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残酷与温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残酷与温馨>>

13位ISBN编号：9787811390896

10位ISBN编号：7811390892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石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07出版)

作者：石英

页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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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酷与温馨>>

前言

战争中没有“小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完成了《残酷与温馨》这部长篇
纪实文学作品。
《残酷与温馨》不是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既有连续性又可自成篇章的散文体纪实
文学作品。
之所以称之为《残酷与温馨》，是指“我”融入了残酷的战争，而战争又熔铸了“我”，也让我亲历
了人性的残酷与温馨。
整部作品以“我”铺叙战争，以战争烘托“我”的内心活动。
我少年时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自感生命中最充实、最清晰、最具传奇色彩的时段还是在正式
穿上军装之前，也就是战争时期在家乡生活的那段时间。
我有幸在童年启蒙时，赶上了血与火的战争。
战争中没有“小孩”。
战争固然残酷，但对投入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又是幸运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历练，一种难以作秀的考
验。
战争的硝烟能够遮蔽人的视线，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也能使人识别战争的性质：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强加于人的还是被迫抗击的。
认识战争的双方，认识战争的邪与正，这不仅是理性的抉择，更是爱憎的倾向，最后锻造了一个人的
信念。
这信念对于“我”来说，很可能是终生不渝的。
时光无情地流逝着，而人的精神气质未变；童年和少年时的影像也许只有在仅存的照片上才能辨认，
但额头上的皱纹仍然隐含着最初的无声的誓言。
这部作品虽用散文笔法，但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
既然是纪实，第一是实事的真实记录，第二是语言文字力求朴实。
不能说华丽就不真实，我却觉得真实的内容与淳朴的文字应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子。
我在谋篇与剪裁上也是遵从出手自然的原则，每个章节长短、谋篇可能有些参差不一，话多则长，话
少则短，体例并不追求绝对的整齐划一。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依了记忆和感受的一组组或一篇篇散文是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汇集成册后，我
有意没“填平补齐”，使其保持最初模样，原汁原味。
《残酷与温馨》纵然是写烽火年代，战争环境，可也并不是时时刻刻，在每一个角落都火药味十足。
因此，我间或也引出当时的民政、农事及风物场景，如解放区发生的某些“案件”，还有当地的农桑
情味和大自然的奇观等。
适当渗入这些内容，追求的是那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情调。
出现在叙述中的人物，主要的也有一二十位，大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快的。
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在解放区成长的那几年中，绝少有妒忌、暗算，倾轧、尔虞我诈之类。
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得到大人们（现在来看他们也是年轻人）的指点、鼓励和呵护。
当时虽然年幼，头脑里也经常想着“知遇之恩”，肝胆相报，虽历险亦无怨无悔。
直至今天，回顾解放战争那几年的生活，总是欣慰地定格为我生平的“金色时光”。
我的领路人和老师们，就是还健在的，有些也失去联系，不知伊在何方。
不知为什么，他们中有的人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仍然清晰动人在战争岁月中，有我生平的许多“第
一个”或“第一次”，譬如当众演讲，譬如演剧，又譬如作诗等。
我的第一首可以称做诗的东西是1945年5月写的。
当时获悉苏联红军直捣柏林，希特勒法西斯完蛋了的消息，自己“瞎”写了些五言四句、顺口溜式的
字句，只可惜现在记不全了。
但它真真确确是第一次。
直到12年后，我才正式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诗“小马枪”，算是真正将生命与诗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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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仰不只是来自于理念，还有活生生的灵魂。
