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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勇校长是值得尊敬的爱国者、革命者、教育

家。20世纪40年代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

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走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

万青年十万兵”（郭沫若语）的抗战历史。复员后，他

在兰州大学上学，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参加了中共地

下党，义无反顾地投身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军管

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把他调到正在初创

的、仅仅三班学生、地处天水乡村的一所初级中学，他

立即举家离开繁华的省城，在马跑泉镇一干就是七

年，把学校办成六年制完全中学，成为天水名校，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后来，他被选调到省属重点中学兰州

一中，继而又在同样是省重点的酒泉中学，还有酒泉

师范……每一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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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陈校长在酒泉中学的岁月，就不能不说他主导

的那场教育教学改革。时间长河，足以澄清许多原本

并不复杂的事事物物。我的同班同学张衡洲给我讲

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文革”中，陈校长的教改被彻

底抹黑，有个同学因此与校长势不两立。50年后，那

个同学感慨：“回头再看，陈校长真正是目光远大，忠

于理想，为学生负责的教育家！”话说的还是那场教

改。

陈校长的教改给酒泉中学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学

校教风和学风由此进入“文革”前最好的一段时期。

学生个性得到尊重，特长发挥有了平台，学习积极性

空前高涨，勤学苦读蔚然成风。同学们天不亮就在路

灯下朗读外语、背古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学

生的变化，触动了许多学生家长，社会上盛传来了个

好校长，把孩子交给这样的校长有指望。

为了以点带面推进教改，陈校长亲自兼任我们的

班主任。我是校长选的学习委员，我看教改，因此比

其他同学多了一个视角。有时，校长会把一些想法先

和我谈谈，再通过我给同学们做些理解认识教改的工

作。一天下午上自习时，校长把我叫到教室东边的白

杨树下，一边练双杠，一边和我谈如何“一对一”地帮

助滞后同学，促进班集体学习整体提高。那天我俩都

说了不少，他的有些话，实际已超越了我们谈论的具

体内容，表达着他的育才理念和教育思想。

看着校长在双杠上从容地支撑、摆动、腾跃，声音

不变气不喘地言说他的教改理想，我想起一个词——

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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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陈校长提出“放”字当头，首先是着力解

惑，解空头政治之大惑，从而引导一大批师生走出认

识误区，推动学校教书育人环境艰难地改进。为什么

艰难？正如我的同班同学李自仁分析的，陈校长的教

改是与当时政治形势逆向而动的，本质上是对横行的

极“左”思潮的一种反驳。而这些，已为校长以后挨整

埋下了伏笔。

我还有个体会，陈校长无论给我们讲什么教材，

深层次是宣传他的个性化主张——“敢”字为先，这就

有了传道意味。比如，他讲郭小川的报告文学《小将

们在挑战——记中国乒乓球队》，就绕开“打球主要是

打思想”的时髦主题，把重点放在“敢于拼搏，敢于胜

利，敢于走自己的路”，要求我们向乒乓健儿学习，苦

练过硬本领，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为自己成长开路。

他要我们每人竖起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勇敢攀缘

百折不挠。校长指出，唯一的路径是学习、是读书，是

依靠知识改变命运。在成分、家庭出身决定青年的前

途命运之时，他反复讲这些“不合时宜”的道理，鼓起

了多少人的信心！

陈校长教改的成效，还体现在授业。教改有力地

促进了教师授业水平整体提高。他注重改善师生关

系，加强了师生互动，解决了授受梗阻，理顺了文化知

识传承途径。在他的领导下，教师苦练过硬本领，学

生争做过硬作业，成为校园的两道靓丽风景。校长培

养青年教师决心大，力度更大，他破格使用二十出头

的年轻教师，引起酒泉教育界的轰动，也引来一片窃

窃私语：走得太快、太远，怕是不好收场……实践证

明，这些措施落地，使得师生双赢，就是说学生受益，

教师也受益。改革开放以后，陈校长治校时期倚重的

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名校领导、教学骨干和地方文艺

创作、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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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校长的教改使师生关系由僵硬变活跃，有些老

师对学生不再颐指气使，学生对老师不再唯唯诺诺，

许多人（包括陈校长和我们）从此谊兼师友，这份珍贵

的精神营养，50年来一直滋润着双方。

教改也触动了思想保守无所作为者的利益，触动

了极左者的神经，遭到校内外（包括领导层）集群反

对。有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出手扼杀教改；有

些人以踊跃批判教改的姿态，向当权者投靠，谋取一

己私利。“文革”开始，陈校长第一个遭冲击，持续受迫

害。因为他始终不向邪恶低头，不向施暴者求饶，绝

不依照办案者的要求糟践自己，诬指别人。所以，曾

任酒泉地委书记的马汝贵赞扬道：“陈世勇是酒泉第

一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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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文革”过后，许多人认识了陈校

