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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内容概要

《也有风雨也有晴》内容简介：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情结、特殊参访，历史纵深、文化视角、
以文会友、民间叙事，成就了也彰显了文化大散文《难忘台湾  难忘金门》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目
睹、见证、亲历、也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令“师长背影”，“旧雨新知”鲜活、生动、温
馨而感人；令与王蒙的对话细致入微而又还原历史。“青春记忆”，带我们走进作者的学生时代；“
异域情丝”让我们领略了作者在国外进行文学交流的风采；“西部情韵”呢？则既是作者的收获，也
是作者辛勤耕耘、青春付出，心血汗水与情感的挥洒，同时也负载着作者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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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作者简介

　　陈德宏，生于沂蒙革命老区临沭县，学习、成长、工作于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毕业后只从事过两
种职业：教师与文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与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
创办及编辑工作，直至1987年年底该刊停刊；之后转入《飞天》文学月刊，继续编辑生涯；目睹、见
证、亲历、也参与了&ldquo;新时期文学三十年&rdquo;。曾任甘肃作协副主席，《飞天》主编，中国
作家协会六届、七届全委会委员，政协甘肃省八届委员会委员、九届委员会常委等。主要时间与精力
从事编辑及文学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业余从事文艺评论、报告文学及散文随笔的写作。主要著作有
文艺评论集《文艺观潮》，长篇报告文学《跨世纪的辉煌》、《铜城交响乐》、《史兴全与企业家
的T型结构》《跨越梦想》及文化大散文《张光年与黄河大合唱》、《难忘台湾  难忘金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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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书籍目录

也有风雨也有晴（代序）第一辑 难忘台湾难忘金门好事多磨&mdash;&mdash;穿越历史的飞行两岸情结
与到家的感觉松山机场&ldquo;群英会&rdquo;与&ldquo;两岸文艺会金门&rdquo;《X岛之两门相望》与
陈水在县长的苦衷官窑名家精品联展与两岸共创千禧瓷版画荒芜的文化岛金门的守护
神&mdash;&mdash;风狮爷民俗文化村与王应睐故居太武风景与&ldquo;广东粥铺&rdquo;的山东老乡战
争岛的战争记忆知识分子的忧虑听李敖痛骂李登辉参观国父纪念馆叙香园的笑声台北的&ldquo;公
车&rdquo;与&ldquo;公车诗&rdquo;《创世纪》的宴请环北海游做客在老画家的山间别墅参观台北故宫
博物院摩耶精舍的遗憾与文协大楼的诗人兴会相见时难别亦难蜀鱼小聚与海鲜大餐难忘金门难忘台湾
第二辑 师长背影和谐、诚信与说真话&mdash;&mdash;在某个会议上的发言并以此文悼念巴金老我与张
光年的忘年交&mdash;&mdash;从张光年的一封来信说起忆冯牧三题永久的思念&mdash;&mdash;忆宽厚
如兄长的唐达成斯人已逝风范长存&mdash;&mdash;片片断断忆吴坚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
花&mdash;&mdash;杨文林其诗其文其事其人段文杰的敦煌梦第三辑 旧雨新知内容与形式：追求完
美&mdash;&mdash;柳萌散文的美学解读《飞天》与李瑛：半个世纪五任主编的诗歌情
缘&mdash;&mdash;祝贺《李瑛诗文总集》出版欲说敦煌好困惑&mdash;&mdash;雒青之与《百年敦煌》
自杀真的是天才的宿命吗&mdash;&mdash;从胡河清的三封来信说起诗人一怒泄愤懑&mdash;&mdash;我
所结识的台湾诗人杜十三李学辉的文学&ldquo;三补&rdquo;&mdash;&mdash;青年作家补丁印象第四辑 
青春记忆成功者的身影&mdash;&mdash;哭龙泉遥远的记忆&mdash;&mdash;孙树强其诗其文其人第五辑 
西部情韵思念金川&mdash;&mdash;忆《飞天》与金川公司的文学情缘魅力永存莫高窟会师楼与会师纪
念塔前的遐思风沙疏勒河第六辑 异域情丝哦，戴珊卡&middot;马克西莫维奇&mdash;&mdash;前南纪事
之一&ldquo;菩萨&rdquo;与&ldquo;天堂之女&rdquo;&mdash;&mdash;前南纪事之二第七辑 对话与交流
为历史存真&mdash;&mdash;与王蒙对话《王蒙自传》并补充部分史料全球化语境下的忧患与选
