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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歇，李满
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白，面前这位高高
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
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
刻 。 2009 年 7 月 号 出 版 的 期 刊 《散 文 百
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 2005年回正定考察
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
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
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
声音说的。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抑或大
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
贾大山还不到 40 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
品收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盛，加
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对这个比自己年
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
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然笑容
满面。

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但不一会
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主人和客人，已
经握手言欢了。

习近平在 《忆大山》 一文中记录了当时
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
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
情谊。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
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
关门口。”

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空气中飘浮着寒
意，也一定弥漫着芳香。因为，所有的花
蕾，已经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春秋时期为鲜虞
国。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汉至宋
元，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与北
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明清至民
初，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 14 个州县，皆
属正定府辖区。

正定城墙周长 24 华里，设四座城门。
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基、大城砖拱券，
并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格
局十分鲜见，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
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内，有九楼四塔
八大寺，更有着众多的商铺、戏院、酒肆
和茶楼。“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此
之谓也。

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邃，像一株
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
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

贾大山 1942 年 7 月生于古城西南街，
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家境小富。说
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
个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丁。他
从小备受宠爱，吃、穿、玩、乐悉听尊便。
他喜欢京剧，爱唱老生，还能翻跟头，拿大
顶。他更爱好文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
作品。

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大
山未能走进大学。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
工，后又被下放农村。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他熟悉了
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这两种文化交融发
酵 ， 蒸 腾 升 华 ， 促 使 他 成 为 一 名 作 家 。
1977 年，他发表短篇小说 《取经》，震动
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
折桂，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摘取中
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无限风光，一时
无两。

大山身材中等，体魄壮实。关于他的面
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
述：“面若重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
头。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
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这便是人
们经常形容的那种‘犀利’吧。”

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打腹稿。构

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一枝一叶，一
蘖一苞，苞满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
初步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广
益。众人坐定，只见他微闭双目，启动双
唇，从开篇第一句话，到末尾最后一字，包
括标点符号，全部背诵出来，恰似京剧的念
白。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
朋友提出意见后，他仍在腹内修改。几天
后，再次咏诵。

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字珠玑，
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几 天 后 的 一 个 晚 上 ， 贾 大 山 走 进 了
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
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
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
段 ， 是 近 平 打 电 话 到 文 化 馆 ， 与 大 山 约
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
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
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
——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
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
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
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

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
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
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
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
驼 和 一 匹 骏 马 ， 那 是 北 京 朋 友 赠 送 的 纪
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
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 11 岁，自是
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
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
花”，每包 1 角 5 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
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
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
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
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
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 16 岁；
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
1964 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
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
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
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
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
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
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
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
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
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
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
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
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
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
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
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
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

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
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
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
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
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
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
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
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
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

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
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

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
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
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
原址。西行 20 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
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
户。走到育才街，向南 300米，左边一个低
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
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
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
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
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
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
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
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

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
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
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
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
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
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
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
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
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
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
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
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

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
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
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
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
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
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
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
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
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
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
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
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
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 《取经》

《花市》 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
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
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

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

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

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
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
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
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
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
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
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
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
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
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
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
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
第二天的休息日 （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
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
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
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
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
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
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
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
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
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
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
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
自 行 车 ， 下 自 行 车 就 和 我 握 手 。 我 问 ，

‘ 习 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
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
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
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
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
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 7600 万斤，每亩平均
负担 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
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
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
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
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
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
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
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
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
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
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
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
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 年 初 夏 ， 国 务 院 终 于 派 出 调 查
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
任务减少 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
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
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
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
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
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
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
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
以保护。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是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
部，他指示修缮保护。

“岸下惨案”是 1937 年 10 月日军侵占
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近平请人挖掘
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
定纪念碑碑文⋯⋯

198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近平打来电
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
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
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
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
过 几 次 ， 他 总 是 笑 笑 说 ， 君 子 之 交 淡 如
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
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
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

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
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
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

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
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

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
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
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
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
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
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
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
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
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
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
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
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

分 管 领 导 ， 近 平 一 直 在 暗 暗 地 寻 找 和 选
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
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
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
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
只 能 是 贾 大 山 。 大 山 成 熟 稳 健 ， 刚 直 正
派 ， 不 仅 善 写 小 说 ， 而 且 也 很 有 行 政 能
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
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
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
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
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
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
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
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
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
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
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
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
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
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
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习近平在 《忆大山》 一文中，全面评价

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
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
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
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
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
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
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
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
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
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
汗水。”

士为知己者死。大山是一个文化人，却
又是一个血性汉子。

在这里，且讲述几个细节。
常山影剧院，被称为正定的“人民大

会堂”，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但这座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前 的 木 结 构 建 筑 ， 已 成 危
房。近平提议重新建造。为了保证质量，
为了保证工期，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
到工地，日夜监工，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
之内。

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
院，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但由于年代久
远，破破烂烂。若要全面修复，需要资金
3000 万。如此巨大的投资，是当时全国文
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
程。为此，近平频频出面邀请国内权威专家
前来考察评估，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省城
和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直累得心力交
瘁，胃肠溃疡。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牙
关紧咬，冷汗直流。由于长期出差在外，药
罐只得带在身边，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
药。最后，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落
实巨资。

这项浩大的工程，还需要征地 60 亩，
拆迁 60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千难万难，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
满完成。

至此，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
化名片！

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
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
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
着 火 。 每 逢 此 时 ， 他 昼 夜 巡 视 ， 废 寝 忘
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
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
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
啊！”⋯⋯

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最辉煌的时期。

历史已经证明，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
智，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

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
活，极其酣畅。

不啻说，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
意、最幸福的文人！

⋯⋯
这期间，近平升任县委书记，工作更忙

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闲，一如既往地和大山
相约见面，夜聊。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
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
芳⋯⋯

1985 年 5 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
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 7 时
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
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
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
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
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

“⋯⋯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
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
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
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
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
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 访 时 ， 大 山 妻 子 告 诉 我 ， 那 天 晚
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
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
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
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
头，慢慢地说一句：“习书记调走了。”

49 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
退，回归文坛。

这个时候，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
现 ， 他 的 小 说 已 经 发 生 了 脱 胎 换 骨 的 蜕
变。“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
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
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
四溢⋯⋯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
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
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
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
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
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
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
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
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
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
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
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
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
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
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 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
十分挂念。1996 年 5 月，他听说大山在北
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
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
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
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
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
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
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
看他。”

近 平 没 有 食 言 。 仅 仅 十 多 天 过 后 ，
1997 年 2 月 9 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
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
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
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
淡 ， 再 也 没 有 了 当 年 的 红 光 满 面 和 言 辞
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
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像了吧。话
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
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

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癸巳年末，我去正定采访。
大山的家里，一切依旧，还是三十年前

的模样。当年的房屋，当年的木床，当年的
书桌，当年的茶几。坐在那里，凝视时空，
如幻如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
的影子，隐隐约约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
笑声。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
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伫立在时
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
永恒的朋友⋯⋯

哦，朋友，朋友，两心如月，冰清玉
洁，肝胆相照，辉映你我。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
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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