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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商文人周伟潮　　杨牧之　　散文若要写得好，我以为少不得三个先决条件。
　　其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没有生活或少有体验，纵使语言表达再好，躲在花房里也写不出春天，描不出大自然。
若硬要写，或随性儿描，文字往往言下无物，终了流入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窠臼。
反之，作者到了“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时，文笔可能就精练了，见地也深远宏大起来，文章
质量就是上乘的；区别只在题材不同。
　　散文，虽为一己之言，然道出的却是世声。
　　其二，要有描绘生活、抒发情感的好文字。
　　我们看一篇好散文，文字好，读了如沐春风；文字呆滞，读来味如嚼蜡。
好文字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从书本中汲取来的，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用
之于散文的叙述描写及刻画，文章一定会生动、翔实且动人！
　　其三，要有一个良好的写作心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创作态度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你为谁而写作？
　　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有过充分的论述。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艺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鼓与呼！
　　这个提法直到现在，乃至今后我认为都不会过时。
因为你记录的是当下的生活，是真实的感受；你的感受便是诠释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生存状态最好的
钥匙。
这样的文字才是留存长久的，予人教益的，娱人心性的，发人深省的。
　　真感受真性情的文字才会诞生出大爱大美大气的作品。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关于散文欣赏的法度（一己之见，见谅），回头来看周伟潮的散文，就容易得
多了。
　　伟潮这本散文集主要写了自己人生中几个不同的阶段：往事的追忆，现事的描写；亲情、友情、
商情；家事国事天下事。
他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沧桑人事、莲居随想、花草逸情、痴人说书、行旅思絮。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视野是全方位的，涉猎面是极其宽广的。
他描写的生活是他经历过的，一路读来，你有了置身生活、品味生活的真实感受，你一直被他的温暖
与真诚包围着，就像面对面地同他交谈。
　　他的形象树立在你的面前，他长的什么模样已无须探查，但你能肯定他厚道实在。
　　他善于叙述，且叙述忠实于生活；他并不曲意迎合世人的口味，却紧扣时代的脉搏；这样的叙述
似乎从文章的第一篇起，到文章的最后一篇结束，贯穿始终。
作品的可信度已经不容置疑，而我们透过作品所感受到的那份热情、友情与沉甸甸的悲情，不但让你
快乐地接受他，甚至被震撼得流泪。
　　伟潮自小弃学务农不是他的错，他是渴望学习的，然而一个渴望学习却得不到学习机会的孩子只
能在亲友的同情下做个旁听生。
错在哪里呢？
依我说，错在他投错了娘胎。
他的家庭成分不好。
他挨过饿，为了家人他去捡拾漏挖的红薯挨人打，他去钓鱼，他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一个人基本的生
存问题：吃饱肚子。
　　当时我父亲病重，母亲童工开始便在上海打工，1962年下放回村以后，不会下地干农活，只会干
干晒谷等活，工分赚得很少。
我们兄妹四个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个人胃口都大得惊人，所以，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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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收获季节，生产队收获后的空地上，掏薯脚成了我周末和放学后的主要任务。
　　这天，也是天可怜见，一个下午，我竟满满地掘了一鱼篓，最后装不下，我脱下自己的长裤，用
桑条皮扎上两个裤脚管，满满地又装了两裤筒。
　　上得堤埂，忽听躲在暗处的新桥瘸子一声大喝，将我连鱼篓一起按倒在地，口中大骂：“是你爸