择&mdash;&mdash;在&ldquo;感知中国&rdquo;土耳其行中土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日中文学纵横
谈&mdash;&mdash;访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我与中国文学&mdash;&mdash;访台湾籍著名旅日华侨作
家陈舜臣新时期文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mdash;&mdash;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日本文艺家五
人谈&mdash;&mdash;访团伊玖磨、筱田正浩、三浦哲郎、渡边美佐子、司修跋我的文学A、B
、C&hellip;&hellip;&mdash;&mdash;就&ldquo;改革开放30年甘肃文学的成就与局限研究&rdquo;答程金
城教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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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章节摘录

　　2000年1月5日　　好事多磨&mdash;&mdash;穿越历史的飞行　　千禧年的第五
天&mdash;&mdash;2000年1月5日17时40分。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我们乘坐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
的CX466航班&mdash;&mdash;&ldquo;空中客车&rdquo;腾空而起，直插云霄&hellip;&hellip;　　此时此
刻，似有一块石头从胸中落下。我与同行的诗人李云鹏相视而笑&mdash;&mdash;那潜台词，是企盼已
久、策划已久、一波三折的台湾之行，在千禧年之初终于成行了。　　早在去年5月中旬，《诗刊》
主编高洪波（现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台湾著名画家李锡
奇任董事的贤志文教基金会，策划了一项&ldquo;金门国际诗酒节&rdquo;，将于11月中旬在金门举行
，问我与李云鹏可否参加。我的答复是八个字：非常高兴，非常荣幸。高洪波说，此刻李锡奇正在西
班牙办个人画展，等他返台即会发来邀请函。之后便是海峡两岸的电话联络，电传往返。正当彼岸紧
锣密鼓地筹备、此岸紧锣密鼓地申办各种手续时，震惊世界的&ldquo;9&middot;21&rdquo;大地震发生
了。不久金门又发生了百年罕见的&ldquo;丹恩&rdquo;特大台风。鉴于台湾同胞忙于救灾重建，社会
气氛不宜举办大型联谊活动，贤志文教基金会二度发函，变更活动主旨，将&ldquo;诗酒节&rdquo;改
为赈灾形式，并延期至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月2日以跨千禧年祈福方式举行。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人算不如天算。由于全球电脑系统面临&ldquo;千年虫&rdquo;灾的考验，台湾民航当局宣布，在
跨千禧年期间停飞或减少部分航线的航班。其中就包括台北飞金门的航班。无奈之下，再度延期至1
月6日至9日，且规模缩小，人员减少，将活动重新定名为&ldquo;诗酒迎千禧&mdash;&mdash;两岸文艺
会金门&rdquo;。　　如此的艰难曲折。　　通往台湾的路真的比蜀道还难吗？　　好事多磨。多磨终
成好事。　　1月4日下午1时，我们从兰州飞抵深圳黄田国际空港。在深圳稍事休息，我们的朋友、报
告文学作家郑世隆亲自驾车送我们至罗湖出关。　　毕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随
着出境的人潮，跨过罗湖桥便踏上了香港的土地了。尽管香港回归两年多了，心情仍难免有些异样的
激动。听朋友讲，回归之前的港英当局的入境事务处，对大陆居民特别不友好，即使你手续齐全，也
时常受到冷遇与刁难。90年代初，福建电视台的&ldquo;海峡同乐&rdquo;摄制组前往台湾做节目，就
被搁置了五个多小时，险些耽误了预定的航班。大名鼎鼎的导演谢晋出访台湾，也被足足&ldquo;冷
冻&rdquo;了八个小时。想到此，仍不免有些紧张。　　香港毕竟回归了，入境手续办得比预料的要顺
利，香港居民、大陆居民、外国公民、外交人员，各有各的通道。整个入关签证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
。　　入了关，翻看签证内容：&ldquo;访客&mdash;&mdash;批准逗留至二○○○年一月十一
日&rdquo;，也就是说，获准在香港逗留七天。这已足够了。实际上我们第二天就飞台北，连24小时也
用不了。问题是在签证上还订着一张铅印的纸条。纸条的第一行文字是：&ldquo;欢迎你到香港特别行
政区旅游。&rdquo;这当然很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下面的文字：&ldquo;由于你现在持有的证件是
内地往来港澳通行证，你是以访客身份留港，因此你不得从事任何工作（无论有薪或无薪）、经营或
