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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贾平凹缘分建立的机缘，是一种必然的

偶然。

坦率地讲，我与贾平凹结识，既是出于文学研

究的目的，也是现实境遇的契合。在我上大学之

前，虽然贾平凹因《满月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已经名满天下，但对于还在乡村劳作

的我来说，并不知贾平凹是何许人也。在进入大

学之后，特别是学习了中国当代文学，我方知贾平

凹是当代的知名作家，就从图书馆找来一些他的

作品阅读。就此来说，我是先识其文而后见其人

的。那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陕西以及全国当红

作家的当红作品，我几乎都读遍了，梦想着有一天

也像他们一样“一文天下知”。

在对当代作家的阅读中，似乎是本能地侧重

于乡土文学，而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意无

意间对贾平凹读出了点感觉。于是就系统地阅

读，也就有了一些还不成熟的想法。我就想，若能

与贾平凹聊聊，以印证自己的阅读感受，也许能增

加些自信心吧。

1986年的一天，不知因何事与同乡王新民学

兄再次相见，我言及想写关于平凹文学创作的文

章，有些想法很想与平凹交流交流，以便更深入地

了解他的创作，问是否认识贾平凹。新民兄说认

识，并爽朗答应引荐。

第一次拜访平凹，印象中是在大车家巷一栋

家属楼。不大的客厅，我们分坐在一张折叠式餐

桌两旁，边抽烟边聊，几乎没有啥约束。与平凹

的交流，印证了我的一些阅读判断，增强了论文

写作的自信心。临走，平凹还送我一本由陕西人

民美术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游记散文集。不久，

便写出来评论贾平凹的文章，发在《小说评论》，

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全文收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写了几篇研究平

凹文学创作的文章。每次写文章，都拜访过平凹，

交流他对创作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个

愚笨之人，有个习惯，每次写文章，总是想尽量与

作家交流交流，了解作家还未见诸文字的更为潜

在的心理、想法。这样做，并非要按照作家所说去

进行研究写文章，而是首先搞清楚作家是怎样想

的，他所要追求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此与其作

品文本进行比照，看看他究竟做得如何，以便更深

入全面地把握作家的创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本整体研究贾平凹

文学创作的专著《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

作论》，一本我与他的文学对话录，主编了一套《贾

平凹研究资料汇编》，写了几十篇研究文章。我与

平凹始终保持着一种作家与评论家的良好关系。

我们也都从青年变成了老年。

我与贾平凹虽然因文而结缘，因文而持续缘

分。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情分。而令我想不到的

是，我与贾平凹还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

2002年岁末，一次与他闲聊时，他忽然说：“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要办中文专业，让我当院长，推荐

中文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

办中文专业？”我答应了他。就这样，我与贾平凹

就有了一种上下级关系：他是院长，我成了他管的

中文系主任。自此，我们为办中文专业不断地接

触。一年间，我与贾平凹联系接触的次数，比我与

他此前十几年还要多。

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引进教师与给学生

上课两件事。

创办中文专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师的配

备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计划由中文系副主任

淡中扬老师负责，我负责教师的招聘。进人是个

敏感的事情，我自然不能也不敢擅自做主。在与

院领导反复沟通之后，初步在一二十名应聘人中

确定了几位，据此，我就去找平凹，向他汇报教师

招聘遴选的情况。

他把每个人的材料都认真地看了一遍。口中

嘟囔着：“事情刚开始，一定要把好关，一切以事情

为重。要是一开始就徇私情，那后面的事情就没

法干了。一定要把专业与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

只能干好，咱的责任重大，不要干对不起人的事

情，过后叫人骂。”

这次和平凹打交道，我真正了解了他的另一

面，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东西。虽

然平常他看起来和和气气，但在正经事上，他是谁

的意见都难以左右的。第一，他没有私心，用他的

话说，他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也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有，也是看能力不看关系。第二，平凹做这个

院长，是非常尽心的。虽然在学校有人常问我平

凹来不来、管不管事的问题，我都一笑了之。在学

科建设上，他多次给我说，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不

要存私心，要抓住人和科研，要长远考虑问题，等

咱退休了，给人家留些东西，要叫人家总想起咱。

第三，他要我带人，说要有个团队，并笑着说：“你

现在啥都有了，多想想中文系的事情，把年轻人带

一带。”为此，我曾经用了几年的时间，以课题将中

文系的同志组织起来，每一两星期在一起研讨一

次。第四，他深谙管理之道，大事不但过问，而且

详细了解，绝不拖泥带水。小事情，他就是你说十

次，也不进脑子，只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只要把事

干好就行了。特别是他对人的信任，用人从不怀

疑，让你放开手脚去干，这是我最欣慰的。

再说请贾平凹给学生上课。

2004年12月13日上午，贾平凹为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本科生讲了一堂课，这就是与我共同开的

专业方向课“文学创作与实践”。

为了给学生讲课，我与平凹的确是费了一番

脑子。“文学创作与实践”是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

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确定这门课程就考虑到了平

凹。在前一学期，我先写了个讲授大纲让他过目，

本想他说个同意就得了，谁知他却一本正经地一

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说：“行么，不过我讲啥？”

