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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协委员李一泓切实地体察民情，认真地反映民愿，却不断遭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莫名干扰，包括来
自家人与亲友的种种羁绊；但尽管险阻重重，步履维艰，他仍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因为他坚信“政
协”是“时代要求”，“委员”体现了“责任”；他自觉自愿地去承担“对于中国的责任”。
这个“对于中国的责任”，道出了这个普通干部的不普通的心声，也使这个看似平凡的人物变得很不
平凡起来。
　  本书凝聚了梁晓声最近数年的思考和心血，以平常心态，不动声色地将一名基层政协委员的良知
、角色道义和心系老百姓的灵魂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分寸得当地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和图景。
对欲望横流的当下又给出了正义的一击，呈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最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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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

　　连续两届被直选为海滨区人大代表，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自1984年起，名字被收录进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韩、日等文字；作品（节选）曾被收入大陆和香港小学语文课本、多所
大学对外汉语言教材以及美国某大学人文文学教材，日本国家汉语言义务教学教材。
曾三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六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九次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梁晓声因其创作实绩被学者和传媒誉为“中国的巴尔扎克”，文学界曾将1984年称为“梁晓声年
”。

　　梁晓声以政协委员身份为国计民生奔走呼告，多年心血，万般感触，诸多付出，始成此书。
本书堪称梁晓声呕心沥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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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安庆市是西部某省的城市。
李一泓是安庆市的名人。
“城市”二字，在中国是一种概念，在别国是另一种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多的围家，故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在我国只能算是中等。
即使在中等城市中，也只能属于偏小的。
而在别国，尤其在西欧各国，除了它们的首都，人口百万左右的城市，毫无疑问该算是大城市了。
百余年前，全世界总人口才十六亿多。
那时北京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超百万。
而现在，连深圳这一座二十几年前才开始形成的城市，仅常住人口就四五百万了，加上流动人口，过
七百万。
三十年前毁于一旦的唐山，市区人口又有四五百万了。
人口多了，城市占地面积今非昔比。
至于西方国家那类二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在中国连一座大城市的区都够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县
级市，小县城而已。
想想吧，以北京为例，仅海淀一区，人口已有一百几十万，而朝阳区比海淀区还要大。
海淀区的一个街道，比如学院路街道，竟将近二十万人口。
二十年前安庆是一座小小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占地面积也很小，但很紧凑。
它是一座古城，虽古，却又默默无闻。
古城得由古代名人衬托着，方能显出古的历史价值。
安庆历史上并没出过什么古代名人，它的古从不曾被任何人任何方面重视过。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二十几年间，安庆的人口已经有八十余万了。
它周边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开发商买断，建起了一处处市民小区。
而一处处农村随之消失，一批批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口，那是中国农民们几辈子以来的梦想。
于是它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市政府鼓励农民们变成城市人口，只要在城市周边买得起一处商品房，就会获得城市户口。
许多农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家中凡是能出外打工挣钱的人都出去了，房价竟也像大城市一样在持续
上涨，只不过不像大城市的房价涨得那么离谱那么疯狂。
已经变成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自然很是庆幸。
举动晚了一步，梦想尚未实现的农民，对房价的上涨难免心急火燎，枉自叹息，更加只争朝夕地挣钱
，或迫不及待地借钱。
安庆市周边一环一环的新城区，将老城区围在中央，扩展的情形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出一
辙。
然而老城区的面貌，尚没被拆到体无完肤的地步。
政府鼓励农民落户城市的政策一如既往，官员们巴望安庆市的人口突破百万，百万人口的市领导，在
省里更容易受到重视，自己也觉得有面子。
可以这么说，如今安庆市的人口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十几年前的农民，对新的身份特别珍惜，
都尽量显出既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是文明的城市人的觉悟。
他们都明白，如果不愿被视为城市里的二等居民甚或差等居民，最好自觉地那样。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居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新居民们面前，也都尽量地友善着，谦虚着，那
体现为一种明智。
他们心里也都明白，如果并不，那么烦恼的将是自己。
何况，这一座城市的人口多了，规模大了，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起码，从此消除了区区小县城居民的心理阴影。
古今中外，县城人大抵都有两种心理——其一是居小图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其二是在大城市人
面前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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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不怎么自卑了，即使出现在省城，自报家门说是“安庆人”时，那语调，那表情，多少有点
神气活现了。
而省城里的人们，也每每开始对“安庆人”刮目相看了。
尽管摆放在全国一比，安庆的发展速度并不惊人，但在西部省份，却近乎神速了。
总而言之，安庆是一座人心相当稳定的城市。
