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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嫣然思语

月挂南枝
细雪轻拂过岁月的痕迹
将喧嚣尘世温柔地掩藏

石径旁轻舞的雪花
宛如夜空遗落的繁星
不经意间
点缀了寂静的幽深小巷
编织出一幅梦幻的画卷

云卷云舒
小雪绵绵
寒风轻吟着古老的诗篇
与远处山巅传来的笛音
引领着旅人前行

满树的琼花
自古典的诗篇中绽放
以韵律描绘
冬日的温情

初冬

初冬是一幅深邃的油画
林间小径落叶成堆
金黄与深红交织
绘出秋的余韵

晨露微凉，霜白如练
轻轻覆盖每一寸土地
叶落如歌，声动心弦
每一声都是对过往的深情告别

风，带着几分凛冽
吹散了秋日的最后一丝温暖
那风中的寒意
像是岁月的低语
诉说着季节轮回的变迁

在这初冬的画卷中
让我们携手并肩
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绘出冬的精彩篇章

小雪辞（外一首）

□黄红彦

出走的岁月
赤脚穿越异乡的大街小巷
一串足迹，如蜻蜓点水
背着行囊的身影，渐行渐远
偶然停下来望着天空
云乡的深处
几处炊烟缭绕
一缕缕饭菜余香冲击味蕾
梦深处的门楣
拴着一个慈祥的影子

踉跄的脚步
醉成中年的模样
阶前玩耍的秋千在时日中模糊
远走高飞的蒲公英
被嫁接在高楼大厦的狭缝中
当最后一抹余晖
在院子的香樟树下
拉出一个又长又孤寂的影子
母亲，总会倚门而望
一头被岁月漂染的银丝
谨守方寸之地

余晖下的影子
□杨彩霞

1992 年，刘杲担任中国编辑学会的
创始会长，直至2006年连任3届后卸任。
众望所归，刘杲为中国编辑学的理论建
设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刘杲是中国编辑学的旗帜，众多编
辑家、出版家团结在他的周围，开创了
编辑学的理论领域。富有真知灼见的编
辑学理论成果，总能及时得到刘杲的肯
定、赞同。兹举一例。

2008 年，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出版集团组织出版“名社 30 年书
系”，其中一种为《拓荒与飞跃——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编辑出版这部
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王德有应邀撰写回忆录。德有便撰写了
《〈百科〉塑我编辑观》，并在写好之后
发给了刘杲。刘杲读后复了一信。

德有同志：
您好。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谢谢您的善意。说实在的，韩国授

奖属于中韩两国的友好来往，对象是中
国编辑学会，我个人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仔细拜读了大作，很喜欢，也很受
启发。我赞成你的基本观点。关键词是
文化和创新。你有丰富的独特的编辑实
践经验，又有很强的分析和概括的能

力，加上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出手
自然不同凡响。好文章应当与大家分
享。您有什么考虑？不会藏之名山吧。

至于提到拙文，倒真应了一句成
语：抛砖引玉。一块不起眼的小砖头，
引出了一大块宝玉。其实，这也不准
确。因为大作系多年体验研究之力作，
远非一篇小文能够临时引起。所以，“授
意”云云只是您的谦虚和幽默罢了。

我流年不利，一直闹病。最近的主
题是带状疱疹，近日稍好。这也是我复
信拖了几天的原因。

祝
夏安。

刘杲 2008-7-27

刘杲同时致信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
辑张增顺。全信如下：

增顺同志：
您好。
近日收到王德有同志的一篇文稿：

《〈百科〉塑我编辑观》。我读了觉得很
好，就擅自向您推荐。我看可以考虑在
《中国编辑》杂志上发表。请您和有关同
志审阅斟酌决定。

德有同志文稿讲的是编辑观，内容

突出文化和创新。德有同志有丰富的独
特的编辑实践经验，又有很强的分析和
概括的能力，加上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
究，出手自然不同凡响。因为在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展开论述，所以有较强的
说服力和亲和力。如在杂志上发表，可
能篇幅较长。届时可以由编辑与德有同
志联系商量，加以精炼浓缩。

