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6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晓梅 版式 陈媛媛

C04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创刊 周年6 0

攀登凭借力
晚报陪伴的那些日子 □晓敏

大凡一位业余作者要想有些进步，
有点成绩，是与媒体编辑的指教、青睐和
帮助分不开的。回顾我的写作之路，便
很有同感。

1985 年，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第
一篇作品。正踌躇满志时，因家庭的生
计问题，只得搁下心爱的笔，一边从教一
边经商。这一搁就是10年。

再一次动起写作的念头，比较偶
然。1995年末，我去浙江义乌进货，在一
个小摊上买烤红薯充饥时，出了事。由
于专注着吃东西，不小心背的黄挎包被
小偷从底部划开了。有好心人提醒我，
我一看大惊，挎包底部被划开一个七八
寸长的大口子，里边厚硬的衬垫布都划
透了。我忙摸挎包里的钱，谢天谢地，钱
竟没有被弄走。原来随身带的厚厚一沓
《郑州晚报》在挎包底部裹着钱。小偷用
刀划过衬垫布，刀劈报纸一多半，但因报
纸太厚，钱竟被保住了。要知道包里的
钱是我经商多年的全部心血，是我们全
家的保命钱啊！于是，从那时起，我又拿
起笔开始给《郑州晚报》投稿。

记得是 1999 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有
点情绪的稿子《我的堕落》，投给了《郑州
晚报》。十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一
个电话，他是晚报编辑孙启文，他说我的
文章写得不错，准备排版时因格调问题
而被拿下，甚感遗憾。稿子没上，但编辑
能打来电话说明，这显示出该报编辑是
如何地负责、敬业啊！同时，我也隐隐感
到，自己写的东西还是能被编辑认可
的。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在我
第二次拿起笔的几年里，我觉得又进步
了不少。这段时间，有代表性的是我的
中篇小说《手足》发在了2001年第四期的

《牡丹》杂志上。
然而在我又踌躇满志的时候，生计

问题又开始困扰我。为了糊口，我再一
次忍痛割爱。这一停，就又停了4年。

2004 年，我买了电脑。电脑给我的
写作插上了翅膀。可是，往哪儿飞？如
何飞？一个摸索着写作的人，就像在漆
黑的夜空里行走，是多么地需要一点点
灯火指引啊！在我迷茫、茫然的时候，又
是《郑州晚报》给我带来了希望。

2005 年，《郑州晚报》开辟了“话题”
专栏。话题，几乎每天都有。我电脑刚
摸索熟，于是便天天写话题。话题，严格
地说不能算一篇文章。但它能鼓励、激
发着我像做营生一样地每天去写、去动
脑筋、去练习。所写的“话题”一次次被
登出来了。看着那一段段发自心声的文
字，看着登出来的自己的名字，我受到了
莫大的鼓舞，于是开始张扬其个性，全身
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一份辛劳一份收
获，2005 年～2006 年，我在《郑州晚报》
《郑州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如《1965年
的爱情》《幸运的母亲》等。

我常常这样想，业余写作就像在没有
道路的山峦间攀岩，需要借力，需要一个
帮助的平台。《郑州晚报》和她的编辑们就
是这样的一架梯子、一个平台。在我第三
次拿起笔的时候，虽然有了现代化的写作
条件，但没有《郑州晚报》，我的写作路子
仍然不会走太远，写作水平仍然不会有太
大的提高；我也不会2007年、2008年两年
中在全国媒体上发表约10万字的东西，更
不会对小说、故事、剧本、散文、杂文、诗词
等各种文体一一尝试。应该说《郑州晚
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指路、引路
人，是我的福音、贵人。

前段时间，厂子同组的一位同事突患
癌症，住进郑州某大医院，作为跟她最要
好的同事兼好友，我被领导从平顶山派往
郑州当陪护。

好友的病是肝癌，幸亏发现得早，手
术又做得很成功，医生说只要保持乐观
的心情，会恢复得很快。但令我担忧的
是，好友自从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后，情
绪一直很低落，终日都是一副忧心忡忡
的样子，有一天我竟发现她压在床下起
草的遗书。她这种轻生的心理让我很着
急，如何才能使好友快乐起来，树立战胜
病魔的信心，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逗好友开心，我特意到报亭购买
报刊。翻着翻着，一个叫“商都纪事”的版
面吸引了我的目光，没看几则，就令我忍俊
不禁。看报头是《郑州晚报》，当即递上去
一元钱，把那沓厚厚的报纸拿在手中扭头
就走。没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吆喝声：甭
走，还得找五毛呢！我一愣，心中甚是惊
讶，没想到那么厚的报纸竟卖这么便宜！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和女友过起了有《郑州
晚报》陪伴的日子。

住院的日子是最闲散无聊的，除打吊
针的时间，整天基本上都无事可做。大多
数时间，一个病房里的人坐在一起闲聊，
直聊到无话题可讲。可自从有了《郑州晚
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聊天变成了看
报，只要报纸一拿在手就舍不得放下，先
是简要地看一遍前面的新闻，接下来再细
细地阅读文娱副刊。经常地，“商都纪事”
中的段子令我们笑得喷饭；“观星台”上的
美文开导人们热爱生命；“郑州社会”则让

我们大开眼界……每天上午，只要晚报一
进病房，同室的人争着阅读，外屋的人纷
纷借阅。一天一份《郑州晚报》，成了大家
共同的期待。

朋友性格倔强，做什么事都认死理，
丝毫不愿圆滑，还有点小心眼，这次生病，
大多是生闷气而得的。就她这一点儿，她
家人曾托我劝说过多次，但收效甚微。令
我没想到的是，郑州晚报“观星台”上的一
篇文章，竟打开了女友的心扉，上面的励
志文章催人奋进，感悟的文章令人沉思，
大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夫之感。给女友念“观星台”上的美文成
了我的必修课，当有一次我念那篇《胸怀
是被冤枉撑大的》文章时，朋友听后沉默
良久，然后长叹一声说，以前我常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听了你念的这篇文
章，我方感觉到自己的胸怀太小了！正如
文中所说的那样：“当你的胸怀被冤枉一
点一点撑大的时候，你的事业也就一步一
步迈向成功。”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自己在
事业方面多次失败的原因……

大约是有了《郑州晚报》这份精神食
粮，朋友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病也很快得
以恢复，没过多长时间，伤口就基本痊愈。
我们俩一起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竟同时
感叹：唉！这以后想看《郑州晚报》可就难
了……言罢，心头涌上一阵凄凉，像跟一位
知心的朋友依依惜别！当最后一份《郑州
晚报》握在手中，启程时，想起有它陪伴的
那些快乐日子，不由嫉妒起生活在郑州的
人们，他们每天有这样的好报纸陪伴，真令
我们这些外地人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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