合伙经营任何业务；亦不得在任何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就读。如你不在所获准的时限内离开香港特别
行政区，或违反逗留条件，就会被检控及遣送内地。&rdquo;这犹如先给你一个笑脸，然后举起警告的
威煞大棒，让你的心为之一紧。恰在此时，一个老外手持翻开的护照，盯着我通行证里的便条，那蓝
蓝的眼睛里分明透着疑惑：我为什么没有呢？他定然是把那张便条当成入境事务处给大陆同胞的特别
优惠卡了。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与此同时，我倏然想到，对峙了半个多世纪的海峡两
岸，为什么不能直航呢？据说福州飞台北只需40分钟，省时省事省钱又省麻烦，那该多好哇！　　都
说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可人类创造的历史为什么总跟自己过不去呢？　　台湾的中华旅行社所在的力
宝大厦，是一座风格独特、后现代韵味十足的豪华大厦，出了金钟地铁站，一眼便能辨认出她的身姿
与容颜，而且过目不忘。耐人寻味的是，隔着一条马路就是魅力无穷、光芒四射、生机盎然的中银大
厦。中银大厦是当代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的杰作，而今已成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　　从不同的角度
欣赏这两座豪华大厦，便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有时是隔路对峙，互比高低；有时是比肩而立，相
映生辉；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森林中各领风骚，各异其趣&hellip;&hellip;我们这些搞文学艺术的，
成天坐而论道，大谈什么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hellip;&hellip;其实，建筑才是文
学艺术各流派的滥觞与渊蔽。人称香港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此言不虚。站在会展中心前的维多
利亚湾岸边，倚栏举目，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经典之作，触目皆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
动的建筑。在这儿，你会有更多的认知，更深的体验，更美的感悟&hellip;&hellip;　　中华旅行社的接
待大厅设有许多办事窗口，其中有两个窗口是专办大陆人员赴台事务的。我们到得早，来此办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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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人尚不多。一位漂亮的小姐接待了我们。她说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待人热情、礼貌、周到。看
来，台湾很注意自己的窗口，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所谓办手续，就是把台湾有关部门批准的电
传给我们的&ldquo;赴台旅行证&rdquo;换成正式的赴台旅行证。就是这原本十分简单的手续，却用去
了我们七个月的苦苦等待。这是怎样的七个月啊！不仅跨了世纪，而且跨了千年。这是否也应该算做
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呢？&hellip;&hellip;　　仔细一想，也不尽然。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有多少
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他们长相思、长相忆、长相盼，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有的甚至含恨离去，
始终未能跨越海峡，始终未能与亲人谋面。相比之下，我们简直就是幸运者了。人类啊，你就是如此
地创造文明又毁灭文明、创造自己又惩罚自己吗？　　空中客车的设计先进，设备一流，容纳数百人
的客舱仿佛是一座现代化的影剧院，宽敞舒适；每人一台电视就在前一排坐椅的背后，播放的数套电
视和音乐节目，供你自由选择。此时此刻，我对电视、音乐不感兴趣，空姐赠送给每人一本的画报我
也无心翻阅。对了，我应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看大海&hellip;&hellip;　　多美啊！晚霞染红了半
边天，也染红了机翼下一堆堆棉絮似的云层，透过云层的缝隙，大海跃动着玫瑰色的粼粼波光。啊！
这就是我思念已久、渴望已久、企盼已久的阻隔两岸又连接两岸的台湾海峡吗？！　　此情此景，蓦
然触发了我大脑皮层深处的记忆。许多许多年前，我在一位老书法家的书斋见到过大诗人大文豪郭沫
若亲笔题写的一首诗&mdash;&mdash;　　仰视苍苍无尽，　　俯视无尽苍苍；　　红花万朵太平洋，
　　至今犹忆扶桑&hellip;&hellip;　　这是郭老当年访问日本归来时写于飞机上的一首诗。横溢的才华