您和有关同志研究的意见如何，盼
拨冗见告。谢谢。

我一直身体不好，几乎什么事也干
不了。

祝
夏安。

刘杲 2008-8-3

这就是王德有 《〈百科〉 塑我编辑
观》 分两次刊载于 《中国编辑》 2008 年
第6期和2009年第1期的由来。文章发表
时，德有还特意在文章标题之下写了

“作者说明”：
此文是应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三十周年社庆写的回忆录，受刘杲同
志 《我的出版观》 的启示，定名为《〈百
科〉塑我编辑观——从〈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卷出炉前后说开去》。文成后送刘
杲同志一阅，意在聊博一笑，不想刘杲同

志偏爱，推荐给《中国编辑》。原文篇幅
较大，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做了压缩，
文中省略号处即为被压缩之处。全文分
四个部分：探究编辑灵魂所在，解读编
辑深层内涵，体验编辑邻接关系，追寻
编辑最高境界。

此文后来收入《中国编辑研究》2008
年卷时，德有又有进一步压缩。三稿对
照读，可深悟改稿、刊用之道。

王德有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一
版 《哲学》 卷的责任编辑，深耕多年，
功莫大焉。他此前两度在北京大学研习
中国哲学史，学养深厚，是著名的中国
哲学史专家。《〈百科〉塑我编辑观》结
合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出版物的编辑经
验，清楚回答了编辑出版理论中的一个
终极性问题，这终极性问题的内在关系
及其层级性，集中体现在文章四部分的
节题中。

刘杲高度认同德有的文章，反映了
他的编辑研究观：编辑理论来源于编辑
实践，编辑理论需要深化、融汇哲学思
考。这是编辑理论品格的基本要素，也
是建设和发展编辑学的根本路径。谨急
就撰写此文以深切怀念刘杲先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
究院）

刘杲的编辑理论研究观例说
□李频

冬天读书，既可把书当作取暖的柴
火，温暖心灵的每一个角落；也可以把书
当作充饥的干粮，滋养思想的每一寸田
野。那么，冬天可以读什么呢？

冬天可以读雪，迟子建的《额尔古纳
河右岸》中，雪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描写，
更是人物命运和情感交织的载体。村上春
树的《挪威的森林》中，雪被赋予了深邃
的象征意义，与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紧密相
连。冬天读雪是一种富有诗意和意境的阅
读体验。它不仅能够让你欣赏到雪的美妙
和冬天的韵味，还能让你在阅读和思考中
获得心灵的滋养和成长。

冬天可以读月，这是一件既浪漫又富
有哲理的事情。月光，在寒冷的冬夜里显
得格外清冷而明亮，它像是一位沉默的诗
人，静静地诉说着冬夜的寂静与深邃。

“沉沉更鼓声，渐渐人声绝。吹灯窗更
明，月照一天雪。”袁枚通过描绘冬夜月
色与雪景的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
深远的氛围。诗句中的“月照一天雪”更
是将月光与雪光融为一体，展现出冬夜月
色的独特魅力。在现代文学中，冬天的月
亮同样承载着孤独与寂寞的情感。作家们

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月光的清冷与冬夜的
寂静相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使
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孤寂而宁静的世界
中。他们笔下的月亮，或高悬于夜空，默
默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或低悬于树
梢，与寒风中的落叶共舞。这些描绘不仅
展现了月亮的自然之美，更深刻地揭示了
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

总的来说，冬天的月亮在文学作品中
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和象征意义。它不仅
是自然景象的描绘，更是人们内心情感的
寄托和抒发。这些作品不仅让读者感受到
了文学的魅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找到了
共鸣和慰藉。