虽然还远谈不上和谐，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因素。
目前如此。
安庆市稳定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文化馆。
如今，文化馆的文化作用，在许多城市里已若有若无，连文化馆本身，也十之八九名存实亡了。
但安庆市文化馆对安庆市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却依然责无旁贷而又无可取代。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市民，对于农村文化娱乐的种种形式仍存眷恋，情有独钟。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市民在文化娱乐心理上亦多半怀旧，文化馆乃是保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化故乡
”、温馨的“娱乐场景”。
一言以蔽之，对于安庆市，文化馆的文化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甚至等同于文化部。
老百姓对文化馆厚爱有加，对文化馆的活动热忱参与，深情支持，使供职于文化馆的人们个个都挺有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只要能使老百姓高兴、快乐，他们任劳任怨。
他们自称是群众文化生活的调味者，乐此不疲。
在新兴之城市，反而有这么一种过去时的文化现象保留着，令人安慰。
李一泓这一位安庆市的名人，是文化馆的副馆长。
除了正馆长齐家轩，他是馆里唯一的另一位“领导”，副科级。
只要带“长”并且管人，便是“领导”。
哪怕只管一个人，也是那一个人的“领导”。
安庆人对“领导”二字的定位很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一种定位就深入人心了。
李一泓和齐家轩管着十几个人呢，自然都是没有争议的“领导”。
李一泓除了是文化馆副馆长，还是市“古体诗词爱好者联谊会”、“舞狮爱好者协会”、“收藏爱好
者协会”、“书画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总而言之，民间头衔不少。
而使他名人地位最为巩同的民间头衔是——“安庆市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终身会长。
李一泓不仅是安庆市的名人，还是安庆市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
罩在他身上的传奇色彩一多半是从他父亲身上转移过来的，一少半才是他自己生发了的。
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农家子弟，而他的父亲李志达却曾是老安庆县城里威名远扬的太极
拳师。
当年，安庆县城里最富有的商绅严世鹏极为敬重李志达的武德和人品，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李志达。
但商绅的女儿却没成为李一泓的母亲，她在和他父亲成婚前死于匪患。
李志达出于怜悯痛不欲生的严世鹏，也为了报答人家对他的垂爱，遂认人家为义父并郑重发誓十年不
娶。
李志达从此为严世鹏担负起了保家护店之责，同时继续教人习武，收点儿学费，自己养活自己，一点
儿也不沾义父的光。
本愿做他老丈人却不料做了他义父的严世鹏，越发感到他品行难得，干脆投一笔资，买一处宅院，使
他教人习武有了固定的场所。
李志达的徒弟成倍地多起来，挂牌势在必行了。
而他坚决不以自己的名字挂牌，非以严世鹏的名字挂牌不可。
严世鹏又哪里拗得过他呢？
最终只得违愿而依。
于是择个吉日，邀请小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齐来捧场相庆，设宴、舞狮、放鞭炮、唱戏，热闹之中
悬挂起一块体体面面黑漆红字的大牌匾是“世鹏武馆”。
这么一段从头到尾的过程，从前的县志里详细记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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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弟多了，收入自然也丰了。
李志达从中扣除少许的生活费用，其余尽数交到严世鹏的老账房那儿。
严世鹏不解了，说，志达你这个人啊，咱俩都是义父子关系了，你还何必在钱财方面和我划得这么清
呢？
我女儿已死，我又再没有儿女了，将来遗产不都得归在你的名下么？
你还年轻，别太省吃俭用亏待自己，该花该用，就花就用吧！
我严世鹏虽然身在商道，但毕竟也是个仁义之人，也顾惜名声，也要好口碑。
你的做法，我打心里佩服。
可传出去，免不了飞短流长，岂不是使我授人以柄了么？
李志达听罢就给严世鹏跪下了。
他说，义父啊，你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你将来的遗产，却绝对不应该属于我⋯⋯严世鹏急了，他说，不应该属于你，那应该属于谁呢？
我连至亲的亲人也没一个了，一辈子苦心经营置下的这份家业，若临死前一总儿分散给穷人，我还舍
不得。
传给你，我不认为会辱没了你的什么清名⋯⋯李志达说，我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清名不清名的呢？
我不是顾虑那个，也根本不配顾虑那个。
论清名，义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饥荒年月，赈灾救穷也一向慷慨大方，义父才是一个配考虑身后
之名的人啊！
严世鹏问，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李志达便趁机劝义父重立遗嘱。
说，一份家业，这样那样，其实都不如捐给了社会的好⋯⋯严世鹏又问，当今时局动荡不安，兵荒马
乱，贪官污吏多多，怎么就算捐给社会了呢？
倘白白肥了男盗女娼之辈，我在九泉之下多懊恼啊！
那李志达膝行近前，仰脸望着义父，言恳意切地说：“义父啊，想咱们中国，时运也衰，民心也散，
定非仅靠几个仁人志士的努力，便能拯救，便能振兴的。
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义子虽识字不多，平日里但凡有闲，书也喜欢看，报也喜欢读的。
某些有识之士，在书中报上，主张教育救国。
我读了看了，自然也会替咱们中国想一想，便觉得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
又联想咱们安庆县，十几万人口，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
义父将来，何不将偌大一份遗产托付给县里可信任的人们，要求他们用以办起一所中学呢？
果而如此，将来的人们，一定会纪念着您，连我也会觉得光荣。
那光荣，就等于是义父留给我的最好遗产了啊⋯⋯”严世鹏说，即使我依你所言，又为什么非信任别
人呢？
我在安庆县虽也不乏过从甚密的朋友，可要论及信任二字，非你莫属啊！
李志达道，义父啊，我是一个见识短浅、能力有限的人。
此等大事，我做不成啊！
那严世鹏就沉吟起来，良久，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话：“我本以为我已把你看得很透，今日听了你几
番话，还是错看了你。
”李志达不安了，流下泪来，说，义子感激义父的知遇之恩，自然要经常为义父思考身后之事，所思
所想，绝无私利左右。
倘义父认为荒唐，还望不生反感。
否则义子日后心存惶恐，就不知再该怎样了⋯⋯严世鹏则起身离开座位，将他扶起，说，你多心了，
我的意思是，想不到你不但有一等的仁义，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我以前竟不了解你这一点，所以惭愧啊。
来来来，跟我去书房里，咱们父子筹划筹划⋯⋯如此这般，严世鹏的遗嘱当日重写了。
他坚持在遗嘱中将李志达列为第一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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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达无奈，只得默认。
