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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从梦想开始的地方出发
不敢直视父母的目光
父母的目光和庄稼一样嫩绿
每一行都有辛勤的汗水
每一行都是青翠欲滴的诗魂
从朝阳升起的地方出发
不敢直视五月的原野
五月的原野熠熠闪动的露珠
每一滴都有生命的诉说
每一滴都是晶莹剔透的泪滴
从古香古色的村庄出发
不敢直视擦肩而过的河流
河流的涟漪是风吹动的波纹
每一片都有情感的风景
每一片都是魂牵梦绕的牵挂
从袅袅升腾的炊烟出发
不敢直视房顶的烟囱
烟囱是故乡的味道也是乡愁
每一缕都有无尽的思念
每一缕都是沉甸甸的情感

劳动的号子

秉承春天的夙愿
立足于活力四射的原野
用劳动的号子
唱响季节的勃勃生机
唱响岁月的诗情画意
沿着初夏的暖风
立足于父母亘古的守望
用劳动的号子
唱响汗水浇灌的辉煌
唱响勤奋铸就的未来
土地是青春的舞台
立足于阳光无限的遐想
用劳动的号子
唱响美轮美奂的歌谣
唱响丰富多彩的生活
五月是壮美的画卷
立足于心旷神怡的故乡
用劳动的号子
唱响花团锦簇的诗篇
唱响余音缭绕的旋律

从五月出发（外一首）

□丁宇

我爱八月的深邃
在斑驳的时光长河里
少了燥热、炫彩与高调
多了成熟、沉稳和期待
我爱八月的早晨
珍惜每滴滚动的露珠
珍惜每一次萍水相逢
让心情时刻随风而舞
我爱八月的花朵
淡然似菊，气质如兰
朴素，温柔而热烈地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八月的风，一缕缕
掀开日子的页页篇章
让每一段路程
都抵达生命的完整
八月啊，纵使眼里满是故事
也不惧时光刻薄如刀
以坦然的姿态
让生命的美好和温柔
绽成岁月最亮丽的风景

八月的情思
□庞步高

我们迎着春的使命
相遇了一张全国文化旅游乡村的名片
——闫营村

我们站在“凤凰咀遗址”的广场上
眺望远方——
泥土里尚未断层的五彩缤纷
孤寂了五千年碎石瓦砾
磐石弯弓下几时有过的刀光剑影
红酒杯盛装过灯红酒绿
还有播种桑麻的足迹
篝火燃烧了文明之花

我们倚栏河堤
聆听鸟儿妙美的歌喉
欣赏风吹青草见牛羊的诗情画意
俯身亲吻花开的芬芳
一幅被打开的山水画
不只是富裕涂画的素描
文明的起源
还有悠久的中原文化

崛起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相遇是最美的缘分

远古的茅舍石器
眼前的鸟语花香

“凤凰咀遗址陈列馆”
邂逅了最美的期待
（作者为湖北省作协会员）

邂逅美丽
□周春兰

今年2月27日清晨5点41分，我接到
徐崇温先生夫人田娟华老师发来的信息：

“兴芜，徐老师昨晚七点多走了，没有任何
告别仪式，极简。我照顾他四个月，心情
平静坦然，别惦记。”噩耗传来，如晴天霹
雳，我的心被强烈悲痛侵袭、淹没，难以接
受！此前2月12日，我收到田老师发来先
生住院的照片，告诉我这次先生住院3个
月了。我一边通知集团在北京的同志去
看望，一边心存侥幸：先生多次住院，这次
定无大碍，像往常一样，真诚地祈愿他早
日康复！……

距离徐崇温先生离开我们，已有 6
个月了。回想认识的这30多年，先生睿
智、和蔼、慈祥的面容仍历历在目。虽
然他已94岁高龄，但我仍然觉得他走得
太早了。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
家，无论学问还是道德风骨，都堪称一
流，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师、一代人
师。这位思想者的驾鹤西去，无疑是学
术界理论界的一大损失。

