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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的旗帜
——怀念刘锡诚先生

□刘 勍

文苑英华照人间
——悼念程雪莉女士

□小 雨

听闻恩师刘锡诚先生去世，回忆起他老人
家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不禁泪流满面。老师身
体一向健康，精神矍铄，时常关心民间文化界
的发展和学人们的动态。在八十九年的生命历
程中，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的七十年间，他用
诚恳的态度、勤奋的付出、遍布大江南北田野
的脚印，为抢救、保护我国民间文化做出了重
要贡献。如今，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纪念和
缅怀，愿老师千古。

刘锡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民
间文学理论家，民间文化事业的守护者、推动
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家。他曾形容自己：

“我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的农民，靠毅
力、勤奋支撑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
地。”他的土地就是我国社会科学的大花园，他
以笔为犁，收获的是创作和研究的果实。锲而不
舍地耕种，支撑他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深沉的
家国情怀，是像信念般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党的
文化干部的忠诚担当。

热爱文学：在文字工作中圆梦

刘锡诚先生一生的事业版图缘起于他对文
学的热爱。也许是年幼时在村庄耳濡目染的口
传文学镌刻进了他的基因，年少时他对文学的
喜爱愈发浓烈，大学时期他在北京大学俄罗斯
语言文学专业度过了与文学相伴的四年，走入
社会后他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文学或完全或交叉
地展开。他曾在文章中自白道：“在学术上，我是
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
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这两个他
看重的与文学相关的身份，与他曾经的工作经
历密不可分，是他在与工作的相互成就中，用勤
劳的双手创造的。

岁月是一本书，记录了成长和奋斗，满载着
回忆与温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刘
先生曾在《文艺报》工作五年，任编辑部副主任、
主任。文学工作纯粹、热烈，《文艺报》的工作氛
围充满生机和活力，为他提供了宽广的发展舞
台。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孔罗荪和许多同
事都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大家专业相近、追求
一致，文学又是刘先生一直钟情和熟悉的领域，
他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他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干劲儿十足，参与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界革故鼎
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旅程，为我国的文学事业
倾注了许多心血。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学创
作、生产优秀作品，他在出色地完成编辑工作
后，积极、用心撰写评论文章，推出了许多权威
的文学批评作品，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

深耕民间：与民间文化的不解
之缘

刘锡诚先生出身于山东的贫困农家，齐鲁
大地的风土人情调配了他质朴、正直、坚韧的本
色。直到耄耋，他仍常回忆起故乡，他对家乡的
深深依恋、对土地淳厚的热爱、对农耕文明的透

彻认识，促使他以民间文化为原点，用自己的一
生为标尺,去丈量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和广博。
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但他不惧困难和挑战，
凭借不屈不挠的性格，取得了多样的成就。他最
显著的身份是民间文化学者，他以丰富的人生
经历为养分，以宏阔的学术眼光为翅膀，贯通学
术研究的多个领域，最终融汇成自己独到的见
解，成为一代名家。

在刘锡诚先生的一生中，他与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渊源颇深，
他两度到民研会工作的经历，缔结了他与民间
文化难舍难分的缘分。1957年，大学时就爱好
民间文学的刘锡诚，经由老师曹靖华教授推荐，
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进入民研会工作，他
的职责是编辑、研究、翻译民间文学。而后的十
年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编
辑、研究和组织工作。受“新民歌运动”的号召，
他在新中国第一次民间文学采风中，深入全国
各地开展调查，最远到达了西藏门巴族聚集地。
他采集到了许多丰富的、鲜活的旧民歌，这些宝
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再传唱。在这个阶段
中，青年刘锡诚成为参与民间文学抢救、保护第
一线的研究者，收获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田
野调查经验，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间文
学调查成果，也令他对民间文学的理解更加深
刻和全面。