曾经的模范女教师被敌军官裹胁而成其小老婆，曾经的党员老校长，严刑之下经不住考验而变节⋯⋯
他们为什么在课堂上那么高呼革命，而在几个月后就能趴在敌人脚下哀告饶命？
　　因为曾真实存在过，因为不仅有残酷与冷峻，而且更有公正、和谐与温暖，所以它才刻骨铭心、
感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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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英，山东黄县人(今龙口市)。
童年成长于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环境中，投身于解放区的对敌斗争，秘密参加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未穿军装的小兵。
作者最缅怀九岁至十三岁之间的生命岁月，称之为金色时光。
十四岁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军内和地方党委做机要工作。
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至今。
先后在《新港》文学月刊、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月刊和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任职，曾较长时间主
持《散文》月刊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力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石英著作包括传记文学《吉鸿昌》，长篇小说《文明地狱》、《同在蓝天下》等，散文集《石英散文
集》、《石英美文选》、《当代散文名家文库·石英卷》等，诗集《石英精选诗选》等，以及文艺理
论专著《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等，共计六十部，一余千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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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亮之前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八路还没来，丰存环境已悄然改观室内的
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第一次目睹烈士危险品在身，有惊无险全场肃静，突然爆起掌声一张布告，两种
反应金色时光县城伪军投诚，父亲的担架没有用上苹果脸哥哥和他的战友日本一投降，黑寡妇飞来集
市宣传和土广播飞机还是美国的，只是换了标志第一次面对近距离的战场大敌当前，幕布徐徐拉开我
弄翻了刘政委的黑水瓶，他说没事儿书市上，咬咬牙习了一本书《李有才板话》会考仓促上阵，奖状
呢彩色的未必不是毒品北平的大事件，也牵动我们的心第一个跳到台上：参军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扑
朔迷离画战争形势图和秘密入团第二次远征铺草之上，盘腿搭课桌挑灯夜战中的记分员恶棍乘人之危
，自取其咎村庄，突然变得静寂深夜运粮，山形黑沉欲倾敌占前夜的挖沟行动敌占期间大地春回附录
八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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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亮之前端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抗日战争后期，我的年龄虽小，但已开始记事，尤其是在长辈和
大同学的影响下，对于“八路”、“鬼子”、“二鬼子”（伪军）这些不同的概念已分得很清楚。
开始一个阶段，我还没见过穿军装的八路军，但可以经常接触穿便衣的武工队和“包袱客”，就是深
入村庄开展工作的地方干部，至少在我们山东省黄县那一带，他们习惯携带一个布包，因而得名。
至于敌军，多半是在据点和黄县县城里见到的。
就我那时的记忆，是在邻居的大人带我到距本村七里地的芦头据点看大戏时（我们那边叫“听戏”）
，看到一个肩扛一杠三花的伪军官，大人告诉我这人是个中队长。
我随父亲进县城赶集时碰到过一个“真鬼子”，敦实个儿，仁丹胡，腰挎指挥刀，两脚蹬着皮靴。
他的皮靴跺在东关大街磨盘石铺的旧路面上，特响，赶集的人一见这小子，都会躲得远远的。
天亮之前——数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应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3年、1944年之际，
形势已开始好转，我军在许多地方展开了局部反攻。
那两年间，我们那一带的庄户人家经常听到枪炮声，白天是小股部队的“接火”，晚上是我军拔除日
伪军据点的战斗。
往往是半个夜晚，枪声密集，间或也有迫击炮和掷弹的响声。
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我军用炸药包炸毁敌军炮楼的轰响。
农家的窗户纸因此不住地震颤，人们几乎整宿不能入睡。
我一面听着枪炮声，一面听大人们的评论：“听，这是地瓜药鼓炮楼！
”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将炸药称作“地瓜药”。
在那两年中，我军拔除的敌伪据点有芦头、黄城集、大陈家、石良集等处。