叫你来偷番薯的吗？
”（当年我爸是常常被拉去批斗的）我急忙争辩说：“我掘的是薯脚！
”他哪里肯听，把我拳打脚踢一顿以后，拎起鱼篓，一瘸一拐、摇摇摆摆地消失在夜幕中。
（《又到番薯收获时》）　　他的童年是灰色的。
读到这里我几次流下泪来，因为他所经历的时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同经历过的。
所以他把这种情结写在他所种植的花木中。
　　凌霄，不要看它是一棵柔弱的藤萝，其实它的内心也时时怀着凌云的壮志。
只是它未曾找到知己，未曾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可以依靠的肩膀。
（《凌霄花开》）　　这样一来，这些花儿呀草儿呀树木呀都有了生命的寄托和价值了。
这份“人”与“物”的情感互动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目中。
这时的文字并没有刻意的夸张和虚构，一直是直抒胸臆，敞开胸怀在说在谈，如同一位父亲在向朋友
介绍他一一抚养起来的“孩子”，讲他童年的故事，讲他现在花开富贵，硕果“蕾蕾”！
　　而在这讲述中，他仍没有忘掉这棵树上的伤痕。
　　手抚伤痕累累的凌霄的腰杆，手抚被巨雷劈为两半的汉柏的身躯，目睹一处处被烧焦的皮肤，它
们是怎样艰难地相护着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世纪？
（《凌霄花开》）　　让青春落成回忆，让痛苦化为歌曲，春天永远是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季节，
我是否该去寻回我的青春，去寻回我的激情，去一路放歌？
（《青春有约》）　　可岁月的风刀霜剑，已刻蚀得我的心伤痕累累，世事的沉浮又将我冲回了起航
的港湾，看来我还是先歇一歇吧。
该感谢这一亩三分地，让我静静地播下种子，等它发芽，我将精心地呵护，等待秋后的丰收景象。
（《我的一亩三分地》）　　这让读者于欢喜中又多了一份怜惜与珍爱。
同时能够感受到他孩提时代的隐伤，知道他是一位有情有义不忘根本的男人。
　　说到行旅。
伟潮所到的地方真是不少啊！
从经营缅甸翡翠的瑞丽到东北的长白山，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他的朋友。
　　他们三五结伴上山寻芳品茗，他随商团去东北欣赏景色。
　　远山如黛，近处，间或闪过的几个土丘，也是郁郁葱葱。
扑入眼帘的，更多的是连绵起伏如墨玉般润泽的玉米，如翡翠般嫩绿可爱的水稻。
瓦蓝的天，洁白的云，仿佛置身高原。
车近辽源，渐渐西沉的太阳，由浅黄、桔黄、浅红、而火红，绚丽无比的晚霞燃红了半壁天空。
暮色渐浓，大地如有一双神奇的手，缓缓地扯起一席巨大的薄如蝉翼的乳白色雾霭，炊烟袅袅，似梦
似幻，我们仿佛如船行于飘缈仙境之中。
（《黑土地的胸怀》）　　领略东北人的热情与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已是晚上九时多了，这么多的领导饿着肚子在等待我们一起就餐，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而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放下架子，这么热忱地，真心诚意地来迎接我们一个县级市副
市长带队的企业家考察团，足见他们的博大的胸怀，足见他们的真诚与热情。
而这种真诚与热情更被席间的一曲曲满族歌舞、琵琶演奏，席后的东北二人转表演烘托得淋漓尽致。
（《黑土地的胸怀》）　　其场面描绘之精细，有时真的因为让人眼馋而怪他“啰嗦”。
可正因为这个细致，最终使读者领略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风俗乃至生活。
　　奇迹终于出现了，只几分钟，美女头上的纱巾全掀起来了。
有人在胸前画着十字。
有一对情侣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有几个不知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游客，面向天池，慢慢地跪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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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韩国的旅游团队，飞快地在池边排成两排，口中念念有词，翻译飞怏地按着快门。
一对看上去有80多岁的头发全白的老夫妻，紧紧地搀扶着挤在人群中。
一位壮实帅气的小伙，背上背着一位漂亮的似乎双腿残疾的姑娘，站在人群后，姑娘不停地在小伙的
肩上使劲按着快门，那神情，似乎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更多的游客是拿着相机，在不断地寻找着角度，一次次地按着快门，拍下这迷人的一幕。
