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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8 日， 惊闻安康博物馆退
休馆员、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厚之
先生不幸病逝，心中不禁十分悲戚。 这位学界
敬仰的自学成才文史学者、 地域文化研究专
家，离我们远去，无疑是安康文化事业的一大
损失。

上世纪 90 年代，经常在《安康日报》看到
以“兴安厚之”署名的地域文化研究文章，深为
敬佩作者的勤奋耕耘与广博学识。熟悉的文友
慢慢知道，这两位“黄金搭档”的专家就是业余
执著于挖掘、整理、研究安康本土历史文化的
专家李厚之与张会鉴。

李厚之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生于安康县
五里区贫寒农家，初中毕业后恰逢三年困难时
期，无力升学深造，辗转几年后因缘际会被招
到地质队工作，但心中深藏的文化情怀并没有
在四处奔波勘察的忙碌中湮灭，一有空就坚持
自学，练笔。本职工作虽然是地质勘探，但他却
十分关注偶尔看到的碑帖牌匾等历史文化遗
迹，便将其记录下来，抽空写成小文章，投寄
《安康日报》。 报社编辑张会鉴十分欣赏看重，
每篇必发，对他是个极大的鼓励。

一来二去， 共同的文化情怀与写作爱好，
使他们二人成为至交。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安
康人，眷恋安康，热爱安康，是本土文化的守卫
者。每次相聚，伴随一杯清茶，常常为安康文化
的积淀深厚、源远流长而感叹，每有所悟，即付
之笔墨书写出来，藉以记录和传播逐渐淡化的
安康传统文化。

1995 年，厚之、会鉴二位先生在搜集、占
有很多资料的基础上，产生了编写《安康文化
概览》的想法，希望立足安康地域文化，以当代
中国文化发展高度为坐标， 用大文化的视角，
通过客观的史实描述，梳理、总结、分析安康历
史文化内涵。此计划得到时任地委书记谈俊琪
等领导的支持，表示愿意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
持。有了这个坚强后盾，他们的心里更踏实了。
很快约请丁文、姚维荣、杨克、徐生力等文友共
同商讨，分配了任务。 经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
认真研究、撰述，经反复讨论修改后，1997 年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文化概览》
作为安康第一部全面论述地域文化的专著，得
到了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这部大著完成后， 一方面积累了资料，另
一方面也增强了厚之与会鉴地域文化研究的
信心。 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两人合作相继完成
了《安康历代散文选注》《安康历代小说笔记选
注》《安康历代诗词点校》等专著，与李启良等
人合著《安康碑版钩沉》，并获得当年安康地区
“五个一工程”奖。

此后，二位以“兴安厚之”的笔名联袂在安
康日报发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短文，几年间
竟积累到一百数十余篇，读者时有好评，索要
者不绝。加上他们在国内其它报刊发表有关汉
水文化研究的论文，竟有八九十万言。 不少朋
友建议，应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以存史资治，
启迪后人。 2006 年， 他们将这些文章搜集整
理，编辑成书，名曰《兴安谭丛》，一是标明地

域，二是有所寄托。 问世后一片誉声，有评价
说：“读来厚重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可以
了解历史、领略文化，教诲人生，净化心灵”。

这部皇皇百万言的鸿篇巨制，涉猎非常广
泛，内容十分丰富。 丛书共四卷：《安康金石佚
文点校》为史料实录，共收入安康境内上至周
代、下至民国的砖铭、碑版、地券、文书、序跋等
散失佚文近 300 篇。 《汉上拾韵》为安康地域文
化研究专辑， 考证分析了安康古代文化的源
流、类型、特质；安康历史遗迹、风俗民情、自然
景观、名人轶事、神话传说。 他们旁征博引、说
古论今，从女娲、舜帝等神话人物的踪迹到怀
让、董诏等历史名人，从关庙旧石器遗址到陈
家坝、马家营等新石器遗址，从安康古代的雕
塑、壁画、石刻到西域乐舞、山水画屏，从文庙
沧桑到寺院兴废，从古岩墓到百子洞，从平利
的刘禅封地到笔架山肉身探谜， 林林总总，蔚
为大观。

