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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6 年在《平顶山日报》发表第一

篇小文《盖房》到如今常有篇章见诸《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农

村穷小伙儿到如今省作协系统先进个人、

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鲁山县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叶剑秀因文字而受累憔悴，

也因文字而开颜欣慰、收获敬重。

2019 年，市作协换届选举，鲁山县作协

主席叶剑秀当选为市作协副主席。

写出转机

熟识叶剑秀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老顽

童，爱逗人乐。采风路上，他另类夸赞文友

“咱鲁山四大美女，你排第五”……只要有

他在，笑就不会停，场就不会冷。

而读他的散文却是另一种感受，严肃

的思考、深沉的感情，仿佛在推心置腹地诉

说。叶剑秀却说他这不算思考，顶多就是

好想事儿。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也是因

为好想事儿。

1977 年叶剑秀高中毕业，恰逢国家恢

复高考。是复习一年来年参加高考，还是

去当机会难得的民办教师？他颠来倒去想

了好久，最后，看着一贫如洗的家，无奈地

背起铺盖卷儿去村里小学报到了。

人在村里，心却不甘。学校外有条小

河，空闲时候叶剑秀就沿着小河来回地走，

一边走一边想事儿。

迷 茫 之 际 ，文 学 给 了 他 一 丝 寄 托 。

当 时 ，全 国 兴 起 文 学 热 ，尤 其 是 年 轻 人 ，

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或创作文学。身为语

文 老 师 ，叶 剑 秀 也 忍 不 住 想 写 写 试 试 。

为了学习，也为了省钱，他“忽悠”学校老

师 一 人 订 一 本 杂 志 ，美 其 名 曰 相 互 传

阅 。 别 人 有 没 有 传 阅 不 知 道 ，他 倒 是 真

的 每 期 每 本 都 借 来 读 。 就 这 么 学 着 写

着 、写 着 学 着 ，日 久 年 长 ，竟 也 有 不 少 小

文发表。

写作让叶剑秀在一点一滴中累积着实

力，也消解着他的迷茫。

机会终于来了！1989 年，鲁山县委宣

传部和县文联联合策划一组先进人物的

宣传报道，在全县范围内挑选“笔杆子”，

叶剑秀是其中一“杆”。那时他已发表过

中短篇小说，小有名气。一个多星期，他

深入采访、潜心写作，最终以报告文学《税

务局长和他的税务大兵》出色完成任务。

叶剑秀没想到，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更大

的人生转机，没过多久，县税务局向他抛

去橄榄枝，他从乡下进了城。

随着声名渐起，更多的机会也伴之而

来。1991 年初，因为文笔出色，叶剑秀进入

县公安局工作，先后在派出所、刑侦大队、

治安大队、交警大队等多个部门历练。依

托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叶剑秀把创作重心

转向了纪实文学，那一时期，鲁山县公安局

侦破的很多大案、要案，在他笔下揭开了神

秘面纱，并见诸于《人民公安报》《公安月

刊》《平顶山日报》等报刊，由此给社会带来

警示教育意义。2003 年，他的纪实文学集

《为警无言》出版，看着一个个排列规整的

铅字，读着一段段精心打磨的文字，叶剑秀

突然觉得那些个凝思写作的夜和所有的付

出，值了！

2009 年底，鲁山县作协换届选举，49

岁的叶剑秀高票当选县作协主席。终于，

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

可以使劲儿扑腾了！

一路走来，无论工作怎么换、环境怎

么 变 ，叶 剑 秀 在 写 作 上 从 未 有 过 一 丝 放

松 。 他 说 ，有 人 有 大 天 赋 ，有 人 有 小 天

赋 ，但 是 想 干 成 事 儿 ，都 离 不 开 个

“ 勤 ”。 他 不 知 道 自 己 算 不 算 有 天 赋 ，但

着 实 没 少 下 苦 功 ，而 写 作 也 给 予 他 太 多

的馈赠。

副刊情缘

叶剑秀始终对报纸副刊情有独钟。在

他看来，报纸副刊出版周期相对较短，贴近

时代、贴近生活，是一个地方精神面貌、风

土人情最鲜活的体现。这种特殊的感情，

还源于多年来他与报纸副刊的相互成就、

彼此滋养。

“我是从《平顶山日报》副刊走出去的，

如果勉强称得上有些文学成就的话，真得

要感谢平顶山日报的发掘和培养。”叶剑秀

说，是平顶山日报给他搭了个窝，有了这个

窝，他的羽翼一点点丰满，才得以飞得高、

飞得远。直到今天，他的很多作品能够被

发现、被广为转载，也依然得益于家乡报纸

的刊发和推广。

叶剑秀还清楚记得第 一 次 去 报 社 见

编辑时的情景。那是 1989 年，他还在辛集

乡当民办教师。一篇三千多字的散文《一

路顺风》寄出后没几日，他收到编辑的回

信，让他去报社改稿。“那时，每一封稿件

编辑都会回信，还是手写的。”叶剑秀说，

读罢信，他当天上午就出发了，先骑车到

县城，再坐班车到市里，辗转找到平顶山

日报社，打听清楚房间，推开门，只见高高

的报纸堆后一位女编辑正在埋首看稿，她

就是写信的编辑老师。讲清楚来意后，编

辑 老 师 把 他 的 稿 找 出 来 ，并 列 出 修 改 要

点，告诉他，可以先去吃点东西，下午坐旁

边办公室改，改好后再誊写一遍。叶剑秀

不 敢 耽 误 ，认 认 真 真 地 改 ，仔 仔 细 细 地

誊。下午 5 点多钟交上稿，编辑老师看后

说了个“哦”，就继续忙手头的活儿，他不

知所措地回了。没想到第二天文章竟然

登出来了，还占了大半个版，至今他也说

不出那位老师的名字。