翌年，严世鹏去世，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病床上得知日本人投降了，精神为之一振，主动要吃一碗鸡汤面。
刚吃几口，碗落于地⋯⋯第二年，“世鹏中学”在安庆县落成，首批招了二百余名学生。
这一切，县志里也有记载⋯⋯至于李志达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老辈人中传说多多。
县志里只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某年有拨土匪扬言要血洗安庆县城，说，李志达如果有胆量到他们
指定的地点去会他们，也可以开恩，不那么做了。
严世鹏给李志达临时凑了一笔钱，劝李志达远走他乡，躲此一劫。
武馆的弟子们却聚集起来，发誓非与土匪们血战一场不可。
李志达并未逃走，还驱散了弟子们。
他对严世鹏说，他心里也清楚，土匪们不是真要血洗县城，而是专冲着他个人下帖子的。
是劫躲不过。
倘若自己逃走了，不但被土匪们耻笑，自己在本县的英名也灰飞烟灭了。
那自己他日还能再回到安庆县来吗？
土匪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旦被他们觉得安庆县城里连条汉子都没有，放心大胆地闯入县城胡作非为
烧杀奸掠一番反而是很可能的了。
所以，自己得去会会他们，以诚相见，或许反能于杀气笼罩之际，为全县人的安危争取到一份转机⋯
⋯他就去了。
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
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
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
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
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
接着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成淡”。
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成不淡，就是脆骨
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曰瞪口杲。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
但那一拨士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新中同成立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
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粤资本家的名字命名？
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
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
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
！
校同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
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
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
心的地方。
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
益无害的⋯⋯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
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
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
自思继续在县城里待下去，以后的日子不会太顺心，便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
执掌新政权的人们，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待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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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仍存
，还是有点不放心。
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
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
对于一个村子，它的名挺雅的，村里一位曾是说书人的老者给起的。
安庆县城南面，八十余里以外便是山区了。
那村在山的低坡上，坡下有一片农田，是农户们的命根子土地。
山里还有几十个村一万余口人，也在安庆县的管辖范围之内。
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
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
龄，仍是一条光棍。
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媳妇是本村的一个老姑娘，老丈人是那个给本村起了一个雅名的老者
。
要说李志达这人，命里还真算挺有隐福的。
虽只不过是一武人，却在旧式文化人半文化人们的心目中有好印象，都愿意将女儿(如果有的话)许配
给他。
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成为农民的李志达，虚心好学，也仗着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渐成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
一九五八年农民“社员”化以后，工分册上，他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
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
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
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
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
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
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
社员”。
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
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
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
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
大学母校的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
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
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
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
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