20世纪80年代初，刘锡诚先生重回民研会
担任领导职务。他发挥大刀阔斧、沉稳细致的工
作风格，以长远的眼光和正确的决策，带领民研
会拓展工作维度，推升理论高度。例如，1984年
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上提出工作方针，“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
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他的主张在今天看
来仍不过时。中年刘锡诚精神振奋、一马当先，
在他的主持下，民研会促进学科建设、培养专业
人才、加强媒体传播、推动国际交流，在学界和
社会上全面活跃起来，为民间文化的繁荣发展
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的重要工作，是有着“世纪经典”和
“文化长城”之称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
实施。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三套集成”出版工
程正式启动，有组织、自下而上的普查和编纂，
开启了民间文学事业的新篇章。借由“三套集
成”的出版，新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包括56个民
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的民间文学普查，其记
录下的海量成果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起
初，“三套集成”工作的启动并非一帆风顺，甚
至一度停滞。刘锡诚先生明白这项重大文化项
目在新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意义，经过他多方
协调、积极推进，逐渐扶持“三套集成”实施工
作走上了正轨。他不仅抓宏观，还细致、周全、
科学部署，提议在“省卷本”的基础上落实“县
卷本”，产生了最终数千种县卷本成果。他对普
查、采录、编撰工作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有自己
的思考和定位，他起草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工作手册》，使繁复的调查、出版工作做到了有
据可依。

鸟之两翼：民间文学研究和文
学评论

刘锡诚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有
学者评价：“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刘先生的著
述是最多的。”鲜为人知的是，他在老年时才正
式专职研究。作为一种态度，刘先生给自己起
了“边缘人”的笔名，他没有经费、没有助手，自
立自强、潜心笃志。他的研究具有先导优势，他
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见证
了学科成长的过程。他多年间深入全国，赴偏
远地区采集、积累了大量田野调查成果。作为
业界巨擘，他站位高远，学术视野开阔，能够快
速吸收西方理论优势为己所用，且研究眼光具
有前瞻性：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原始艺术研
究薄弱的基础上，刘先生敢为人先，把我国各
少数民族的原始艺术和我国考古挖掘出土的
原始艺术结合研究，梳理成新石器时代陶器、
原始绘画、原始诗歌等多项不同门类，形成了
立得住的本土化原始艺术的综合研究。钟敬文
先生评价他：“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
算是第一个。”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刘先
生的代表作，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版时，他已年
至古稀。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对内容不断填
充、修订后，这部110万字的皇皇巨著，树立起
民间文学当代研究的里程碑，引起了学界和
社会的巨大反响。《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
术史》的出现是首创性的，它填补了我国民间
文学领域没有专门的学术史著作的空白。这部
庞大的学术史代表了刘先生一贯重视史料的
取向——善于收集、发掘史料。在这部书中，他
呈现了许多第一手的珍贵史实。他在庞杂的
史料中爬梳，将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历程细
致地梳理和辨析，全面展示了我国现代民间
文艺学发展的历史概貌。他用文字构建了我
国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对民
间文学学科乃至民间文化领域发展起到了长
远的促进作用。

除了精通民间文学研究，刘锡诚先生也是
现代文学研究的行家里手。他说：“我的民间
文学观，理所当然地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
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刘先生文
学素养高，文字能力强，且颇具文采，善写散
文。他历经多个专业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在《文
艺报》工作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勤于思考，不
断挖掘作品更多的社会意义，经过快速反应、
积极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
出版了《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等多部文
学评论集，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留下了自己
的足迹。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行文快
且准，观点理性、深刻、有见地。他将自己的评
论理念定义为“求深、求真、求新”，对好作品
力排众议，对好作者积极鼓励，发掘了一大批

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学者担当：投身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推
进，于2003年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自此，我国非遗保护的大幕正式拉开。在政
府的组织下，一批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组
成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智囊团，为我国顺利
推进非遗保护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刘
锡诚先生受邀担任民间文学组的召集人，他义
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位古稀老人从书斋中走出
来，到非遗保护工作需要的地方，为我国非遗保
护事业勤恳地奉献，直至他年老体衰。

