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
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原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
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
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等；长篇小说《雪祭》

《神湖》《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纪事》《家
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
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
集》等。

《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
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
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
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改编成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

关于《群山》

《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长篇传记，作者忽培元。这
是一部以马文瑞为贯穿人物的反映西北革命历史全貌的文学传
记，是一部陕北的红色革命史。除马文瑞外，该书还成功塑造了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等一批西北革命领袖的
英雄形象，同时也再现了西北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
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作者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人物生动，场景
宏大，情节客观真实，充满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和催人泪下的动
人细节。该书曾荣获全国优秀长篇传记奖。

作者简介

综合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谢丹丹 视觉/杨红亚 组版/李瑞 校对/肖怡甜

3

投稿邮箱：1160434317@qq.com

著名诗人、著名剧作家贺敬之：
马文瑞同志是我素所敬重的老一辈
革命家。由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
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革命，是中国革命
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花费数年时间，
实地考察、调查走访、勤奋写作，完
成了这本厚厚的传记文学。这对于
我们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
事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群山》这本书忠于历史真实，忠
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富
于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地方生活气息，
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曾经在延安
战斗、生活过的老文艺工作者。

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著
名作家王巨才：这是一部大作。一首
气象万千、恢宏激越的世纪交响曲。
作品文字洗练，富于激情；语言鲜活，
意趣盎然；对事件的记述把握得体，
分寸感强；对人物的描摹细致入微，
形神俱备，西北特别是陕北方言土语
的老到运用，民情习俗的熟练铺陈，
自然风光的大笔渲染，都有效地凸显
了地域特色，增强了真实感和吸引
力；其中不少精彩的篇章令人灵犀相
通，击节赞叹。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原会长、著名
作家刘白羽：看到长篇传记文学《群
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了，
非常高兴。这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恰恰又
是在贯彻“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出版，是一件喜人的事，必定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我
还要向作者、出版者表示深切的感
谢，感谢你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
出了这一卓越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长、著名作家何建明：
《苍生三部曲》是作家忽培元 30年间
深入采访和潜心创作的文学成果。
读这部作品，感到作者是三种身份，
一种是秘书，一种是作家，一种是赤
子。通篇贯彻着他对传主及那一代
的老革命家对人民大众和对故乡延
安乃至我们国家的深厚情感与执着

精神，十分令人感动。无论从文本的
创新来看，还是文学品质而言，包括
作家的创作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思
考借鉴、探讨和研究的。该书以德高
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家马文瑞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为贯穿主线，以
形象生动的文学语汇讲述中国革命、
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故事。同
时塑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等领袖人物和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等革命前辈
以及各个层面和各个时期风云人物
的群体形象。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
和平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
年代的开拓进取、矛盾问题与迷惘彷
徨，都有真切感人的呈现。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
家阎晶明：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
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
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
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
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
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
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
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
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
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
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
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
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
家、文学评论家陈忠实：读培元同志
的《群山》，也是有我进延安时的感
觉，是一种崇拜。崇拜，不是对培元
同志，是对通过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个
时代西北共产党人的崇拜，是对进行
的那一场改天换地、改变中国历史的
那样神圣的革命的崇拜。读《群山》，
使我对这块土地的了解，那场革命的
发生到结束，总体上得到一个全过程
的清晰的概念和轮廓。读《群山》，尽
管觉得朴实无华，但由朴实无华而给
人产生的那种不能摆脱的、巨大的真
实感、真切感，给人心灵上造成的印
象，不能不从昨天发生的事情对照今
天发生的某些让人痛心的现实去想
问题。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阎纲：培
元兄的《群山》，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
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
于它通过撰写陕北老区创始人之一
马文瑞的革命历程，从一个独特而重
要的角度反映了陕北革命史的艰难
而辉煌的进程，而且还在于作者在书
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与情感，作品超
出了一般传记作品而具有较深的人
生意蕴和较高的文学品位。我一向
认为，陕北这块最贫穷又最富有的革
命根据地作为文学富矿的价值，很值
得人们去进一步地认识和深入发
掘。忽培元《群山》的问世，正是这个
重点工程的一个可贵又可喜的开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