时光的年轮不断向前，厚之与会鉴二位先
生相继步入老年，虽然从工作岗位退休，但痴
情于安康本土文化事业的情怀却更加执著，炽
烈。 他们二人结伴上牛山，登天柱，赡礼佛音
寺，问道龙兴寺，寻迹万春寺，将安康有名寺院
几乎游遍。回来之后，即查阅地志，参考佛道经
典，查找有关安康宗教历史和人物，大量资料
的搜集， 让他们得窥安康宗教发展的脉络，认
为安康宗教文化是安康文化中的瑰宝，研究安
康文化不可不关注安康宗教文化， 特别是佛
教、道教文化。 而安康的宗教文化因出现了怀
让、印光、张伯端这些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
人物，无不说明安康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内涵
丰富。 于是萌生了撰写安康宗教文化的心愿。
他们这一想法得到了安康佛教居士李建国，特
别是市方志办主任张永强先生的大力支持，心
里有了底气。二位根据身体状况与掌握的资料
分工合作，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安康宗教文化》
初稿 。 《安康佛教文化 》《安康道教文化 》于
2007 年 2 月正式出版， 填补了安康宗教文化
研究的空白，不少评论者认为，这两部书质而
不俚，既体现出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开拓了新
的欣赏和认识空间，同时也具济世功能，对安
康的旅游业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由于青年时代社会的、家庭的诸多因素影
响， 厚之与会鉴先生均未正式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完全靠业余自学、靠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
毅力， 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
终于开出一片绿洲，结出累累硕果。 这让很多
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和由于种种原
因没上过大学的青年受到不同的启发和借鉴。
读书须用功，关键还是持之以恒地努力，一样
能在某个领域做出利国利民的成就。李厚之的
经历更给我们各个年龄的学人做出了表率，提
供了借鉴。

愿厚之先生安息！

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刚刚出版的散文集《都是人生》，入选
了“文学百年·名家散文自选集”丛书。 这套丛书还选入了现当
代著名作家鲁迅、冰心、郭沫若、老舍、茅盾、雷达、从维熙等人
的作品。 可见，这套书的规格和档次是多么的高大上，又是这样
的接地气。

我在无冬的海岛研读这部散文集，读毕，书中的文字如画
面样一幅幅浮现在眼前：

———为了补贴家用，少年杜光辉拾过瓜子、捡过烟头、帮人
拉过车（挂坡）；

———为了谋前途，16 岁的他， 在青藏高原汽车部队服役 6
年。 元月，是青藏高原最寒冷的季节，大雪封山。 一次，运送物资
时，他乘坐的汽车坠入十几丈深的峡谷，气温降到零下 50 度，几
乎冻毙。

———复员后，自学考上了西安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后分配
到襄渝铁路紫阳县一个叫毛坝关的火车站，在这个深山小站当
了八年通信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杜光辉放弃铁路部门的稳定工作，
举家带口闯荡海南，为了生存，白天骑着单车冒着南中国太阳
的酷热找工作，尽管一天只吃一碗汤面，但钱还是花完了，被房
东赶出出租屋……

他多少次差点倒毙在海南椰子树下， 有好心文友劝他:“你
不适合海南，还是回内地吧! ”

他回答：“大不了卖掉一个肾，交给老婆孩子，让老婆把孩
子养大，我就不信在海南混不下去! ”

就是凭着这股倔劲和底气，他在海南立足了，干得风生水
起，成为大学教授，一级作家、海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他在散文《感激苦难》中写道：“对于作家来说，苦难是一笔
财富，是创作素材的富矿。 苦难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还有更为
重要的作用，就是直接击打作家的灵魂……”

杜光辉出生在西安市东五路口一个贫民院。 童年时代，因
为城市缩减人口，一家人除了父亲，从西安搬到河南巩义山里，
由城镇户口变成人民公社的社员。 少年时又迁回西安。 一家人
租住在一间农舍里，一个土炕难以睡下七口人。 杜光辉只好到
生产队的马号里蹭睡。 马号是饲养牲口的地方，环境恶劣，蚊钉
虫咬，粪臭尿臊……但是，他在马号里，从车户汉子嘴里接受了
丰富的民间语文：三国水浒，隋唐演义，封神榜，东周列国，三侠
五义……他认为，“自己的文学启蒙就是少年的关中农村的马
号，是满是牙垢的臭嘴里阐讲的民间故事、奇闻逸事。 ”