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令人景仰的专
家学者，而对于我，他是慈爱可亲的长
辈、知心交心的朋友、指引人生的良
师、学识丰富的作者。说起我与徐崇温
先生结缘的过程，还得从重庆出版社的
老总编沈世鸣说起。沈总1986年4月任
重庆出版社总编辑，当时的重庆出版
社，虽然通过经营教材教辅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但在全国没有叫得响的图
书品牌。沈总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卧
薪尝胆，3 年改变出版社的面貌。她带
领全社同仁，齐心协力，誓要做亮重庆
出版社这块招牌，出版一批具有重大社
会影响、能够传之后世的精品图书。在
开会时，沈总结识了同住一屋的人民出
版社编审袁淑娟同志，于是请她帮忙为
我们策划一套有分量、有学术价值和社
会影响的大型丛书。袁淑娟同志是重庆
人，家乡的出版社有托，她自然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她为重庆出版社策划了一
套大型社科类丛书，内容涵盖许多门
类，包括军事、法律、哲学等。但其后
袁淑娟同志罹患癌症，不久便不幸去

世，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项目还未开
始便搁浅了。沈总便又找到了袁淑娟同
志的爱人徐崇温先生，恳请他来做这一
套书的主编。徐老师是研究“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专家，经过考虑，他决定舍
弃大的宏观规划，改为主编一套让读者
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丛
书。这便是学界知名的“国外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是在北京六国
饭店参加“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研究丛书”编纂工作会上。那时候，我
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而先生被
称为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是大专
家、大学者。但是第一次见面，他给我
的感受却是低调谦逊，没有任何架子。
于是我便鼓起勇气和他攀谈，自此相
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结下了
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普通的作者与编
辑，进而成了好友。

那时沈总正因癌症住院治疗，关于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的出版，社里出现了一些动摇的声音。
当时的图书市场大环境下，学术著作征
订少、销售难，有的同志认为这套书无
法赚钱，打起了退堂鼓。在意见不一致
的情况下，丛书出版进展无法推动，先
生想坚持做下去，却阻碍重重。他将情
况告诉我，但也只是想要倾诉一腔郁
闷，叫我别告诉沈总：“她住着院呢，千
万别让她再为这些事情费神了！你知道
就够了。”但我思前想后，不忍沈总和先
生的一番努力付诸东流，仍是告诉了沈
总。沈总一听立马道：“不做了怎么行？
我还没死呢！”她在病房里就立刻开会继
续推进丛书的出版，丛书的编辑出版工

作才得以顺利推进。
同时，沈总还交给我一项任务，让

我有了更多和先生交流的机会。那个年
代，书稿都由作者和译者手写而成，每
一页纸都可谓弥足珍贵，损失一页书稿便
不再完整。如果采用邮寄，路途中稿件的
完好难以保证，如果掉页或者损坏甚至丢
失，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弥补，我们有书
稿邮寄中丢失的沉痛教训！为了保险起
见，肩扛背驮带回重庆是最保险的。这个

“搬运”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哐当”作
响的绿皮火车与铁轨，见证了我每一段
往返于北京和重庆的旅途，也见证了我
与徐崇温先生的友谊。

每次到北京住下后，我便与先生约
定交稿的时间。那时先生住在北京市东
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1988
年的夏天，北京酷热难耐，连晴高温38
摄氏度。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在蝉鸣声
中穿过大街小巷，把一叠又一叠厚厚的
用牛皮包好、用绳子捆上的稿子送到我
住的劲松宾馆，我将它们装在行李箱
中，坐火车带回重庆。在这一次次的来
往中，我有了和先生充分交流的机会。
我们相差30多年的阅历，他却像朋友一
样与我谈天说地。先生是江苏人，一口
吴侬软语，谦谦君子，温文儒雅，与之
交谈令人如沐春风，其思想更令人高山
仰止。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更令我钦
佩不已。

1989年9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11册得以顺利
面世。当时，社会上对于什么是真马克
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
思主义是否应当坚持，出现了观望徘
徊、逡巡不前的情绪。对于如何看待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理论界也开
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广泛辩论。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研究丛书”及时出版了。这是国内
第一套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丛
书，囊括了东方的主要是西方的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
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的主
要原著的译本，小部分为我国学者对于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
的研究和评述。在这期间，先生也逐渐
明确了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本来面貌：既不能简单化地把
它和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认为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又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重
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
重要思想资料。“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研究丛书”在 10 余年间出版了 42
卷，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对深化我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因其封面设计采用了亮丽灰色，
被学术界亲切地誉为“西马灰皮书”，树
立了经典的学术口碑，至今仍是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学者必读的经典书目。