其中大陈家据点是敌人为“确保”招远玲珑金矿所设置的，黄城集据点则可扼守黄县与蓬莱之间的交
通要道，而石良集据点是威胁着我艾崮山区根据地的一颗非拔不可的钉子⋯⋯我军在攻克黄城集据点
后，还在我们那边撒了油印传单。
有篇文章还特别提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向据点日军喊话，并俘虏了几名“真鬼子”的事。
当然，在攻克这些据点的战斗中，也难免会遇到某些不顺利的情况。
记得石良集据点首攻未下，敌伪军便撒了很多石印传单，大肆鼓噪。
反正那些年给我的印象，无论是抗战期间的敌伪军，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他们的宣传虚构“胜
利”成癖，造谣蛊惑成性。
但在这一些战斗中，最特殊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是城东小栾家疃的那一次。
小栾家疃，与黄县县城东门一河之隔。
它在近代史上应该说是很有特定意义的地方。
最迟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就开始觊觎这个地方。
他们在这里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一处错落有致的大型西式建筑群诞生了。
而在这里从事传教等活动的多是美国人。
有一桩事，是前几年听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位负责人讲的。
他说美国有一位已过世的、名气与赛珍珠相当的女作家甫爱德，就是出生于中国山东黄县的一个美籍
教会之家。
地处这片教会区的医院名叫“怀麟医院”。
我小时候，皮肤一被蚊虫叮咬，抓挠后往往成疮，母亲曾带我去那家医院就诊过。
记得一位类似肯德基创始人模样的白发美国老头，从小窗口递给我们一小瓶药水，回家兑水敷于患处
，也不见有多大效验。
估计那药水就是碘酒之类的。
日寇进占县城后，开头一段时间对美国产业还算客气，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对老美便动了真格
的，不但驱逐了所有的美国人，而且将一应动产不动产都握为己有。
原来的怀麟医院基本上就成了专为日伪军治病的军队医院，一般中国人很难有机会去这个医院就医。
就在那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自东面不远处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一直打了半个多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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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听村里消息灵通的人说，这次战斗是八路军通过突袭、强攻，搬走了这个军队医院的大部
分药品和器械。
这些频繁的战斗行动，极大地锻炼了身历其中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老百姓，尤其是上小学的孩子们。
我们好奇地交流着八路军和日伪军交战的信息，但还没有人与他们近距离接触过。
不过，有些年岁大些的同学对军事知识、兵器性能等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知道了三八大盖、歪把子机
枪、大镜面匣子（驳壳枪）、日式鸡腿匣子、大小号撸子（手枪），还有“手提式”（冲锋枪）等枪
械。
有一位姓王的同学（抗战胜利后参加我军）甚至还能头头是道地说清日军手提机关枪的“成色”，说
它“不过关”，打不了几梭子弹，枪筒热了就拉子儿（子弹不能正常射出）。
我在一旁听着，觉得蛮有兴趣。
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军事常识“入门课”。
到1945年春天，黄县地面上除县城和西面的龙口港以外，其余的据点都已被拔除。
与此同时，不时枪声大作的情况也随之减少，有时反倒感到了一点静寂。
但在一两年之后，我又听到和看到了更激烈的火闪雷鸣的枪炮声。
这已是解放战争的炽烈阶段，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大标语，生命的转折点1944年深秋，我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
记得是刚刚收了秋庄稼，早晨已有些凉意。
这天，我照例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向东走一段路，再一拐弯就来到村小学。
村小学的大门口坐东朝西。
就在必经之处——李家街南北两侧的石灰墙上，突然发现写满了大黑字的标语，这显然是头天夜里写
下的。
每条标语后面署的都是“黄县各救会”字样。
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稍后问过懂行的大人，才知道是“黄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的简称。
其实就是抗日政府宣传部门和武工队书写的。
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一个“惊喜”的词儿来形容，而且不是一般的惊喜，是真正的“非常惊喜”，
却不敢“若狂”，只能是不声不响一条一条地看下去。
这完全是出自于一种本能，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激动的热流：长时间以来，自己和家庭所受的欺侮和屈
辱，仿佛都在这一时间内得到了部分宣泄，童心中蕴藏着的不平之气也借着这些标语得到了部分的伸
张。
这些标语主要写的是——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打到德国边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