长的处世为人，人们对陈校长更加了解，更加敬重。

“文革”刚开始，校长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看到兰

州的运动形势，他给夫人余老师写信：“要有精神准

备，经得起千万张大字报的轰击。”回到学校，果然大

字报铺天盖地。他给张衡洲和李自仁说：“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没什么可怕的。”还吟诵苏轼的“猝然临之

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以示心境。

经过“文革”，陈校长说自己是“癃残顽鄙，不死幸

甚”。刚走出政治阴影那段时期，同学们去看校长，他

还是入木三分的谈吐，还是不怒自威的气势，哪里像

是在磨难屈辱中挣扎了多年的人啊！蓦然回首，感慨

良多：

——陈校长眼光长远非常人所及。他和我的同

班同学周谦仁都关在牛棚里，挨打挨斗朝不保夕之

时，他还给周谦仁提出，要吃、要睡，要保住身体不能

垮了！要准备着将来做大学问，干大事业。

——陈校长胸怀宽阔亦难能可贵。他兼我们班

主任时，对于敢于和他争辩的学生，由衷喜欢，多加提

携。对于“文革”中误入歧途、伤害过自己的学生，他

秉持宽容，不计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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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一连几个寒冷的夜晚，在赵叔铭（作

家，曾任酒泉地区文联主席，《阳关》杂志主编）老师的

陋室，我俩围着小火炉喝茶吸烟，反思陈校长的教改，

回顾那段往事，既温暖又沉重，既亲切又苍茫：陈校长

主导教育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

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

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

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在当时还是

现今，都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陈校长的教改仅仅进行了五个多月就被封

杀，但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影响了我

们这代人的一生。

“文革”前对陈校长的严厉批判，“文革”中他遭受

的深度迫害，一方面摧残着他的心身，一方面反而助

推了他的“正能量”的扩散，形成了他在教育界、在社

会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以我在甘肃省委任职期间

的了解，陈校长不仅在酒泉、在兰州、在天水的教育界

有特殊的影响，在全省都有影响。陈校长执教几十

年，可以说陇原大地遍布贤者弟子，声名远播京华。

陈校长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学

生如我辈永远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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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去看望91岁高龄的陈校长，老人听力

已明显衰退，“文革”中他的耳朵被打残。我们谈话有

时不得不借助纸笔。越是久远的事，校长反而记忆更

清晰，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询问和关心，都使我感到温

暖。

50年前，陈校长经常表扬我的大楷。这次我给陈

校长又交了一张“作业”：“峥嵘岁月风雨人生，阳光品

格红烛精神”。

临出门，陈新民给了我这本书的清样。回到住

处，我边看边想，这不正是大家和陈校长的笔谈吗？

这本书以“弟子说”为主，其中收录的文稿、访谈

录和信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陈校

长教育生涯的光彩片段和艰难步履，表达着弟子们对

陈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每一个作者都记叙着动人的

故事，每一个讲述人都述说着他或她心目中的陈校

长。我注意到，有几位不约而同地谈道：要是多有一

些陈校长，会不会有“钱学森之问”？

作者和讲述人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我

的中学校友，有我在敦煌、在酒泉、在甘肃的同事。打

开书，仿佛面对熟悉的面容，倾听亲切的笑声，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共说我们的陈校长。

当然，编辑出版本书不仅是为了大家的书面交

流，也不仅仅是为促成弟子和校长的笔谈，更重要的

是，在融合几代学子集体记忆的同时，又以个性化的

视角，回顾审视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因而，这本纪实

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此前，编者陈新民已有同一主题的作品面世。著

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韩小蕙点评2014年中国散文创

作趋势时写道：“并不是说‘华美’才是散文语言的圣

地，‘质朴’同样能绽放出散文的国色天香……陈新民

的长篇散文《父亲和他的学生》几乎是以大白话记述

了他父亲的中学教师生涯，还有他教出的一个个为国

家作出贡献的学生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天似已

看不到？但看不到不等于从来就没有，不等于不应再

朝这个高峰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升华，去重新找回

教育的真谛和教育的崇高。”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做文字工作清苦，做文字编辑工作更清苦。于是

有人说，期刊编辑是“坐冷板凳的”，是“为他人作嫁衣

裳”。作为一名在《党的建设》杂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30年的老编辑、老记者，我觉得只要心怀梦想，用心用

情做好这份工作，“冷板凳”也可以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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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出生在甘肃省陇西县一个普通职工家