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驾护航”，是刘
先生人生中最后一项事业。他发挥着学者的担
当精神，秉持几十年的学术累积，身体力行地完
成了国家的嘱托、时代的使命。他承担的任务具
体而务实：评审、论证各级非遗项目；去全国各
地指导基层非遗保护工作方法；开展培训讲座，
宣传非遗在民族、文化上的价值和开展保护工
作的意义；积极撰写理论文章，出版学术著作，
为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答疑解惑。在他的老年
阶段，他将毕生的学术心得、研究经验献给了我
国非遗保护的伟大事业，促进了民间文学类非
遗保护工作科学、有序地推进，提升了我国非遗
学术理论水平。

非遗保护看似是外来概念，其实是历史的
必然选择。我国在近几十年中关注到了保护本
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刘锡诚先生的人生
历程正是践行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保
护、发展理念的动态过程。1999年，刘先生在
国际研讨会上做了题为《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
文化保护》的报告后，有多家媒体刊载，他认为

“保护民间文化已成为大家关心的热门问题”。
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作为我国自主开展非遗
保护的另一条战线，刘先生全然投入到这项工
作中去。他起草、编辑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为工作方式、方法定下

了调子，发挥了指导规范、统一步调的作用，更
为后续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接轨夯实了基础。显然，刘先生不仅
是第一批参与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学者，更是
一直坚守在我国自主保护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战线上的专家。

刘锡诚先生在学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他以提携后学、培养新人为己任，是学人们信赖
的老领导和前辈。他与北大同学马昌仪女士伉
俪情深，又处在同一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
就，自然成为学人们的偶像。他们在安定门外的
居所，承载了很多后辈学者的“文化记忆”。在这
里，大家得到了两位老师耐心的指导和帮助。这
种帮助是真挚的、无微不至的。在工作和学术研
究上，他帮助年轻人开展课题、指导文章、拓展
机会；他也时常关心大家的生活，大家的困难他
都记在心上。

将一个人一生的功绩浓缩成一篇文章很
难，刘先生高尚的品行和诸多学术建树将留在
人们的心中，成为无法消逝的诗篇。纵观他的人
生，可谓是风雨兼程。他经历过挫折，也承受过
命运的玩笑。但他自强不息，每份工作都做出
了成绩。一步一个脚印，沉稳矫健前行。最终，他
回到了民间文化研究的怀抱，或者说，他从没离
开过民间文化，他像是把民间文化看成了广袤
大地的果实，将其视之为珍宝，一个个挖掘、采
集、保存起来，保护、流传下去。

“整体研究”民间文艺学，是刘锡诚先生著
名的学术观点。他指的“整体”是对事物的外在
特征和内在本质结合研究。在此，我借助他对

“整体”观的认识写下结语——
刘锡诚先生的一生浓缩着时代色彩，他用

热爱融合了他身上诸多特征：出身农家、北大毕
业，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心系接地气的民间文
学，担任过官员、专职研究者，文人的身份、好汉
的性情，将这些和谐统一起来，他成了他自己。
他不受门派的约束，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执着
又倔强，朴实又纯真，他认准的土地，就会深耕
下去。他初出茅庐时，有人评价他：你还要另打
出个旗帜来！

他确实另打了旗帜出来，他最终成了旗帜。

她匆匆地走了，没有为我们留下一句告别
的话。

她就是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石家庄市
作协主席，21世纪以来当红的散文和报告文学
作家程雪莉。她在2024年2月7日永远离开了
我们，年仅51岁，在作家中可谓英年早逝。

我和程雪莉主席并不熟络，跟许多人一样，
先是从书本和媒体上认识她的。我们是同代人，
又同为女性，有着细腻的情感、热切的情怀，有
着对文学这块艺术净土由衷的热爱。我曾经见
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她是石家庄市灵寿县人，在
山前一个小村庄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村边环
绕着一条小河叫槐溪，年年河畔槐花盛开。很巧
的是，我的平原家乡也有一条槐河，也年年飘散
着淡淡的槐花香。这两条小河都是我们的母亲
河。于是我很关注她的作品，我们是神交已久的
文学姐妹。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立雪散文》，书
中描绘的少儿时代的家乡生活是那样生动鲜
活，犹如一道道清泉滋润着一遍遍细细品读的
我的心扉。这本集子的署名“程门立雪”，是个那
么富有美感和文化意味的笔名，我便深信她是
一个像古人那样求知若渴、可以用诚心感动师
长的才女，心想今后一定要结识这位有才情的
程雪莉。