再长几岁，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断了他上中学、考大学的
美梦。 为了不饿肚子，他报名参军，在部队吃了几年饱饭，个子
长了十多厘米，把他锻炼成不怕苦难、意志坚定的汉子。

复员后，他又考上了铁路运输学校，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听
力极度下降。

中专毕业后，杜光辉被分到大巴山深处的襄渝铁路紫阳毛
坝火车站，这里没有任何娱乐生活，收音机、电视机没有信号。
杜光辉在《读书，对抗抛弃的坚盾》中写道：车站的二十多个人，
除了男的，还是男的，这些老大不小的光棍只有用喝酒打架来
抵御人性的折磨。 作者以一种沉实厚重的目光审视人生,情感独
特,思想深刻,充满了朴素的人文主义关怀。 洋洋洒洒的文字中
细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比比皆是
触动心扉的文字。

在寂寞入骨的空虚里，杜光辉思考自己的前途。 可是，一个
深山小站上的半聋工人，能有什么前途？ 难道就这样走过自己
的一生？

思考的结果，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于是，自杀的念头时常闪现在杜光辉的脑海中。 偶然的一

天，满怀颓废的杜光辉走进了当地一家文化馆。 他拿起一本《新
体育》杂志，随便翻看起来，里面的小说《含羞草》吸引了他，是
作家张洁写的，文笔优美，故事感人。 他突然萌发出这样的想
法：耳朵对于写作者完全是多余的器官。 而且，用嘴和耳朵进行
交流，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用书籍交流就无距离和时空的限
制。

“是作家张洁催生了我的文学生命。 ”杜光辉说。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他找到宿舍楼梯间一个存放

扫帚的小屋，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成了读书写作的地方。 “大巴
山的冬夜，寒冷锥骨，坐到半夜，冻得难以忍受，就把被子裹在
身上。 ”他在书中写道：“我像久旱的沙漠，遇到春雨的滋润，一
滴不露地吸收。 阅读，是先哲跟我交流，只要先哲没有抛弃我，
人类就没有抛弃我，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 ”从此，杜光辉在书
海里畅游，书读多了，“作家梦”在他心里发芽，一点点长大。

看书，就要买书。 月工资 42.5 元的他，为了买书，把每月的
伙食费控制在七八块钱以下，几个月不吃一次肉。 由于长期营
养不良、劳累过度，身体虚弱，走路打晃。

杜光辉想当作家不知怎么被别人知道了，这成了人们饭余
茶后的笑料。

吃饭时，大家围在房檐下扒拉饭食，有工友当着大家的面

说：“杜光辉， 不忙的时候请个假， 到你先人坟上看看冒没冒青
烟？ 你要是当了作家，我们排着队在你裤裆下边钻三圈！ ”

这话引起人们哄堂大笑。杜光辉愤怒，差点把饭碗扣到那人
头上。 但他不敢，打起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段时间，他是在低头中过日子的，看书低头，写作低头，走
路低头，见人低头，开会低头。他自己都觉得低人一头，一个半的
聋人凭什么在人前抬头？

刚开始写作时，杜光辉连什么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分
不清楚。 就是看着文学杂志、书籍，照葫芦画瓢。

他拼命地写，拼命地投稿，退稿信从 1 封、10 封、100 封、200
封、将近 300 封。 望着厚厚一摞的退稿信，杜光辉自己给自己发
狠，等退至 1000 封时，就在退稿信的背面打上方格，写一部中篇
小说寄去，看能不能打动编辑！

算起来， 亲笔给杜光辉写退稿信的编辑有：《奔流》 的杜道
恒、《鸭绿江》的刘元举、《十月》的骆一禾、《长江文艺》的谢克强、
《当代》的周昌义、《作家》的宗仁发……

杜光辉通过关系，认识了西安一个叫宋登的作家，宋登先生
那时候在《革命英烈》编辑部工作。 杜光辉把自己的几篇小说给
他寄去， 宋登看了回信说你是当作家的材料， 但你还不会写小
说，连基本技巧如悬念、情节都不懂。你如果坚持下去，肯定能成
大器，宋登在信中写道：“文学创作是贯穿人一生的痛苦磨炼，只
有终生都经得起这种磨炼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

