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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的文学梦

10月 19日上午，经刘玉全一位
朋友的引荐，记者在市工人文化宫
附近一居民区见到了刘玉全。中等
身材，花白头发，这是个精神矍铄
的长者。

“我现在能坚持写作，可能与我
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刘玉全家中，
他边说边从书房里拿出自己的两部
大部头著作，一本是由中国文史出版
社新近出版的《康有为风云录》，一本
是 2008 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的 35
万字的《大清幼童留洋记》。

刘玉全老家在许昌市襄城县。
在他的记忆里，县城所有书摊上的小
人书几乎被他看了个遍。父亲在县
城教书，他有机会读到不少书。“那
时候对书本有一种痴迷感，看着看
着就会掉眼泪。”他直言那时候有
着懵懂的文学梦想，但没能写出点
什么。

1970年，刘玉全初中毕业到市
区打零工。烧过锅炉搬过砖，卖过
菜，卖过肉，很多活儿都干过。他
形容这段日子是“四处流浪，像高
尔基一样”。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刘玉全顺利考入了平顶山师范政文
班学习，次年学校更名为平顶山师
专。在泡图书馆期间，他读了史学
家舒新城的 《近代教育史资料选
编》，对晚清百余名幼童前往美国留
洋一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小
孩子在国外如何生活，生病了咋
办？官派留学生为什么夭折？”他甚
至有了写写这批留洋生的梦想。

十余年间潜心创作，刘玉全出版两部长篇历史小说

打开历史，遇见梦想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刘玉全最近的退休生活颇为轻松，他耗时九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康有为风云
录》近日出版发行，捧读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如释重负。

这本长达34万字的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重，他认为这是他进行写作以来真正
能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一部小说。

今年65岁的刘玉全年少时就喜爱文学，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有着
一个文学梦。然而真正涉足文学创作，是在中年之后。

退休前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刘玉全如何会对较为冷门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兴趣？深
埋心底的文学梦想，又如何照进了现实？

昨天，居民在观看“模范
墙”展示的典型人物。

当天，记者在新华区中兴路
街道文化宫社区看到，为了大力
弘扬发生在居民身边的文明事
例，该社区专门在院内的醒目位
置设立了“模范墙”，图文并茂地
展示社区内的好媳妇、好婆婆、
好子女、文明家庭、文明楼栋等，
传递凡人善举的正能量，倡导居
民向身边的好人学习，在社区营
造出人人争当模范、崇德向善的
浓郁氛围。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社区“模范墙”
传播正能量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获
悉，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风
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

秋天已经过去了大半，今年的温暖
余额开始吃紧了。据市气象台工作人
员介绍，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受南下较强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
尤其是今明两天，将刮起5级左右的西
北风，阵风或达7到8级。未来几天气
温也将有所下降。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22℃，10 月 25 日、26 日维持在 17℃上
下。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间阴天，偏
西风2到3级，下午起转西北风5级左
右，阵风7到8级，12℃～22℃。明天，
多云转晴天，西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
8级，12℃～17℃。10月 26日，多云间
晴天，9℃～17℃。

大风起气温降

刘玉全的文学梦一搁置就是很多年。
1980 年，刘玉全从平顶山师专毕

业，被分配到当时的矿务局建井一处中
学教语文，4年后又到市农业银行工作，
熟练掌握金融业务后，他才有闲暇考虑
撂置多年的文学梦想。

2001年前后，刘玉全开始搜集晚清
留洋学生资料，为创作做准备。为此，
他专门买了台打字机，“光打印出来的
资料就有很高一摞子，超过我的个头
了。”他伸手在头顶比划。

他甚至回到20年前就读的平顶山

师专，从学校借回他曾读过的那套《近
代教育史资料选编》，重新研读。

在他看来，那段留学历史是中国
留学事业的开端，曾经涌现出有着留
学之父之称的容闳和修建京张铁路的
詹天佑等诸多历史名人。“他们的故事
很感动人，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中国
近代史的发展。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
史，我要把它写出来，我感觉我有能力
写出来。”谈及创作初衷，他情绪有些
激动。

怀着一腔热情，他用了六年时间完

成第一本书的写作。2006年完稿后，我
省一家知名出版社及珠海出版社都决
定要给他出书，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2008年，他的第一本书《大清幼童留洋记》由
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当时读各种文献资料，读中写，
写中读。刚开始写时没想到会写成长
篇，写几章后就刹不住车了。这应该
是题材本身决定的。”对于写作中的感
受，他说道，“写作是很艰辛的过程。
但写出来了，觉得很值，曾经的艰辛都
忘记了。”

重拾文学梦想

第一本书出来后，刘玉全有了继续
创作的信心，但一时并没有什么好的想
法，也不知从何处着手。

2008年，清史研究所与广东社科院
在广东举办康有为诞辰150周年纪念研
讨会，刘玉全因为写过《大清幼童留洋
记》，对容闳晚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
新志士来往密切的史实很有兴趣，就撰
写了论文《容闳与康有为》，并受邀参加
这次研讨会。

在这次研讨会上，上海大学教授马
洪林先生发布历时多年编撰注释的《康
有为全集》。听马先生谈及谭嗣同、康
有为、梁启超都参与了戊戌变法，但如
今有以谭嗣同为主角的历史小说，有以
梁启超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但关于戊戌
变法真正的核心人物康有为的文学作
品还没有，刘玉全与他约定，撰写一部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历史小说。

让刘玉全没想到的是，这次研讨会
后，马洪林先生不断给他寄资料、文献，

写信鼓励他早日创作这部小说。刘玉
全也阅读了不少学者、专家的专著。他
随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没了书皮的茅
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上面随处可
见他阅读时做的批注和心得，“这些书
原来都是新书啊，都是我给翻烂了。”

尽管此前有过写书的经历，刘玉全
开始写第二本书时仍感到无从下手。

“有时候坐在电脑前，个把小时敲不出
来一个字，不知从何处入手，用啥题目
来表现，上下如何衔接，如何跟主线吻
合，这确实很煎熬，真的是很艰辛。”谈
及刚开始写作时的窘况，他摇头苦笑。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他仍
没有贸然下笔。直到2009年的一天，他
决定从戊戌变法的前夜写起，以此来设
置悬念，引人入胜。“康有为当时的行
为，史学家们都是冷静地叙述，我应该
是满怀激情的，让他在书中活起来。”
对塑造人物时更多运用白描手法，他坦
承受了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影

响。他笑言，每当写到剧情激烈处，
“李自成跟张献忠在谷城中相见的场景
就会在我脑海中出现。”

2014年，已经60岁的刘玉全正式退
休，他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这本
书的写作中。直至2017年年底，长达34
万字的书稿全部写完。

八九年的写作时光就这样过去
了。如今，手捧前段时间出版的这本
《康有为风云录》，刘玉全感慨地说，这本
历史小说在他心目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
他的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多年前就有的
文学梦想也终于“照进现实”，他觉得为此
所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

“我的文学、史学才华都不如人家，但
我会用执着和专注弥补。”刘玉全的文学
梦想显然没有就此止步。他透露，他的下
一部长篇人物传记已在筹备中，他如今最
想写的人物是中原大地上成长起来的越
调戏剧大师申凤梅先生。“她是我心目中
的‘平民戏圣’，我有信心把她写出来。”

梦想照进现实

刘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