福寿！
　　我想：人过五十，才会有本真意味上的记忆。
因为有了人生旅途足够的铺展，有了生命体验更多的积淀，记忆经历史和岁月长河的冲刷消磨，返璞
归真，方显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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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过了50岁，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生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感悟，人生的梦也真该醒了。
50岁前，人生的苦旅最艰辛最困惑也最精彩。
从婴儿出生起，慢慢走过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而步入中年，梦想纷至沓来，绵绵不断。
这是做梦的年纪。
当然不同的年龄段，梦也不尽相同。
过了五十，人生便有了日过午的感觉，下一站该是奔老年了。
醒了回头看去，终然长叹人生苦短，转瞬即逝，恰如大梦方醒。
但是，人是要做梦的，睡梦醒梦，甜梦苦梦，美梦噩梦，这才是精彩而不可或缺的人生。
50岁后多回忆，该不做梦才是。

《蓝梦》记下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所求所悟，也算是昨日种种之梦，当然不是全部。
现在不太做梦了。
心静了，睡眠也好，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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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在西子湖畔的林阴大道上穿行，我舒适地依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悠然的目
光滑向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那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物。
金黄色的太阳已高高升起，虽然车内空调器散发出习习凉风，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夏日酷暑的炽热在空
气中的颤动。
车内音响中低低回荡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
这熟悉的旋律在充满摇滚节奏伴奏下，弥漫在我的周身，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此刻，我的感觉像似在听一支既古老又现代，既亲切又陌生的歌，内心升腾起一种古怪的难以名状的
情绪：是一股细细的怀旧温情？
这首歌当年是这样唱的吗？
为什么此刻唤不起当年那种热血沸腾的激情？
　　喧闹的杭州城渐渐被抛向身后，车继续朝着此行的终点七里垅方向驶去。
我和几位朋友是应邀去那儿参观浏览。
二十七年前我曾走过此地。
往日的情景似遥远的梦，故地重游，好像在寻梦。
那时我才十三岁，青春的梦幻在红色的海洋中萌动。
我和几位同学打起背包，举着“红卫兵长征队”的旗帜，头顶凛冽的寒风步行穿过杭州，折向富阳、
桐庐、七里垅，迎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进发。
如今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必然。
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有那种近似癫狂的壮举，那是一种精神的朝圣。
　　车在夏日的阳光中飞驰，窗外的景色闪动着炫目的白光。
我戴上墨镜，四周明亮的色彩变得柔和清晰起来。
我在细细寻觅往日残留下的痕迹。
然而岁月流逝，早已将记忆蒙上一层模糊的阴影，一切似乎显得朦胧而陌生。
　　蓦然，一条蓝色的长带展现在我的眼前。
钱塘江，那蓝色的江水不还是我记忆中的颜色？
蓝蓝的江水轻轻卷着波澜，向那遥远的碧空流去。
午后白炽的阳光跳跃在水面上，晃若繁星在蓝天上闪烁。
钱塘江的水是蓝的，蓝得那么明澈又那么深邃。
它将我的心冲洗得无比纯净。
模糊的记忆竟又变得清晰起来。
　　那时我还年幼，人生的步履才刚刚迈出，但我却过早地以为成熟。
红色的风暴散发出迷人的诱惑，我渴望钻出父母的羽翼，冲向那红色的天空，自由地翱翔。
其实，稚嫩的我又怎能理解和弄懂那场红色风暴的真正意义？
只能是被社会的时尚所蛊惑。
那时的父母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却经受着与我截然相反的遭遇。
他们整日挨斗受批，不断地写着交代检查，自顾不暇，饱经风霜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衰老的痕迹，痛
苦阴郁的神情令人心酸又心烦。
我怎么能感受和理解他们内心的重负有多大多沉？
当我把要去步行串联的打算告诉他们时，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只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
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忧郁我似乎感受到了，但我却依旧无动于衷⋯⋯　　寻梦本是令人伤感的。
钱塘江离我远去，但那湛蓝的色彩依然充盈在我的心中。
车飞速地前进。
昔日道路两旁那色彩暗淡的泥墙小屋已不复存在，一座座、一排排崭新耀目的楼群不断地在我的视线
中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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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已告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快速地在我们面前展现。
我无意评判历史。
历史犹如一条河，不管它有多少曲折弯转，多少支流河汊，它总以自身的存在及必然的方式证明其存
在的价值。
我不愿贬低已经逝去的时代，因它毕竟留存着我那青春梦幻的痕迹；我更不愿为它赞美，因为如今的
这个时代毕竟比那逝去的时代更充满勃勃的生机。
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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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了做梦的季节，还要用梦为题，似乎有些过了。
但思来想去还是用《蓝梦》为书名。
因为我喜欢蓝，蓝天碧海，辽阔悠远，带点忧郁苍茫；而梦是已逝去的日子，不能重现，却难忘怀。
况且《蓝梦》又是我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那是不惑之年留下的一丝痕迹，也算有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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