在连续收到 100 多封退稿信之后，杜光辉不得不怀疑自己
是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时常
萌发放弃写作的念头。 这个时候，《鸭绿江》编辑刘元举把杜光
辉的一个中篇小说退回来了，还附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写道：
“你是写小说的材料，你一定能写出大手笔的小说，我相信我的
眼睛！ ”

杜光辉拿着刘元举的信跑到半山上， 扑在一块大石头上放
声痛哭，一直到翌日凌晨一点多钟，才从山上下来，擦干眼泪，又
伏在桌前。

回忆这段往事， 杜光辉感叹道：“是刘元举拯救了我的文学
生命。 ”

在漫长的时间里，杜光辉和刘元举书信不断，频繁时一月两
三封，竟积累了七八万字。

1989 年的一天，杜光辉把中篇小说《车帮》，寄给了著名编
辑家刘元举先生。 20 天后，刘元举回信了：“杜光辉同志，你给我
刊写了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我刊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隆
重推出……

《车帮》在《鸭绿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杜光辉终于熬出了头。 从此，作品一发儿不可收……
童年、少年时期对乡村底层生活深入骨髓的感受，杜光辉把

这些经历化成了小说《大车帮》《黄幡》《孤舟》《碾麦场》……他以
青藏高原的汽车兵生涯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
《大高原》……；他以毛坝关火车站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路基
石》《医道》，短篇小说《流星》《深山养路工》；他以闯海南的苦难
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闯海南》，中篇小说《商道》《白椰
子》《公司》《连续报道的背后》《想当老板的女人》《都市里的另类
人生》，还有短篇小说《夜半歌声》等等……

到目前为止，杜光辉已在《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中篇小说
选刊》等发表 850 多万字作品，其中中篇小说 84 部、短篇小说 37
部，散文、随笔若干。 先后获得《中篇小说选刊》2000-2001 年“优
秀中篇小说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优秀作品大奖”、全国小说排
行榜等 29 次创作奖。 至今，杜光辉是全国罕见的只有中专文凭
的大学中文教授。

除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杜光辉还大量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书
中了解到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现实主义文艺；了解到古代
中国，春秋战国、隋唐时代、宋的纷乱、元的铁骑、明的治隶、清的
腐败；了解到宇宙之浩瀚，原子之渺小；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
内核、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

几十年里，杜光辉除了工作、吃饭、睡眠，其余时间全用在
了读书和写作。 “阅读像服用了健胃消食片，越读越觉得饥饿，
越饥饿越贪吃，像多日没吃草的羊，遇到鲜嫩的青草，久饿的豹
子遇到肥嫩的肉兔。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用于读书的精力和
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最近 20 年里，我每年的阅读量都在
1500 万字以上，大量的阅读帮助了我的写作。 ”

杜光辉是个谦逊低调、朴实文雅的著名作家，他说，我从事
文学创作 40 年，基本以小说创作为主，很少写散文。 “早在五六
年前，我开始做散文写作的准备，先后购买了六七千元的名家散
文集，研究众多散文作家的创作风格，寻找自己写作的道路。 如
果沿着他们的路子走，自己不过是他们写作风格的延续，不会有
大的出息。 ”

《都是人生》写的都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 我从中得到的
启示是，只有去除急功近利，丢掉投机取巧，为了心中的理想，不
论遇到什么苦难，甚至灾难，不退缩，不偷懒，不投机，一心一意，
一步一步，最终总会有所收获，上苍不会辜负虔诚的奋斗者。

有时看到一些
网络短剧，一个入赘
女婿隐藏了豪门少
爷或位高权重的身
份，入赘势利眼的家
庭。 因为穷，参加同

学聚会也受尽欺压。 终于他忍无可忍，一个电话让嘲笑
他的人家里上亿资产的公司破产，让欺负他的富二代家
破人亡，让欺负他的同学失掉工作还要全行业封杀。

除了赘婿剧之外，还有小媳妇是主角的，同样隐瞒
了富家千金的身份，也是忍气吞声到忍无可忍，娘家的
爹妈或兄弟一出面，让婆家大惊失色，追悔莫及。

由于这些短视频有极强的带入感， 让观众身临其
境。 主角受欺负时，观众也跟着气愤，也恨不得让那些盛
气凌人的家伙家破人亡。 当目的达到后，大快人心。 而我
常常感觉这些网络短剧在滋养我的戾气，带我远离善良
和美好心情。 三分钟开除一个高管，法律呢？ 五分钟让几
十亿的公司破产，制度呢？ 十分钟让几十口的家族遍体
鳞伤，人性呢？ 这些网络短剧正在消解法律和道德，正在
日益损害着人们的精神健康。