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鬼子离最后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迎接大反攻的最后胜利！
⋯⋯我念完这一二十条标语不知耽误了多少时间，但揣摸着也有将近一个钟头吧。
当我意识到肯定误了上课的时间之后，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恨不能一步跨进课堂。
说来也怪，当我惶恐不安地走进课堂，在堂上讲课的平时动辄就打我手板的“邢老头”——邢老师，
只在老花镜镜片后面端详了我一眼，便一努嘴，示意我到座位上听讲。
不消说，今天预料难免挨板子的体罚竟意外地被赦免了。
不仅如此，就从那天开始，班里那些平时任意欺负我的财主恶霸、校董邢二爷等人的儿子们，气焰明
显有所收敛；而经常被他们唆使和逼迫对我“格外垂青”的班主任“邢老头”也变得幽默了些。
他们好像嗅到了一种什么气味，感受到了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气氛，无心也无暇再拿我取乐了。
果然，又过了一些日子，从大人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最有钱的，平时作恶最多的大户，已暗暗
雇人将他们各自最心爱的少爷、公子送到海港城市青岛。
听说自行车的“脚钱”每趟是一个“小宝”（一两金子），四百多里，需两天才能到达。
与此同时，我隐隐地感到生命中的曙光就要到来。
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家和我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
我除了上学念书，就是拾草、打水、抱着磨棍推磨等，但内心已燃起一种莫名的希望。
这是我在什么时候也会铭记的一个深秋的一天——一个孤独的小孩在清静的村街上仔细地、无语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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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条条的大标语，心里却激荡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一种相知的剧烈而温馨的碰撞。
从那个经历中，我也悟到了一条永远也难更移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可能脱离客观环境的变化、
形势的发展而独自孤立存在的，它无时不在受到这种变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不论是“好”的或是
“坏”的，是有利于他的一生，还是不利于他的一生。
在这点上，不管别人是怎样的，从我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我只能说：我服了。
八路还没来，生存环境已悄然改观作为一个初小三年级学生，对事情发生和变化的具体背景自然不知
其详，但生存环境已很快得到改观。
我们的村小学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年富力强、精明果敢的张校长前来主持学校工作，一切都表现出
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思想陈旧、年老愚钝的“邢老头”被辞退回家养老，而保留了另一位谦和善良、有古文根底的李汉亭
老师，又聘了几位各有特点的教师：一位是邻村九里镇的饱学先生，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战老师；
北平某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因战争原因，交通中断滞留在乡的李老师；烟台某女中毕业，据说是地下
党员的孙老师；还有一位是邻村矫家村我干哥哥的五弟，在天津上学回乡度假的小矫老师。
一时盛况空前。
据村里的大人们讲，这是自民国初年建立新式学堂以来，师资最齐全、最有生气的一个时期。
张校长虽然出身富户（是全村张、马两家在天津开买卖的最富有的家门之一），但在当时来说，他思
想是很进步的。
据说他与南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干部有联系，各方面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
应该说，他是我青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乡村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自他主持村学校工作以来，教师同仁通力合作，师生们的情绪空前高涨。
我本人在学习上、思想倾向上的表现都引起了校长和老师的关注，我的处境较之过去发生了一百八十
度的变化，可以说从备受压抑与屈辱一变而为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了。
虽然县城里还驻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伪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但在仅距县城五六里地的我们这个村庄，
革命知识的教育已从隐蔽转为半公开化。
也许正因为形势好转，也就有了意想不到的“事故”。
大约在阴历十月底的几天里，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张校长的身影。