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从《群
山》开始，我就很关注忽培元的写
作，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
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
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
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
分独特的。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何
西来：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
延安传统的书，它的出版能够让我
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
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
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
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
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
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
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
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
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
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
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
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
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
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
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
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
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熏陶
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
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
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
拓、进取的延安精神。

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文艺
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郑伯农：
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
将近 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
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 90年代
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
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
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
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
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
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
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
的。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肖云儒：
《群山》贯穿的气势来自构思和结
构，便有了一种宏阔。虽然是为马老
作传，培元却取了由一个人反映一场
革命，由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的总构
思。他为这种宏阔的构思寻找到一
种宏阔的结构，这便是将主要人物放
在陕北革命的格局中展开，又将陕北
革命放在中国革命的格局中展开。
全书以马文端的革命经历
为主线，在他革命生涯的
自然展开中，引出一个个
人物，编织成人物关系的
网络，构成全书的骨架，再
穿插陕北和全国革命的宏
观场景和陕北的历史地理
人文景观，作品便有了一

个幅员宽大的空间。
著名作家高建群：我面对的是一

部近 50万字的洋洋大作。作品有一
条经线，以马文瑞同志的早期革命实
践为经，又有许多纬线，以中国共产
党人在陕北的早期活动以及延安岁
月为纬。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便在我的眼前展开。因为题材
的重要，因为执笔者对资料的占有，
以及深厚的文学功力和严肃的创作
态度，使这部书成为厚重之作，成为
党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重
要收获。

著名作家师银笙：《群山》是一
座山，横亘于我们面前。《群山》是一
幅画，勾勒出陕北革命历史如火如荼
的长卷。

当我们在传记文学“假”的荒漠
中疑虑徘徊时，猛地读到了《群山》，
仿佛找寻到一股“真实”的清泉，让
人如饮甘霖，让人荡气回肠，让人淋
漓尽致。这确实是一部不同凡响、不
同流俗、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优秀作
品，它是陕北革命的壮丽史诗，是中国
革命进程中动人的一章。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陕西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厚夫：首先，这是一部作者燃烧自己生
命激情，而且全身心地仰望革命，有着
人生担当的作品。其次，这部文学传
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功力和文学追
求，做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
合。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编年体的密
实性特点，与此同时，又具有文学的生
动性与丰富性，这部传记既真实也好
读。再次，这部大体量的作品，立足高
远，气势磅礴，传达出作者英雄主义的
情怀。这部传记与一般传记最大的不
同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能力
强，统筹兼顾能力强。

大庆教师发展学院原党委书记、
著名文学评论家杨铁钢：捧读《群
山》，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故事，让我
们看到了马文瑞那专注而严肃的深
情与姿态，感受出马文瑞义无反顾地
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奉献一切的战
士品格和情怀，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不
朽功绩和伟大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

“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更在于锻
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尚情操和
杰出本领，同时又有着扎实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袖人物、高级
党政领导者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栋梁
之材。捧读《群山》，如登高峰、望长
河、观浩海，眼界远大、胸襟开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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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何等坚韧，才能在深山
坚守六十余载，克服重重磨难，创造

“奇迹”。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把自己

所学回馈给群众。”这是张淑珍常挂在
嘴边的话。

1937年，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女婴
呱呱坠地。

在那个年代，女子入学并不容
易。张淑珍苦苦哀求，直到 12岁时，
父母才把她送进学校。一开始，张淑
珍在班里成绩排名倒数，但凭着一股
拼劲，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1957年，张淑珍离开家乡前往西
北农学院求学。由于所学的是林业专
业，张淑珍到黄土高原上的靖边县实
习。在治沙种树的 200多天里，她住
在简陋的土窑中，风沙让这个年轻的
女孩更加坚韧。