（《掀起盖头的长白天池》）　　浣江平时清澈见底，而一遇汛期，则江水泛滥。
洪水中如金伯坐船尾撑船，如祥叔站在两头尖的柳叶舟船头，拢好网，一扭腰身，一发力，一张圆圆
的大网便撒向江中，随后便是慢慢地收网。
那时打上来最多的是黄明鱼。
这种鱼品质高贵，味道极其鲜美，那时数量奇多。
后来因东海不加节制的滥捕加上浦阳江多处筑坝灌溉，高高的堰坝落差，拦断了鱼儿上游的河道，现
在浣江上黄明鱼几乎已经绝迹。
（《浣江渔趣一》）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村支书忽然找到我，很着急的样子：潮，你仔细想想
，你在外面闯了什么祸？
潮是我的小名，村支书和我爸同岁，憨厚正直，“文革”时我爸为保护他，被作为保皇派，多挨了许
多次的批斗。
所以他对我家常常暗中关照。
他怕我在外面写反动标语，那是要坐牢的啊。
（《你给了我一支寻梦的长蒿》）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坐在电脑前看完他这86篇文章。
我学中文的女儿问我有什么感觉？
　　我说，我真服了这个周伟潮了！
他真能写，他真不怕累；他真老实，他真敢写！
　　此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是文学青年必读的一本“教科书”。
因为他不但解决了前面言及的“三个先决条件”，还教人们懂得什么叫诚实，什么叫人生。
　　2012年4月11日于西安　　杨牧之，编辑、记者、作家。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主要作品：中篇小说《鸟人》《鸟话》《落口》《青草滩、响马滩》《龙门》《私奔》《白桑椹、红
桑椹》，等等，分别发表于《延河》《红岩》《飞天》《五月》等杂志。
报告文学《三线忧思录》《终南山作证》，分别发表于《军工报》《铁道报》。
长篇小说《世相》（作家出版社）。
电视剧《圣水观》。
电视剧《遭遇昨天》策划者之一。
剧本《青草滩》《我的工人兄弟》及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计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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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暮春花事：周伟潮散文选》以饱含真情、优美感人、富有个性的文字叙写了20世纪60年代至21
世纪最初十年以浙江诸暨为代表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文化传
承、景物雕画，给人原生态、文学性、紧扣时代脉搏的历史、经济、文化、风物阅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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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潮，生于1957年9月。
浙江诸暨人。

　　因家庭的海外关系和父亲的历史问题，经历坎坷。

　　以非正式生身份读完两年初中后在家务农。
1980年进乡政府任文化宣传员，后经考核成为正式国家干部。

　　1984年因故辞职下海经商。
摆过地摊，开过商场，搞过运输，办过工厂，做过房地产，炒过股票期货。
曾在俄罗斯经商。

　　现为两家工厂和两家外贸出口生产企业法人代表。

　　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在《诸暨日报》《钱江晚报》《浣纱》《浙江作家》《文学与生活》《诸暨
作家》《散文选刊》《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诗词、小说，有散文获得《散文选刊》2012年全
国散文精锐奖。

　　2011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爱恨俄罗斯》（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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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钓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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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难忘那一片乌桕林 　　儿时住在一个大宅院，紧挨着浣江。
浣江在这里拐了个美丽的大弯。
因这一弯二弯，弯出了江两边至青山之间一片片的冲积平原，我们这里叫畈。
江两边地势较低处，是成片的江滩旱地。
很久以前，先祖就在地上种上乌桕树。