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
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
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
他还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扔给他一份工作，允许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他就渐渐地心理平定了。
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
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
青年也闻风而至，遂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
这情形某些人想挡都挡不住，还没有反对的理由，索性任他去搞。
从中学教师变成青年文艺活动的率领者，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越搞越有声色，越搞劲头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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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贵”为政协委员，为国计民生奔呼告，“幸”为作家，为中国人的良心树碑立传。
“《政协委员》里有我的泪水有我的影子”——梁晓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写《政协委员》把自己
写落泪了。
”梁晓声新作，对欲望横流的当下给以正义的一击。
为中国人的良心树碑立传，直指政治生态，官场生存，教育腐败。
有这样一些人，将自己的安危与个人利益置于身外，古道热肠、仗义执言。
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
看似各行各界、分兵作战的独立个体，却非当代侠客，而是活跃于社会大动脉中的血液清道夫⋯⋯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　张抗抗梁晓声笔下的李一泓将一名地级市文
化馆的非党员副馆长由好人到政协委员的心路过程反映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令人信服。
他笔下的李一泓又为文学的人物画廓增添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令人不由得不起敬意的人物。
而中国民主，需要更多的李一泓们去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
家　张平晓声老友的新作《政协委员》一书，以扎实丰厚的生活功底，原汁原味的故事和人物，真切
鲜明的个人体验，为我们提供了走向“公民社会”的某种路径。
　　——张抗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梁晓声笔下的李一泓又为文学的人物画
廊增添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令人不由得不起敬意的人物。
而中国的民主，需要更多的李一泓们去推进⋯⋯　　——张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
名作家如果说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人的小说作品，让人们知道了当政、执政是何等的不易的话，
那么，梁晓声的《政协委员》这部作品，则让人们领略了参政、议政是多么的艰难。
就了解当下中国的官场与准官场而言，这部作品委实不可不读。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种种社会现象，尽收眼底。
梁晓声作品总是有着生动饱满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春风出谷；人文情怀，如大地长河；读来令人感
动不已！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丈系教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梁晓声以其心性的、情怀的和经历的资源，对
欲望横流的当下又给出了正义的一击，呈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最大可能性⋯⋯　　——汪兆骞 人
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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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协委员》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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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梁晓声笔下的李一泓将一名地级市文化馆的非党员副馆长由好人到政协委员的心路过程反映得有血有
肉，有声有色，令人信服。
他笔下的李一泓又为文学的人物画廓增添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令人不由得不起敬意的人物。
而中国民主，需要更多的李一泓们去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　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　张平晓声老友的新作《政协委员》一书，以扎实丰厚的生活功底，原
汁原味的故事和人物，真切鲜明的个人体验，为我们提供了走向“公民社会”的某种路径。
　　　　　　　　　　　　　　　——张抗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梁晓声笔
下的李一泓又为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此前没有过的，令人不由得不起敬意的人物。
而中国的民主，需要更多的李一泓们去推进⋯⋯　　　　　　　　　　　　　——张平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作家如果说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人的小说作品，让人们知道了当政、
执政是何等的不易的话，那么，梁晓声的《政协委员》这部作品，则让人们领略了参政、议政是多么
的艰难。
就了解当下中国的官场与准官场而言，这部作品委实不可不读。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种种社会
现象，尽收眼底。
梁晓声作品总是有着生动饱满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春风出谷；人文情怀，如大地长河；读来令人感
动不已！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丈系教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梁晓声以其心性的、
情怀的和经历的资源，对欲望横流的当下又给出了正义的一击，呈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最大可能
性⋯⋯　　　　　　　　　　　　　　　　——汪兆骞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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