1961年，张淑珍毕业后，被安排到
商洛工作。得知要去山区，张淑珍没
有退缩，她服从组织安排，一头扎进秦
岭深山。

山脉连绵起伏看不到头，山路蜿
蜒崎岖、险象环生，就这样，张淑珍坐
在拖拉机里摇摇晃晃地走了一天。

一到商南县，张淑珍顾不上路途
艰辛，立即开始下乡调研。她看到这里
的群众日子太苦，平时连饭都吃不饱，
就下定决心，要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我在安康看到有群众种茶卖钱，
咱商南能种吗？”张淑珍心想，商南要
是种上茶叶，村民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1962年开春，张淑珍申请了10公

斤茶籽。之后的 5年间，她天天往苗
圃跑，耐住性子，一遍遍地尝试播种、
育苗，想方设法把茶苗种成功。

“你一天在乱搞啥？地里茶苗到
底能不能活？”时间久了，有人开始质
疑。

直到 1967年，苗圃终于采到第一
批茶。手捧着来之不易的茶叶，张淑
珍欢呼雀跃，商南可以种茶！

19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淑珍
参加了省上考察团，去浙江绍兴学
习。在那里，她看到成片的茶园，当地
村民因茶而富，她觉得，商南也可以规
模种茶。

满怀着希望，张淑珍回到商南，说
干就干。1971年春节，她带领群众开
垦荒山草坡，种茶籽，大张旗鼓建起茶
园。

看着茶苗一天天长大，张淑珍信
心倍增。然而有一天，她去茶园检查
时，突然发现有片地里的茶苗被拔光，
种成了庄稼。

“种茶能当饭吃吗？等着你的茶，
要把我饿死。”一位村民跳出来说。

辛辛苦苦管护的茶苗被拔了，张
淑珍心在滴血。

老天爷也来“捣乱”。1976年 11
月，商南遇上零下 8摄氏度的低温天
气，当年种植的茶苗全被冻死。

接连的打击让张淑珍心情沮丧，
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爱人焦永才鼓励她：“这回失败是
天灾，不是你的错，别灰心。”县上也继
续支持种茶，这让张淑珍重拾信心。

短短几年，商南建成茶场 36个，
开荒种茶 2万余亩。一盆茶叶鲜叶能

换一袋面，茶叶的收益有了，大家的种
茶热情也高涨起来。

眼看茶园发展越来越好，不幸却
降临到张淑珍身上。

1989年，张淑珍被查出身患癌症，
做完手术在医院住了 3个月。彼时，
正值种茶高峰期，张淑珍还一直放心
不下商南县茶业站的工作。

有一天，副站长刘保柱带着同事
去看望张淑珍，刚走进病房，她就坐起
身急忙问道：“茶籽发放了吗？地块选
好了没？”看着眼前因为化疗，头发、眉
毛都掉光的老站长还在关心工作，刘
保柱眼眶瞬间湿润。他心想，我们没
有理由不做好这份工作。

眼看身体刚有好转，张淑珍就要
出院，一心想去茶园看看。儿子焦岩
飞急忙出来阻拦：“你现在还需要静
养，先别操心地里的事。”但张淑珍执
意要去。实在没办法，焦岩飞只好和
姐姐搀着母亲一起上山。焦岩飞觉
得，种茶是母亲忙了一辈子的事，因为
精神支柱不倒，她才战胜了病魔。

1994年，张淑珍又遇到人生另一
个打击，爱人焦永才被查出肝癌晚
期。张淑珍陪老伴度过了他生命中最
后的 79天。“你一辈子把种茶这一件
事做好就行。”临终前，焦永才给张淑
珍留下的一句话，支持她走到了今天。

农村出身的张淑珍，选择用林业
专业反哺乡村；平原上长大的她，在山
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张淑珍始终践
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种茶带
领群众过上好日子。这种朴素的追求
一直激励着她，让她在历经人生的数
次磨难之后依然坚韧，在商南这块土

地上日复一日地坚守。

二

一个人要何等执着，才能将一项
事业坚持六十余载，在坚守中不断创
新，造福一方。

“超，这两天天气变化快，棚里的
温度要随时调节，不然苗子不好成
活。”9月6日6时20分，还在睡梦中的
商南县沁园春茶业公司负责人王超，
被一阵电话铃声唤醒。听筒里的声
音，他再熟悉不过。一到换季，85岁的