我第一次见到程雪莉，是在21世纪初的石
家庄市青创会上。那时候的她看起来文静沉
着，穿着传统雅致，清新如兰花，又温暖如春

风，周身上下透出的仙仙文气诠释了女子美的
内涵。第二次是在五年前的石家庄市作家协会
会员代表大会上，程雪莉以她人品和作品的魅
力全票当选为新一届作协主席。这次见到她，
我将我参与编辑的刊物赠予她，请她多提宝
贵意见。她礼貌地用双手接过，还和我握手合
影。她掌心传递的暖，暖及我的周身。都说“文
如其人”，很难想象，几部大题材的恢宏之作
《故国中山》《寻找平山团》及后来的电视剧《滹
沱儿女》等就出自这样一位冰雪丽人的纤纤玉
手。几个月后，她又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

程雪莉的历史文化散文集《故国中山》，带
领我们走进一个战国时期的古老小国——中
山。她缜密、理性地一点点揭开两千多年前中
山古国的面纱，让这段埋没久远的璀璨文明

“复活”。在该书的研讨会上，关仁山等与会专
家学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程雪莉怀着对
家乡的情感和对古中山文化的热爱，不断翻阅

各种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中山国各个遗址，跑
遍中山古国和汉中山国当时版图中的县市以
搜集大量素材，花费巨大心力写出了《故国中
山》，这部文集是当时散文创作上的一个亮点。
大家也都赞叹，这样一个古老的题材，竟是由
程雪莉这个女子独立完成的，实在可佩！该文
集后来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优秀
作品奖项。不久后，程雪莉与甄金钟主编的
《风从中山来》，便是《故国中山》的续写。从此，
中山国成了河北人的热门话题。

程雪莉的文字既温情似水又大气磅礴，常
常使人感动得落泪；她的语言既有女性的柔肠，
又有男性的阳刚。她总结的“仁厚实在、忠勇稳
定、悲歌慷慨”这十二个字，既是对燕赵儿女自
古以来的天性和精神的充分诠释，也是对太行
东麓这片热土的文化内涵的简明表达。她曾经
用五年的时间寻找抗战时期的平山团，跑遍大
半个中国，足迹两万里，走访过160多位平山团
老战士及知情者，几次累倒在途中。她用55万

字的《寻找平山团》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抗战“铁
的子弟兵”从哪里走来，毛泽东、聂荣臻、王震、
白求恩为什么如此钟爱平山团，中共中央为什
么选择西柏坡作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她在此巨著里以人为点，以点为基，
连线成轴，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把大量走访记录
和文史资料以文学手法表现出来，作品充满文
学的魅力，给读者带来震撼的力量，让人读之血
脉偾张。这部大书后来荣获了第六届徐迟报告
文学奖，是众望所归的。

她写的《太行小兵》，则是用青春小说的形
式，以太行山上的小小少年为主线，书写了他们
在抗战中经淬炼成为英雄战士的曲折历程。她
还给孩子们写出了一部红色主题故事书《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永恒的旋律》，记述了
这首名歌的作者曹火星的光辉业绩，唱响了新
中国的永恒旋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气质文雅、已进入创作
盛期的优秀女作家，河北文坛的一颗璀璨明星，

却被一场不幸的车祸夺去了生命。程雪莉走了，
那时，我正在老家忙年，得知这个噩耗，不禁

“啊”了一声，心情瞬间结冰。天嫉英才啊，真真
让人扼腕叹息！河北文坛上一片悲声，时恰苍天
降雪，若白衣服丧，大地沉寂，似都在垂吊这位
才华灼灼的女作家。一些诗人这样写道：“故国
中山苍茫事，血气方刚平山团”“纤笔一支耀燕
赵，程门立雪铸名篇”……

雪莉你一路走好！你的散文、报告文学和电
视剧将长留人间，中山国的历史文化和平山团
的红光将烛照着我们，你的创作精神将激励着
我们，沿着文学之路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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