我终于忍不住了，在上体育课时向小矫老师悄悄打探：“张校长哪里去了？
”小矫老师起初还不肯直言相告，后来可能是考虑到有一层亲戚关系，便悄声告诉我：“他去南山根
据地了，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城里的便衣盘查，从他身上搜出石印的画报宣传品，结果被他们抓到城里
去了。
”我一听这情况，心一紧，不禁脱口又问：“那可咋办？
”我当时的心情是，没了校长，就如同塌了半个天。
所幸小矫老师安慰我：“大概还不要紧，村里去人打点了，要保张校长出来。
”果然，说话间的第二天，张校长就被保了出来。
据说村公所方面去人到城里疏通，张校长的家里也“使了钱了”。
我们一见到校长，那高兴的劲儿自不必说，见他比平常显得疲惫了些，络腮胡子也长得长了，不过精
神还好，笑声还是那么爽朗。
他在四个教室里走了个遍，还说：“没事儿，同学们，我这人命大，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
”但孙老师在给我们上“修身”课，也就是政治课时，却以张校长此次的遭遇为例，讲道：“我们不
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
校长这回就是，以为出城的路上武工队埋了许多地雷，鬼子就不敢出来了，结果一麻痹就出问题。
”她还在黑板上很工整地写了“麻痹”二字。
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学到这个词儿。
直到若干年后，我看书时读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成语，就不禁想到那一时期故乡的敌我形
势，尽管敌伪已日暮途穷，基本上龟缩于县城和海港重要据点，但仍贼心不死，伺机外出骚扰、袭击
，如麻痹大意，就会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也许是张校长的经历给我留下的一次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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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课堂与天空的大课堂“饱学”先生战子汉老师负责教我们年级的语文和音乐。
他的嗓音很好，据张校长介绍，战老师当年在上海参加过合唱团，他的男中音相当出色。
记得有一天上午，战老师给我们教歌时，事前在黑板上写好了《渔光曲》的曲谱，上课时又将油印的
歌篇发给我们每人一张。
他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星王人美。
对于这位电影明星，我们也是知道的。
别看我们地处海隅农村，也许是因为距离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都不算远的缘故，我们对周璇、李
丽华等歌星也都很熟悉。
现在，战老师就一句一句地教唱这支《渔光曲》。
当我们学唱了一轮，战老师突然说：“同学们休息一下吧，现在我给你们出一道另外的问题，看你们
谁能答出来。
”他说的是毛泽东主席，我们当然是知道的，异口同声地回答：“人民的领袖。
”他又问：“毛主席现在住在哪里？
”我抢先回答：“延安。
”这是有一次我从张校长拿的油印画报上看到的。
但战老师以下的问话，我们大家七嘴八舌，谁也没答对。
“毛主席是哪省人氏？
”“陕西？
”“江西？
”“河南？
”我们大家近乎于瞎猜了，最后战老师不能不说出答案：“是湖南省，湖南省湘潭县人。
”对于我来说，这个知识获取于此时此刻。
经过休息阶段中的提问与回答，战老师接着继续教唱《渔光曲》，他带领我们齐唱、复习。
谁知一遍还没唱完，外面传过来雷鸣般的轰响，但透过窗户看天，明明是天气晴好，而且眼下也不是
雷雨季节。
那么⋯⋯这轰鸣声越来越大，致使我们难以再唱下去。
战老师起初还竭力保持镇静，专心致志地领唱，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
后来，他也扛不住了。
愈来愈厉害的干扰，他不自觉地皱起了浓黑的双眉。
终于，我们听到张校长透过门窗的喊声：“出来吧，别唱啦。
看天上的飞机！
”他的声音里透着喜悦，显然不是敌人的飞机。
我忘记了当时战老师是否发布了命令，反正大家呼啦一下子冲出教室。
这时校长和几乎所有的师生都在宽敞的大院里仰头看天，天上果然高高地飞着一架架银白色的飞机，
一个方向——都是自西南飞往东北。
它们没有一时的停顿，分明只是途经我们家乡。
“是美国的飞机，从重庆起飞，飞往中国的东北，去执行远程轰炸的任务！
”这番话的许多词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新鲜，我不禁佩服地看着张校长兴冲冲的脸。
这时，他就是我们大家的权威，是我们的知识库。
也只是小矫老师补充了一句：“是BZ9重型轰炸机！
”“嗯，是BZ9，空中堡垒，光是飞机轮子就有一人多高。
”张校长双手比划着，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他曾经见过这种飞机。
我注意到，只有孙老师没有说话。
她好像一面看一面在沉思着。
这时的她，仍然是齐耳短发衬着略显黝黑的圆脸，条纹夹袍的外衣被风撩起襟角，最后她只是自语地
问道：“这不知是去轰炸什么地方？
”“恐怕是鞍山昭和制钢所，前些天曾经报道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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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张校长的解答。
此后有报道证实，美机的确是轰炸了东北鞍山日本的钢铁厂。
但有一点与张校长所说的略有不同，即一说是“昭和制铁所”。
若干年后，我也未做详细考证，不知哪个名称是准确的。
不过，这次“过飞机”，在我们家乡是一个大事件，那往返多次和穿梭的“银鹰”，一直过了一整天