庭。陇西是一个文化之乡，家乡人崇尚文化，受此濡

染，小时候写作文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1982年

12月，我进入甘肃省陇西县税务局工作。其后的6年

里，从县里到市里，岗位几经调整，但对于作文的喜好

从未改变。在本职工作之外，学习写作就填满了我的

业余时间。无数个夜晚伏在案头，一盏灯、一杯茶，在

文字里徜徉，总让我欣喜。每有所得就想与人分享，

便试着向省上的报刊投稿，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小

品……一块块小“豆腐块”不时见诸报端。激动之余，

我常对比自己的初稿与见报见刊作品的差别，细细琢

磨每一处恰到好处的修改后，对那些不曾谋面的编辑

老师不禁心生敬意。我至今保存着那些编辑老师写

给我的一封封言辞恳切、热情鼓励的信件。编辑，成

为我敬慕和向往的职业。

与《党的建设》杂志结缘，正是来自那一篇篇投稿

以及与编辑之间的互动。1988年，《党的建设》编辑部

遴选工作人员，我就从一名热爱写作的基层干部调入

《党的建设》杂志社工作，成了这里的一名编辑记者，

一干就是30年。

《党的建设》杂志是唯一一家由甘肃省委主管主

办的时政类党刊，在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指导和推动全省各项工作，通达社

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这里工作，我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唯有尽心竭力，才能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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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平时的练习只是“我

写我心”，那么作为一名编辑记者，则必须与读者“心

贴心”，听得见读者所思，写得出读者心声，编辑出对

读者有所帮助的文章。为此，学习一直是我成长进步

的源动力，向书本报刊学，向同事前辈学，更向广阔的

生活学习。

为了写好人物通讯，我仔细研读名家笔下的每一

篇相似体裁的文章，借鉴其构架布局，学习其叙事方

式。采访前，做好功课，广泛搜集查阅资料，对被采访

者的基本情况了然于胸。采访时，不蜻蜓点水，而注

重挖掘人物故事背后的心路历程。无论是著名专家

学者，还是大山深处的普通党员，撰写完成每一篇人

物通讯都能让我经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成长的淬炼。

对一本杂志来说，读者爱看、订刊有应用成为每

一名期刊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为了扩大《党的建设》

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先后到北京专访了著名

学者温铁军、叶笃初、卢勤等，专访发表后影响较大，

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颇受教益。为满足读者学刊

用刊之需，后来我多次与党建学者、中央党校著名教

授叶笃初联系，在《党的建设》设立了“笃初心语”专

栏，责编专栏文章15篇，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编辑记者应是专家与杂家的完美结合，而学习始

终是成“家”的唯一途径。在《党的建设》编辑岗位，我

每期须完成近10万字的编审任务，通过工作中的学

习和长期积累，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一定进

步。我撰写的理论文章《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

斗传统》被人民日报出版社《学习与实践》一书收录；

撰写的《在科学发展中摆脱贫困》一文，刊发在《瞭望》

周刊地方政经栏目；通讯《农民歌手孔尕扎》，被《读

者》杂志转载……

有积累才会有收获，30年来，我先后出版三本个

人作品集：小说集《乡神》、报告文学集《绚烂的生命之

光》和文集《访谈与散笔》，有多篇作品获评全国党刊

好稿、甘肃新闻奖一、二、三等奖；2008年1月，荣获甘

肃省“第二届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2009年10

月，荣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甘肃出版突出贡献奖”；还

两次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并破格晋升为编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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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从编辑记者一步步成长为编辑部（室）

副主任、主任，杂志社副社长、社长。岗位在变、职责

在变，但信念始终没变。

2018年5月，我带领同事们策划编辑出版了专刊

《决战脱贫决胜小康——甘肃精准扶贫工作手册》，率

先在全国全面系统地编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开发工作的重要论述。专刊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和

广大读者的好评，时任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

“很好，很有价值。”专刊出版工作写入中国期刊协会

党刊分会2018年度重点工作。

2019年2月，为充分反映2600万陇原儿女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的好做法、

好经验，我们又编辑出版了全彩印刷的《甘肃省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专刊》，

共发行33万册，覆盖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出版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作出“专刊编发及时，

望发挥更好作用，把落实习总书记指示要求继续抓实

抓细”的重要批示。

2019年5月，由党的建设杂志社组织策划的长篇

通讯《感天动地：八步沙三代治沙人的故事》，入选由

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联合开展的第三届“期

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该活动在全国期刊界

共评出20篇（组）好文章。

面对媒体融合的浪潮，“办刊难”是纸媒人的共

识。难则求变，难则求新。为巩固党的舆论主阵地，

扩大党刊的影响力、传播力，适应读者阅读方式的多

元化态势，我们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推出网络在

线阅读，不断提升新媒体的吸引力，使主刊和新媒体

阵地同频共振、互融互促，在完成好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党刊应

有的作用。近年来，作为省级刊物，《党的建设》期发

行量稳定在33万份以上，发行量位于同级同类刊物前

列。

在党的建设杂志社工作期间，每次带队采访调研

时，我都会主动承担一部分采写任务。在田间地头、

炕头巷里，与读者坐在一起、聊在一起，用一纸一笔记

下他们所思、写出他们所盼。每期发稿，从形式到内

容我都会严格把关、尽心尽力、力求完美，给读者提供

最好的出版物。

回首30年的期刊出版生涯，用心做编辑，既是我

的喜好，更是我不懈的追求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

工作和生活方式。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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