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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与现实担当——冯伟林《书生报国》读后

【作者】聂 茂

  伟林努力追求与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合一，积极践行“怀实业兴国之心，尽书生报国之

力”的人生理想。当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品读完他的新著《书生报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后，我认为，这是历史书写与现实担当的完美结合。作者用一篇篇厚重的散文表达了对岳飞、黄兴、

蔡锷、周敦颐、朱熹等先贤的景仰与敬意，展示了每一位受叙者闪耀生命壮美的光芒以及作者的志趣

与决心。  

    生命中不能没有感发，不能没有激情，人也不能没有诗心，生活也不能缺少诗情。从这个意义上

说，写作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它由作者传达给读者，而且可以不断生长，生生不已地流传下去。

伟林深谙此理，认为“言为心声”、“诗言志”、“不平则鸣”等传统写作理念并不过时。他的工作

十分繁忙，这决定他不可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写作都是有针对性的，充满现实意义。例如，

当他去临湘主政、去给当地人民造福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枝一叶总关情》以自励；当台湾政治小丑

陈水扁上演一曲曲闹剧，而国内一些学术败类试图为秦桧等人叫尸还魂的时候，他奋笔疾书，写下

《借问英雄何处》，对岳飞的精忠报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一些不良文人大肆“恶搞经典”、混淆

是非，特别是电影《色戒》这种为汉奸文化辩护居然赢得掌声不断的时候，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书

生报国》，该文的结束语便是：“我想大声问问：读书人啊，还有万丈雄心吗？拿什么来报效我的祖

国！”这掷地有声的发问，这振聋发聩的呼喊，令人热血奔涌，精神为之一振。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伟林一直以来景仰屈原和杜甫，而屈原追索理想的执著

精神，杜甫心忧天下的入世情怀，同样浸透在他的生命里。他把个人小我置放到国家、民族的大我之

中，把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投入到更为广阔和高远的人生境界，他在书写中磨砺，在磨砺中担当，

在担当中承受。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重要部门的管理者；在精神生活里，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

承者。现实生活充实并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又反哺并提升他的现实生活，两相合一，传递

给他的就是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力量。 

    伟林生性敏感，情感细腻。他的经历和学养，特别是他的视界和胸襟使他的写作不会停留于“自

娱自乐”，而是他的工作的延伸，生命的延伸，精神的延伸。他始终关注时代，认为时代感受与个人

体验是一枚镍币的两面，可以相互诠释、互为表里。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重组、文化主体已从中心向

边缘转化的现实压力下，写作关涉到他如何对历史反思，如何对时代发言。正因为此，他的作品，既

有与脚下这块热土和当今这个时代血肉相连的体验与记忆，又有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的体验者的

书写与思想者的言说。  

    换言之，伟林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诉求的双向维度出发，既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更

强调其关怀当下，聚焦底层，积极参与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的现实介入性。作者把历史书写视为现

实担当的印证，通过文学的方式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精神发现。《书生报国》一出版就受到

读者和评论家的热捧，证明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并非水火不容，在文学“向自我、个人和内心的不

断后撤或退缩”的时代，它再次彰显了文学依然拥有驾驭、言说重大社会与历史事件的能力，同时也

为伟林孜孜以求、朝向自己的人生理想作出了深刻的注释。 

【原载】 中国作家网200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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