冬天可以读 T.S.艾略特的 《荒原》，
这部长诗，在寒冷的季节里，似乎更能触

动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渴望。诗中的冬天，
不仅是自然季节的写照，更是人类精神世
界的象征。艾略特通过描绘荒原上的枯
树、死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等意象，生
动地展现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迷茫与无
助。在冬天读《荒原》，你会感受到一种
特别的氛围。窗外寒风呼啸，室内灯光昏
黄，手中的书页翻动，仿佛自己也置身于
那片荒原之中。诗中的每一个意象，都像
是冬日里的一缕寒风，吹进你的内心深
处，让你感受到那种深深的孤独与绝望。
然而，正是这种孤独与绝望，激发了人们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渴望。

冬天读鲁迅的《故乡》，仿佛能穿越
时光的隧道，回到那个充满乡土气息与深
刻社会变革的年代。“我冒着严寒，回到

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
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
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
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
不住悲凉起来了。”在寒冷的冬日里，随
着文字的流淌，鲁迅笔下的故乡——绍
兴，渐渐在眼前铺展开来。那是一片被岁
月侵蚀的土地，既有童年的欢声笑语，也
有成年后的沉重与无奈。冬日的故乡，或
许更加萧瑟，但正是这份萧瑟，让鲁迅笔
下的场景更加真实而动人。冬天读 《故
乡》，更能体会到鲁迅笔下的那份悲凉与
无奈。冬日的寒冷，似乎与鲁迅内心的孤
独与忧虑相呼应。冬天读鲁迅的《故乡》，
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对社会
现实的深刻反思。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
不妨让《故乡》成为心灵的慰藉与指引，陪
伴你度过每一个思考与成长的夜晚。

冬天虽寒，书香却暖，它让我们学会
了在孤独与寂寞中寻觅生命的真谛。冬天
读书，读的不仅是文字，更是生活，是自
我，是那份在寒冷中依然能够熠熠生辉的
温暖与光明。

冬天读什么
□唐宝民

我的老领导刘杲同志走了。他走得那
么突然，因为10月23日他还给我发了他
当天的照片，我还给他回了一条“好精神
啊！”。11月6日早上他给我发了最后一张
问候的图片，没想到，6 天后竟阴阳相
隔。他又是走得那么悄无声息，没有告
别，也没有追悼会，以至于连个讣告都没
有看到。

我与刘杲同志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
2022 年的春节前。那年 1 月 10 日，中国
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约我和夫人刘菊
兰去拜望刘杲同志，同行的还有版协的
陈宝贵同志。那天刘杲同志兴致很高，
我们谈得很欢畅，而且留下了几张珍贵的
合影。我们刚离开他家，他就给我发了条
微信：“你们刚离去，大门‘咔嗒’关
上，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瞬间眼睛湿润
了，我马上发微信安慰他：“刘杲同志，
以后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当天他写了
首诗：“重聚——寒舍稀客分外亲，深
情故旧一家人。喜因重聚悲因别，老泪盈
眶迅转身。”后因疫情一直不能去看他。
今年春节前以及 7 月他住院后，我和刘
菊兰几次要去看他，他都婉拒了。每当
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大门

‘咔嗒’关上，老泪盈眶迅转身”的画
面。尊敬不如从命吧。

我和刘杲同志相交有半个世纪了。
1973年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分配到国
家出版局，他在研究室，我在出版部。

我们开始接触不多。1982 年我当文
化部出版局办公室副主任兼分党组秘书，
他是副局长，主管业务，是我的直接领
导。1986 年成立新闻出版署，他是副署
长，我还是在办公室为领导们服务。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出版事业面临情况
最复杂的时期，要妥善处理改革开放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出版业困难最多
的时期，印刷条件落后，出版周期长，纸
张短缺等。但是，这个时期出版事业却取
得了长足发展，不但很快解决了“书荒”
问题，而且实施了多项重大出版工程。我
见证了这个过程，见证了刘杲同志对改革
开放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党性，见证了他处
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和智慧，见证了他
忘我的工作精神。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
他言传身教，我耳濡目染。他是我的榜
样，他是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1979年4月国家出版局根据党中央关
于“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起草版权法”
的指示，成立了版权法起草小组，从调查