，澎湃的激情，加上郭老潇洒飘逸的书法，令这位身处逆境的老书法家的斗室蓬荜生辉。郭老的诗写
得太好了。郭老的诗不也正是此时此刻台湾海峡的鲜明写照吗？　　然而美丽壮观的&ldquo;红花万
朵&rdquo;的台湾海峡，在我眼前淡出了。代之而来的是阴云密布的战火纷飞的多灾多难的台湾海
峡&mdash;&mdash;倭寇的侵扰，使台湾岛无宁日；荷兰人的殖民主义贪婪，在这儿点燃了战火；郑成
功为了收复失地，在这儿发动了战争；清王朝为了版图的统一，在这儿万船齐发；日本帝国主义为
了&ldquo;东亚共荣&rdquo;的狂想，趁甲午战争之余威，在这儿烧杀抢掠&hellip;&hellip;这些发生在近
、现代历史上的铁血记忆，如果说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大炮与大炮的互射、
军舰与军舰的碰撞、战机与战机的较量，则历历在目，恍然如昨&hellip;&hellip;　　台湾海峡，你不觉
得在你平静的海水下面隐藏着太多的惊涛骇浪吗？　　让过去成为过去，让历史成为历史。睿智的中
华民族，不仅可能而且应该续写历史新篇章&hellip;&hellip;　　19时10分。我们的航班在桃园机场准时
降落。飞机着陆的一刹那，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mdash;&mdash;我们不仅穿越了海峡，而且穿越了历
史。　　哦，宝岛！我们终于踏上了你的土地！　　台湾，你好！我们终于来了&hellip;&hellip;　　两
岸情结与到家的感觉　　通过长长的甬道，再次来到海关。再次的查证，验证，询问，诘问，盘
问&hellip;&hellip;从大陆经香港到台湾，都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却要出关&mdash;&mdash;入
关&mdash;&mdash;再出关&mdash;&mdash;再入关这样的反复折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无奈还得
忍耐。这就是历史造成的现实。不过下面发生的一幕，让我的心情愉悦了许多。　　从海关出来前往
接机厅，中间还要经过一道边检，有许多穿黑色警服的警官在检查旅客的行李。说是检查，实际上是
抽查。大概因为我的行李箱又大又重吧，被一个年轻的女警官挡住：　　&ldquo;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rdquo;她满脸严肃地问道。　　&ldquo;是书。送给台湾作家同行的书。&rdquo;接着我不失时机地
幽了一默，&ldquo;以前是孔夫子搬家&mdash;&mdash;净是书，现在是作家送礼&mdash;&mdash;净是
书。&rdquo;　　女警官的脸上闪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但仍未放弃警觉：　　&ldquo;还有呢
？&rdquo;　　&ldquo;衣服。我从祖国的大西北，来到祖国的大东南，温差将近30℃，一路换下的衣
服全在里面。&rdquo;　　&ldquo;你们是大陆来的？&rdquo;她指了指我和紧跟我身后的李云鹏。　
　&ldquo;是的。&rdquo;我边回答边掏钥匙，准备开箱让其检查。出乎意料的是，女警官把手一
抬&mdash;&mdash;请&mdash;&mdash;免检了。　　是我故意强调的&ldquo;祖国&rdquo;二字打动了这
位不苟言笑的女警官呢？还是我的幽默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缓和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反
正这是一个好的兆头&mdash;&mdash;是我们台湾、金门之行一路受到诸多优待的第一次。这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　　应邀赴台的其他六人来自福建。他们是港台文学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福建社科院
的刘登翰，福建省歌舞剧院编剧、女诗人黄锦萍，福建工商报总编辑刘友容，《管理与财富》杂志主
编薛承枫，福建电视台国际部记者吴国标，福建芳华越剧团当红小生郭莉英。他们乘坐的中华航空公
司的航班，本应早我们15分钟抵达，但却因故晚了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同福建的六位同行素不相识，
在桃园机场的接机厅经李锡奇介绍才相互握手，自报家门。这实在有点荒诞加滑稽&mdash;&mdash;大
陆同胞经台湾同胞介绍于台湾相识，这不仅是一段佳话，而且更是一种缘分。　　同李锡奇一起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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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的，还有企业家黄滈权、吴安安及被称做&ldquo;唯美主义者&rdquo;的青年画家蔡志荣。他们各
自驾着自己的车。福建的六位同行被平均分在了三辆车上，我和云鹏由李锡奇陪同上了一辆&ldquo;大
众&rdquo;面包。　　古月说：李锡奇可以没有老婆，不能没有朋友。诚如斯言！六年多不见，李锡奇