。
我们小孩子家谁都知道：美国是抗击法西斯国家的盟友。
对于这次大轰炸，我们心里都觉得很痛快，认为这是对日本鬼子的一次有力的惩罚。
只是不知县城里和龙口港据点的日伪军，他们的心情怎样，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一方面，在这不久以后，有乡亲从“满洲国”（当时的中国东北）回来，传说美机的大轰炸固然削
弱了鞍钢的生产能力，却也炸死、炸伤了许多中国工人和平民。
当时在“看飞机”的现场，孙老师那副兀自沉思的神情，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待译而未译的人生
密码。
我也永远没有机会问她：您当时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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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截至2007年的金秋时节，《残酷与温馨》的文稿写作已近尾声。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间段大致始于1944年秋天，止于1948年初冬，约四年的时间。
近六十篇或短或长的文稿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包括《天亮之前》、《金色时光》、《敌占期
间》和《大地春回》四个部分。
另有几篇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涉及解放战争的散文作为“附录”亦收入其中，更可看出“我”在战争中
的一些活动轨迹及相关情况。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篇文稿绝大部分都在一些报刊上刊载过。
最先开始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报刊的约稿，触动了我写这方面文章的强烈情思。
当时零散文章的题目如《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两番胜利喜讯》等。
由此引发了我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出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战争中的“金色时光”；而集中写作和发表则
是在2007年建军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后。
这种激情的触发还不仅因为本书中的一些篇章直接涉及人民子弟兵的事迹，更是因为我少年时在那片
土地生活过，这本身就是产生和哺育子弟兵的最佳源头之一，从那里走出来的人民的战士都怀着乡亲
们的嘱托走向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
我本人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孩子，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在撰写《残酷与温馨》文稿期间，也许作为纪实文学不需要刻意构思，但比我写小说和散文时却更牵
动情肠，事过多年的人和事都奔涌而来。
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种挚切而淳朴的情感，一时再难沉淀，也挥之不去。
中国传统道德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可是，那些教我以人生授我以知识的孜孜不倦的或已耄耋之年，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师、同志，我又
怎样才能报答他们呢？
为此，最近我时常情动肺腑，泪水几欲夺眶而出。
我是这样一种性格，深度悲苦很难使我流泪，而具有崇高内涵的感情却能被由衷地打动。
现在有一种近于定型的称谓，曰：“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激情是不错的，燃烧也确曾是燃烧的。
但我感受的更是因为它那极其淳朴而内涵崇高，化为一种特定时代、特定情况下的非同寻常的深沉。
这样经历过的感觉才更稀有与可贵，沉淀如真金。
几十年来，我写了许多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等文学作品，但对我来说，这个《残酷与温馨》却分
外亲切，自感有不逊于那些作品的价值。
因为，它不事雕琢地记录了我在那个岁月、那种特定环境下，以及我的特定身份（未正式穿上军装的
一名小兵）时的特殊经历。
也许作品中，我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却真实，而且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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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残酷与温馨》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少年的眼睛看解放战争的独特记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多变，令人不得不产生灵魂的震撼，中国
当代散文大家石英的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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