“ 当 时 多 傻 吧 ，眼 看 是 中 午 头 儿 ，都

不 知 道 请 编 辑 老 师 吃 个 饭 。”时 至 今 日 ，

叶 剑 秀 依 旧 触 动 颇 深 ，他 说 从 这 位 不 知

名 的 编 辑 老 师 身 上 ，自 己 学 到 了 受 用 一

生 的 一 点 ，跟 文 字 打 交 道 ，得 守 住 寂 寞 、

心存敬畏。

2007 年，叶剑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

太阳》出版，填补了鲁山本土作家长篇小说

的空白，引起不小反响。《平顶山晚报》当即

进行了连载，让他收获了如潮好评，赚足了

人气。

心中的责任

每每想到往事，叶剑秀就格外感念家

乡报纸对本土作者的无私帮助和倾情支

持，也从心底里佩服编辑的纯粹敬业和技

高一筹。

也是由于多年来和编辑的沟通交流，

叶 剑 秀 对 的 作 家 责 任 有 了 更 清 晰 的 认

识 。 今 年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突 然 来

袭，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叶剑秀

的思绪在心中翻涌，他提笔写下《守住自

己的阵地》《阳光总在风雨后》《汗水和泪

花》，相继发表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

《平顶山日报》。脱贫攻坚是一场前未所有

的民生工程，奋战在一线的扶贫干部苦干

实干、无私奉献，他们应该被历史记住，叶

剑秀先后写出《天下怡然》《生命之树》《大

山深处有个家》等纪实文学，颂扬他们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

叶剑秀心里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本报记者 蔡文瑶）

叶剑秀：拙笔一支写春秋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8 月 15

日上午，郏县首届“书香润郏县、

经典永流传”千人经典诵读大会

在华联广场举行。

大会由郏县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县教体局、县文化广电局主

办，县文艺促进会、郏县社区教育

中心、华联商贸公司承办。

大会在县国学堂的《大学》诵

读中开始，随后华联商贸公司员

工诵读了《朱子治家格言》，接着

国学堂志愿者和学生家长共同诵

读了《中庸》。最后，现场千人齐

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书香润郏县 经典永流传

郏县举行首届千人经典诵读大会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 月 15

日上午，市作家协会举办孟殿功

戏剧文学剧本集《鹰魂》作品研讨

会，我市著名作家、剧作家、剧团

编导等 30 多人齐聚一堂，对这部

戏剧文学剧本集进行了研讨。

今年 62 岁的孟殿功是郏县堂

街镇人，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几

十年如一日扎根山区，一边创业，

一边追求文学创作之梦，大众出

版社曾出版其电影文学剧本《北

大校徽之梦》。近日，孟殿功的戏

剧文学剧本集《鹰魂》由中国文联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与会者从孟殿功其人、其事、

其 文 三 方 面 对 其 作 品 进 行 了 研

讨。大家一致认为，孟殿功高中毕

业后生活艰苦，但始终如一追求文

学之梦，精神可嘉。他的作品《鹰

魂》人物鲜活，语言朴实无华。他

是一名有良知的作家，有着深厚的

家国情怀，他的作品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讴歌了新时代，有感染

力，很接地气。

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锦霞说，《鹰魂》构思巧

妙，寓意深远，是一部为平顶山文

学界和戏剧界量身打造的强魂力

作 。 该 书 戏 剧 故 事 情 节 跌 宕 起

伏，集侠肝义胆、铿锵壮怀、柔肠

百转、嫉恶如仇和浩然正气于一

体，向读者展示了戏剧文学艺术

的独特魅力。

国家一级导演王小五说，《鹰

魂》人物语言生动鲜活，唱词道白

流畅，起、承、转、合安排既在情理

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条目设置精

当 ，场 次 大 开 大 合 ，情 势 收 放 有

度，剧情开展既跌宕多姿又流畅

自如。

孟殿功戏剧文学剧本集
《鹰魂》作品研讨会举行

据新华社伦敦 8 月 16 日电
（记者张薇）之前连续两场逆转得

胜 的 奥 沙 利 文 在 决 赛 中 一 路 领

跑，最终以 188 的悬殊比分击败

首次进决赛的威尔逊，第六次称

雄斯诺克世锦赛。

继八强战后来居上击败威廉

姆斯后，奥沙利文 14 日又在半决

赛中以 1716 顽强逆转战胜塞尔

比。而在跨越两日的决赛中，开

局便实现领先的奥沙利文在让对

手追至 810 后连胜 8 局，时隔 7

年再获世锦赛冠军。这意味着 44

岁的“火箭”目前距“台球皇帝”亨

得利保持的 7 个世锦赛冠军的纪

录只有一个，而他的排名赛冠军

头衔已达到创纪录的 37 个，比亨

得利多一个。

在奥沙利文看来，职业生涯

的“长寿”是他实现今日成就的关

键。“我的状态起起伏伏，而有时

我的心思也有游离。接着，我似

乎又重新找回了一点兴趣，然后

就 想 看 看 我 是 否 水 平 还 在 。 所

以，我决定放手一搏，就像在这个

比赛中一样。”

奥沙利文第六次称雄斯诺克世锦赛

叶剑秀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