无须讳言， 当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消极现象，有
人崇拜权力和金钱，嫌贫爱富，以貌取人，讨好有钱有势
者，欺负弱势群体，把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网络短剧上
也并没有错。 但艺术是高于生活的，对这类现象可以唾
弃，可以抵制，但不可以崇拜。 可时下的一些网络短剧看
起来是鞭挞这类丑恶现象，但他们抵制的方法就是用更
大的权力或更多的金钱， 采取更暴力更骇人听闻的方
式，反映出来的是暴力高于法律，金钱征服一切。

现实社会可能确实有这种偶发事件， 这种个案，但
绝不可能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和本质。 我也经常参加同学
聚会，也有穷同学和混得背的同窗，可我看到的是富同
学在穷同学面前更加小心翼翼， 生怕有语言伤害到他
们，或者有不当行为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善良与教养
还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主流和主旋律。

我们今天进入了“微时代”，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
微审美，这种审美与生活经验交织杂糅，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经验紧密相关， 与传统艺术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这些微视频的创作基本上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 “搬运”
和“复制”，创作门槛低，表述的是个性化观点。 如果作者
追求真善美，作品就反映真善美；如果作者追求权力和
金钱，作品所号召就是追求权力和金钱。 作者崇拜暴力，
作品涵养的是暴力倾向；作者世俗化倾向严重，观众的
审美情趣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世俗化。 艺术与技术的
界限日趋模糊，高雅与庸俗的鸿沟被彻底抹平，传统的
美学标准正日益被消解，这应该引起警惕。

纸媒也好，手机也罢，只要能够为人类提供阅读支
持就对社会和人类有益，大作品也好，微视频也罢，从类
别上讲并不存在好坏之别，但作品的内涵却存在着是有
益于人类精神的健康，还是有损于人类的精神健康的区
别。 我也看到一些微视频，坚持宣传那些温暖人的故事，
宣传着人类真善美，滋养着人类的精神，维护着艺术的
高贵。 艺术无论任何类型，只要作者是用心而作，那必然
无分好坏，而是“风格各异”；但是，有很多短剧作者并非

用心而作，而是为标新立异、为获取流量、为利益最大化
而创作，甚至以复制粘贴的方式创作和生产大批情节雷
同、同质化的作品。 只要刷网络短剧，时时都能刷到赘婿
剧、富家千金下嫁剧，看到开头、看到人物设置即知道后
边的故事走向。 然而，这类剧的情绪植入性强，观众的情
绪一旦被感染，势必跟着剧情去发泄，在赘婿受尽欺压
成功反击的结局中得到释放，获得快感，也在不知不觉
中被植入迷信权力和金钱的观念。

这类网络短剧，其思想，如崇尚权势、金钱，消解法
律、制度和善良，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观
念中，它不但影响到社会道德的重建，而且影响我们对
现实的认知。 我很难相信，从五四以来我们所追求和为
之奋斗的科学与民主，我们努力构建的法治社会难道是
那些短剧中反映出的赘婿生活？

我们呼唤歌颂英雄，歌颂人类真善美，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短剧，这才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方向。 钱
穆说过：“善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这
善字，一切都无意义可言。 ”小说创作也好，短剧拍摄也
罢，都不应该被社会上的坏风气所劫持。 要坚信善的力
量，诚与善的里面才有文学和艺术的高贵，才应该是我
们要讲好的中国故事。

大众需要健康的网络短剧，我们期待网络短剧平台
能够生产出表现时代与人生，表现人类的情感、困惑及
理想，歌颂真善美，对生命意义有探索与建构贡献的好
作品。 让网络短剧成为维护文学和艺术高贵的一道坚固
防线，成为涵养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阵地。

上苍不负虔诚的奋斗者
———读杜光辉散文集《都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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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短剧应维护艺术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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