这种树树干高，又不怕淹，记得那时，许多大的乌桕树需我们几个小孩拉手才能合围。
 　　江边乌桕林，留下了许许多多儿时的记忆。
每逢春夏之时，树林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鸟巢。
小伙伴们不读书时，不是去玩水就是去掏鸟巢。
那时浣江清澈透明，江底卵石上，游鱼可数。
两岸是金色的沙滩。
每逢夏季，江里就是我们的天堂。
捕鱼摸虾，戏水打仗。
而最刺激的是爬上那几棵临江的歪脖子乌桕树，在上面纵身往下跳，还比赛谁跳得花样好看。
往往不玩到父母追到江边叫吃晚饭，绝不肯罢休。
　　到了秋冬的晚上，小伙伴们就会拿着各自自制的刀啊枪啊的“武器”，以一个个竖起的高粱秆堆
成的柴堆为据点，或爬上一棵棵或高或低的乌桕树玩捉迷藏，玩打仗。
直玩得天昏地暗，一个个灰头土脸。
　　也是在秋冬的晚上，有时，我会静静地坐在高大的乌桕树下高粱秆搭成的晒棚内，一边数星星，
一边看父亲在江里捉鱼。
秋冬季的江水很浅，在捕鱼的间隙，父亲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边耳朵听着江面的动静。
在欢快的哗哗流水声中，父亲能准确地捕捉到鱼上水时的细微异响。
一听到动静，他即丢掉香烟，一跃而起，一手拿一个叫“龙刀”的渔具，一手拿一个用竹竿挑着的铁
丝笼，笼内装着燃烧的松明的“火斗”。
　　入秋后的浣江，早晨，常常弥漫着蝉翼似的晨雾，江边荒芜滩地上片片草地，草尖上挂着晶莹的
露珠。
浣江舒展着身子，泛着清清冽冽的波光，似一条巨龙，畅游于两岸绵延数十里、成千上万亩的乌桕林
之间。
我曾为生产队放过牛，在浣江边的乌桕树林下，在晨雾暮霭里，看那两头牛悠闲地吃草。
听繁茂异常的乌桕林里百鸟啁啾。
每年入冬以后，乌桕林下的大片江边滩地，都会种上冬小麦、油菜等冬季作物。
　　乌桕树春天抽芽长叶比一般树略迟，夏天开一种淡黄色的一寸多长的束花，无香味，人们不注意
，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盛开。
进入晚秋，特别是入冬后，你只要留意，它似乎天天如魔术师般变幻着色彩。
最初，它只在苍翠浓绿中出现几点淡黄微红，继而淡黄变嫩黄、透黄、金黄；微红变浅紫、深紫、玫
红、艳红。
而此时，你会惊异于大自然这一丹青妙手，将这连绵数十里的乌桕林，描绘得如此的万紫千红，色彩
纷呈。
及至最壮丽时，在碧绿的江水的映衬下，那大片大片的乌桕林，如匹匹点缀着点点墨绿、点点金黄、
点点银白的火红锦缎，也似片片烈焰般燃烧的晚霞。
　　及至成年后，我浪迹天下，每每欲找一片与其可有一比的林地，总成憾事。
因为纵是香山红叶，也没有这般的丰富；三峡秋景，也无此等的浓烈；而号称天下最美秋色的加拿大
枫林，也绝无乌桕林这般的多彩多姿。
　　桕树林，在大锅饭年代，是附近沿江十里八村重要的经济来源。
乌桕树冬天结的是一种白色的叫桕籽的果子，可以榨油，旧时的乡下用它点灯，记得小时候的灶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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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样的灯盏。
桕籽还可以做肥皂，是一种很好的经济树种。
　　就是这样一项非常稳定的经济收入，后来竟被彻底地毁了。
当时，穷怕了的村民，发现桕树板可以做优质的木箱，而且大的一棵可以做十几只箱子。
当时的浙江农村有嫁女儿要陪嫁一两对箱子的风俗，有钱人家还要陪嫁樟木箱。
与一年收下来的桕籽的收入比，一棵树变成箱子的收入，那是不知要大多少倍的。
在那时做一天活分红几毛钱的年代，能卖几十元一只的箱子，其诱惑力是何等的大啊。
于是乎，砍伐成风，一年年，刀斧齐下。
人们看到长在那里的是可爱的人民币，哪里还能顾及先辈一代代的培植，哪里还能顾及以后的这些树
每年都有的收成。
　　也就不到十年时间，浣江两岸的这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几乎消失殆尽。
现在，漫步浣江边，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美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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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确实被这部散文集深深吸引了，才决定当这部书的责任编辑。
作者的坎坷经历、真诚信念、执着追求、勤奋努力凸显了我们这代人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追求、我
们这代人的理想、我们这代人的价值。
我相信，对所有人都有启迪。
作者灵动清丽，酣畅怡人的文笔和叙述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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