2015年11月，重庆出版社收到中宣
部理论局传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的指示，重
新启动“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
究丛书”的出版工作，着眼于发展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
义，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和吸
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成
果。在中宣部指导下，由徐崇温先生担
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
明先生担任主编，我社与人民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
海译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全国多家
兄弟出版社一起，以套书的形式重新对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典著作进行再
版，丛书还被列入中宣部“十三五”期
间重点实施的出版项目，并获得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截至目前已出版了25卷。
现在想来，应该是从那时候的交往

开始，我与先生建立起了编辑与作者之
间最深厚的信任、友谊。1998年，我在
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其间的一个周
末，我去紫竹桥昌运宫1号楼中国社科
院宿舍拜访先生，他和田老师夫妇俩非
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请求先生，能够
将他新的著作交给我们出版。先生二话
不说一口答应：“当然应该支持你。要不
是你，‘西马灰皮书’后面哪能顺利出版
呢？你是大功臣！”

那时，先生基于吸取包括资本主义
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
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萌生
了要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
展变化的想法。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代表团，数度到西欧、北美、北欧的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企业、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去访问考察，同那里

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讨论，了解了
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大量具体情
况，更坚定了他关于撰写一本全面科学
地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
程，从而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想法。于是先
生耗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他的著作《当
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交给了我们出版
社。这部著作中，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科学地分析当
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着重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现状

与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科
学回答了与我国现实发展相关的思想理
论问题，史论结合，有理有据。这本书
在2006年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被中宣部等9部委评为大众阅
读优秀读物。

其后，先生又主编了“当代资本主
义研究丛书”，同时笔耕不辍，相继撰写
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怎样认识“西方
马克思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
本主义》 等多部著作，其间不少大社、
名社想要与先生合作，并且提出了更高
的稿费，而我们只是地处西南一隅的一
家地方出版社，实力并不算突出。但先
生将这些著作全都交给了我们出版。这
份沉甸甸的信任，重达千金，亦是一位
学者的真诚纯粹和重情守义。这许多年
里，先生也见证了我从一个青涩的年轻
编辑，逐渐成长为编室主任、副总编，
再到担任总编辑、党委书记、董事长，
算算至今已是相识 36 年。每次探望先
生，聊起当年，他总是不无感慨：“那时
候你还是个小姑娘！”

而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也可以说是一粒种
子，以此为肇始，重庆出版社开始了致
力于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出版
阵地的历程。从《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
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先生的著作获得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
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
级大奖和省部级奖项20多项，近10种图
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
题、庆祝建党 9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和“十二
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等国家级项目，是我社当之无愧的

“功勋作者”。
更令我钦佩又感激的是，在先生年

事已高时，他主动提出：“我如今年纪大
了，写作精力大不如前了，你得有一批
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作为中流砥
柱，才能薪火相传、不断接续。”于是，
先生慎重地介绍我认识了教育部首届人
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
学的俞吾金先生，为我们结识上海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学者做了引路人，对
我社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高端作者队伍
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片拳
拳之心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简直叫我不知
如何才能够回报。作为编辑，职业生涯中
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者，夫复
何求？人生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
友的长者，更是莫大的幸运！

虽不再撰写专著，但先生的思考并
没有停止，年逾九十，他仍一如既往地
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为马克思主义研
究不间断地贡献他的思想智慧。先生整
理了他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集结为当代
问题研究的文集，交付给了我。谁承
想，项目刚刚启动，便突闻噩耗。泰山
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至
今我仍难以置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已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
活，一想起日后无法再聆听他充满智慧
的指引，不禁悲伤心痛、难以自已。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
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
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
在于思想。”斯人已逝，思想却将永远闪
耀光芒，嘉言懿行，长留人间。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如今只能聊以此文，寄
托无尽哀思与怀念。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重庆
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

哲人远行 风范长存
——怀念徐崇温先生

□陈兴芜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部分图书。

2011年12月在京同出席重庆出版集团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百部学术著作出版
座谈会的汝信先生（中）、徐崇温先生（右）合影。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