研究开始，刘杲同志就参与其中。我国版
权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建立比较完善
的著作权法制体系，可谓步履维艰。其间，
有人对版权管理有不同的认识，我记得有
一次国务院讨论版权管理体制问题，引起
了争论，有人认为版权由新闻出版署统一
管起来即可。刘杲同志当场旁征博引，反
复说明新闻出版管理与版权管理的不同属
性，最后终于说服了在场的领导，决定设
立国家版权局，确立了与新闻出版署一个
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在版权立法过
程中，围绕“合理使用”“强制许可”“软
件保护”等问题，也争论不休。经过多方
的努力，1990 年终于颁布了新中国第一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刘杲同志作为时任国家版权局副局
长，对版权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

著作权事业“从蹒跚学步到阔步向前，走
过艰辛，走向辉煌”，凝结着多少刘杲同
志的思想、智慧和心血啊。他在他的《著
作权工作笔记》的《自序》中有这样一句
话：“如今我年逾九十，脱离实际工作很
久。可是著作权事业一直在我心中。”在
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今年10月26日，他
给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发了一条微
信：“我还有十几本《著作权工作笔记》，
请在方便时着人来取走。留在版权协会也
许有用。”这十几本笔记浸透着他对著作
权事业的情感和心血，可以说这是刘杲同
志留下的珍贵的“著作权思想遗产”。

刘杲同志也是一位诗人，很多人不知
道，因为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现出来。其实
他10岁时就开始学写诗了，“星——夜降
临了，天边出现了那颗星星。童年，在故

乡，在母亲的身边，我第一次认识了那颗
星星……”。2022年9月，他自己摘录印
制了一本《刘杲诗词习作摘录》，收集了
300余首诗词，有新诗，也有旧体诗。他
自己说这只是“摘录了大约一半”。从
1941 年开始到今年他从医院出院写的

《回家》，诗词始终伴随着他。“诗言
志”，他以诗词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
志品格。

1959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满怀
深情地写了一首诗：“入党——日月朗
朗，江山苍苍。一心向党，热血满腔。”
说出了他一个热血青年，如日月不改、江
山难移一样一心向党的誓言。2021年5月
27 日是刘杲同志九十大寿，他赋诗一
首：“九十初度——愧怍平庸岁月驰，人
生俯仰引深思。少年高诵大鹏赋，皓首
低吟龟寿诗。远路多艰忧国日，春晖寸
草感恩时。夕阳老树长江浪，新叶芳林
千万枝。”既有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之情，
又有对年青一代的寄托之心，读来感慨
不已。刘杲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心系
国家大事。2022年6月5日，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他当即赋诗：“欢呼——纵览太空风景
殊，中华儿女上征途。神舟一箭九天外，
老朽追随振臂呼。”他对老年生活始终充
满着乐观，2023 年 4 月 23 日春暖花开时
节，他写了：“今朝——夜来无恙喜今
朝，碧草红花细柳条。日丽风和天佑我，
小园策杖且逍遥。”这是一个多么优雅的
画面。

刘杲同志还写了不少山水诗，寄情于
田园山水间。早年的如《金山大队》，写
于1961年，“和风拂面步履轻，桃李争妍
看不羸。喜看麦穗三月黄，笑指杨柳一望
青。聪明勤劳皆人杰，增产丰收岂地灵。
沙子岭上红旗舞，此地春色最有情。”
1996 年他游览海南岛，激情赞美祖国的
大好河山。他写了：“万泉河——北国千
里正冰封，琼海四野郁葱葱。盈盈万泉河
中水，淡淡白石岭上风。”还写了：“三亚
湾——大海无垠浪滔滔，一洗平生案牍
劳。晚暮心思淡似水，沙滩袖手闲观
潮。”这一年他65岁，面对无垠的大海，
一句“一洗平生案牍劳”，道尽了他操劳
一生、退出领导岗位后的释怀之情。

写到这里，两眼模糊，悲从中来，不
能自抑。

刘杲同志安息吧！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诗言志
——深切怀念刘杲同志

□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