依然热情不减，精力过人；对朋友依然是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当然，也有变化，那就是两鬓增加了
许多白发。岁月不饶人啊！　　我们的四辆车鱼贯而行，驰上了桃园至台北的高速路。夜晚的高速路
，车流如潮，灯火如炽，闪闪烁烁，似流动的银河，蔚为壮观。十多个座位的面包车，只坐我们三人
，本应很宽松，我们三人却挤在一排，谁也不愿分开。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互相倾诉着别后的情
形&hellip;&hellip;往事如烟，时间倒流，仿佛又回到六年前的敦煌&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1993年在金川公司经理杨金义和党委书记杨学思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李云鹏所供职的《飞天》与《
中国作家》决定联手举办&ldquo;敦煌笔会&rdquo;。应邀参加这次笔会的有著名评论家、原中国作协
党组书记唐达成，著名作家蒋子龙、陈丹晨、高洪波、程树榛、袁和平等十余人。就在参加笔会的作
家名单已经确定、笔会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突然接到高洪波（时任《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从北京
打来的电话，说台湾《联合报》副总编唐经澜先生和他的夫人陈长华女士热切希望参加这次笔会。高
洪波问我，可否把他俩加上？我立即表态：可以。就在笔会开始的前两天，又接到了高洪波的电话，
说唐经澜夫妇因故不能来，问换成台湾著名现代派画家李锡奇及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古月行不行。我
同样作了肯定的答复。　　笔会从8月10日至24日，历时半个月，在金川公司的大力支持与精心安排下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笔会直接的成果，是产生了一批写丝路、写敦煌、写金川的精美散文力作
。长期而巨大的结果，则是通过与李锡奇、古月的朝夕相处，深入交流，使大陆作家产生了&ldquo;台
湾情结&rdquo;，而李锡奇、古月则产生了&ldquo;大陆情结&rdquo;。　　8月23日是笔会的最后一个夜
晚，依依惜别的情绪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头。夜深了，大家仍聚集在唐达成的房间里，久久不愿离去
。李锡奇、古月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留言签名册，请大家留言签名，以资纪念，并请达成为之作序。达
成同志当众欣然命笔，一挥而就：　　癸酉初秋，有敦煌笔会之举。台湾艺术家李锡奇、女诗人古月
相偕同行。是时天高云淡，和风舒畅，同行十四人自兰州出发，沿古丝绸之路，驱车千里，遍览历史
古迹、地方风情，尤以瞻仰敦煌莫高窟为此行高潮。窟中彩绘泥塑，庄严雄伟，典雅博大，鬼斧神工
，精美绝伦，令人心神震撼，叹为观止。李先生、古女士尤为感奋，为纪念此次半月之欢聚，李先生
出此册页，以求同行签名为念。岁月易逝，友谊长存。聊志数语，以记其胜。　　&mdash;&mdash;长
沙唐达成志　　达成同志的序及与会者的签名留言，情真意远，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hellip;&hellip;　　带着美好的回忆，带着浓浓的&ldquo;台湾情结&rdquo;访问台湾，那思绪，那感
觉，那心情，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的。当现实的、立体的、栩栩如生的台湾取代了概念的、书本的、
地图的台湾呈现在你面前时，那惊奇，那欣喜，那感受非笔墨所能描述&hellip;&hellip;　　我们抵达下
榻的六福客栈已是晚上10点多了。行装甫卸，李锡奇就邀我们去吃宵夜。在去餐馆的车上，李锡奇告
诉我，腊月是台湾最冷的季节，此时台北最流行的小吃是姜母鸭。这一季节吃姜母鸭，既可进补，又
可御寒。驰车十分钟，便来到了据说是台北最负盛名的&ldquo;霸味姜母鸭&rdquo;餐馆。老板见我们
人多，又不愿分桌就餐，干脆将三张餐桌并在一起。姜母鸭颇似四川的火锅。不同之处在于锅的底料
是事先烧好的母鸭及母鸭汤，然后配以蔬菜、豆腐等涮着吃。果然名不虚传，鸭香汤美，霸味十足，
别具特色，口感极佳。我们十多人围着一字摆开的三张餐桌并成的大餐桌动起手来，杯筷并举，各选
所爱，一个个大快朵颐，吃得头上冒汗，口中打嗝，旅途的疲劳早已不见了踪影。　　我由衷地发出
感叹：真是到家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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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台湾那一段，蒋毛两人的博弈，国共的战争，中台的分裂，8.31军中乐园的笑话，殷切的期盼...
写西部那一段，又重温了一下大西北的人文情怀，原来我上次去过的沙漠叫腾格里大沙漠，去过的城
市--是被邓小平说“抱了个金娃娃”的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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