“奶奶”张淑珍就操心地打来电话，叮
嘱他照顾好新培育的茶叶苗。

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张淑珍每每
遇到茶叶新技术，就像个好奇的孩子
一样兴奋。了解、学习、熟悉，关于茶
叶的一切，她都不愿错过。就这样，她
守着茶树，做了一辈子茶叶，不断刷新
商南茶叶的“高度”。

1985年，在张淑珍的带领下，商南
茶叶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可是，面对
丰产的茶叶，群众又遇到了难题：供大
于求，商洛茶叶严重滞销。

彼时，县上正将一些事业单位改
制为企业。张淑珍与茶叶站副站长刘
保柱商量，响应国家号召，把 36家茶
场联合起来，成立茶叶联营公司，集
产、供、销于一体，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激发茶叶销售的动力，为群众创造
更大利益。

“你这是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
碗。”

“没了铁饭碗，我们以后生活咋保
障，不能干。”

……

一时间，周围的朋友都过来劝说
张淑珍。很多茶叶站的同事也不能理
解，站出来反对。

于是，张淑珍带着刘保柱，挨个上
同事家劝说。光说不算，到了茶叶销
售季节，张淑珍带头装袋、扛袋，把茶
叶放到一辆辆架子车上，护送着走一
段。张淑珍用自己的执着与倔强打动
了同事。

之后，茶叶联营公司成立，张淑珍
担任经理。年近 50岁的张淑珍，从技
术员转型为商人。“哪怕自己少拿不
拿，也要保证每名茶农和工人的利
益。”这是她给公司立的规矩。

第一年收茶，36家茶场同时交茶，
质量却参差不齐。

“你们的茶叶色泽不行，凭啥跟我
们一个价。”

“你们茶叶形状不如我们的。”
看着吵得不可开交的场长们，张

淑珍当即拍板：按品质分类分等级，根
据不同等级来定价。

就这样，从没有经验，到积累经验
再总结，张淑珍不断蹚出新路子。

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张淑珍意
识到，要想实现更高利润，还要建立自
己的品牌。

技术出身的她又回到田间地头，
移栽、管理，事无巨细。根据本地茶
叶的特征，张淑珍带领工人研制出独
到的炒茶技术，他们把用这种技术制
成的茶取名“商南泉茗”。半烘半炒

的技术使得茶叶品质更好。茶叶一
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价钱还比原来
更高。

出于对新技术的痴迷，张淑珍每
年都要去南方学习考察，看看能否给
商南带回新理念。后来，联营公司又
研制出“商南先茗”，在种植技术上实
现机械化，进一步提高效率。

不到 10年，公司在张淑珍的带领
下，产值超过 2000万元，茶叶产量翻
了40倍。

2009年，当王超提出，沁园春公司
想自己育苗，实现茶苗本地化，解决南
方苗木进入商南运输周期长等问题
时，张淑珍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时
已经 72岁的她，一边兼顾联营公司的
工作，一边关心苗木培育，经常到王超
的苗圃进行指导。

正是因为张淑珍的执着坚守和一
代代商南人的传承，如今，茶产业已成
为商南县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的重
要来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让“小小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
姓”。目前，商南县共建茶园 25.5万
亩，年产茶叶8000吨，产值达12亿元，
人均增收 5000元，形成了“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为带动
群众就业提供支撑。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茶姑娘”
到“茶奶奶”……这位身材娇小的女
子，用热血与青春、执着与坚韧，把一
切奉献给了热爱的事业。

学习“三秦楷模”

“茶奶奶”的创业传奇：从一片叶子到十二亿元
——记“三秦楷模”张淑珍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王婕妤

重温《群山》听回响——书评摘录
编者按

忽培元的长篇传记《群

山——马文瑞与西北革

命》出版以后，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贺敬之、刘白羽、陈忠实等

众多文艺大家都曾为该书

撰写了评论。现将部分书

评摘录如下，以供读者欣

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