我建议他讲散文，因为我见过他多年前为给师大

准备讲散文创作写的讲义，非常好，后来因故未去

师大讲课，讲义的一二部分虽收入《静虚村散叶》，

但不讲给学生总觉得有些可惜。可他却说对此已

没有了兴趣，就说：“还是讲文学语言吧”。

为了这次课，平凹写了十几页讲义。直到前一

天晚上，他还在抄改讲义，熬到深夜两三点钟，还是

在重感冒情况下完成的。讲义写在稿纸的背面，这

是他的习惯。课备得非常认真，是他的字体，字非

常小，看起来费眼睛，但清新秀美，笔画流畅，整体

上是浑然一体。有几处改动，最后日期已经落款，

又加了一段，可见他是写完后又认真看了一遍，大

概是觉得意犹未尽，便再添了几笔。

那天的讲课，对于平凹来说，的确是个神来之

笔。他走上讲台时还说让我看着时间，可一讲开

了，他就像换了个人。一会板书，一会比比划划

的，条理清晰，而且越讲越来劲，就像小孩子似

的。虽不能用神采奕奕、眉飞色舞来比喻，但的确

是讲得淋漓酣畅、声情并茂。那天，平凹讲课板书

写了四大黑板，特别是讲到兴致处，将美国一部作

品的一大段话写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比较分析，

可谓鞭辟其里、深入浅出。

讲文学语言，平凹完全摒弃了教科书上的那一

套，按照自己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去讲，给听惯了

如我似的刻板教法的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坦率

地讲，平凹对文学语言的感悟，简直就好像是对自

己生命情感的品味一样。特别是他的教学，完全没

有了框框，天马行空，但又紧扣话题，句句都是语言

问题。这开拓了学生的思路，使他们知道原来文学

语言是如此平常，又是如此神奇，更是如此与我们

亲近。我总以为，大学教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传

授，而是思维方式的开启。因此，我对中文系的老

师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准照本宣科，二要将知识融

会贯通，三要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照本宣科，那就

不需要老师了，学生自己看书就行了。之所以还需

要老师，那是因为学生需要了解课本之外的东西，

更需要开启思维。平凹讲语言，把语言讲活了，而

且把握住了汉语的本质特征。比如，对汉字的象形

问题，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音乐性等问题，他认

为“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

言”。这实际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语

言要有质感，要有味道，要有张力等。最为富有个

性的是，他认为语言与身体有关，与人的生命有

关。文学创作要善于运用闲话，要学会还原成语，

即还原语言。这实际上已涉及语言哲学、现象学等

方面的问题。问题讲了七八个，个个新颖而蕴厚，

更是感悟的精华。如果没有对语言的深入思考和

深切体悟，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是绝对讲不出这

些道道来的。难怪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

听着一点也不感觉累，倒好像是在看趣味十足的话

剧，凝固了时间。

现在我已退休，贾平凹也已不再做西建大文

学院的院长。虽然因年龄大了疏于走动，但是我

们的交往还在继续，我们的情谊依然如故。这就

如他必然要继续写作，而我也在继续文学研究。

前一段我去他处签书，路上莫名其妙地想到：不经

意间我们交往近四十年了，人都从青年小伙变成

了老汉。忽想：要是我们能交往五十年、六十年，

甚至七十年，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我不知道。

还是让时间去回答吧。

上学期间，常念放假。坐读半

载，总想放松一下手脚。再者，常有

计划平日难以实现，有待假期完

成，故而盼假。

大学五年，九个假期。怎奈经

济拮据，缺少盘缠，只回家过三次，

其余六次均在学校度过。

假期是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

总想充分利用。我学的是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但我同时对建筑学专

业有兴趣。于是就在放假前到图书

馆借了一大摞建筑学专业的书籍，

利用假期逐本细读并写下若干笔记

（部分笔记保留至今）。这对我毕业

设计获优和日后进行建筑设计发挥

了作用。

我的外语基础较差，只好用一

个寒假在宿舍里自行恶补，结果下

个学期就轻松许多。直到二十多年

后晋升职称考外语时还在起作用。

如果你某门课成绩差一点，趁别人

假期踏步走的时间，你加速奔跑就

追上了。假期是缩小同学间成绩差

距的好时节，值得珍惜和利用。

假期还是学生接触社会的好时

机。有一年暑假，学校团委号召大

家走出校门交社会朋友。我拿着介

绍信，在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认识

了几位三年前被分配在那里工作的

师兄。当时我刚刚学习力学的新知

识极限平衡理论，而他们已用于构

件设计了。去了几次，在师兄们的

指导下，收获不小。与同学相比我

先介入了。之后，又结识了西安话

剧院的青年演员胡天相，西安人民

歌舞团乐队的几位老师。他们为我

开放了“绿色通道”：从后门进去看

他们排练。特别是彩排，跟演出没

多大区别。省了不少门票钱，同时

受到了艺术熏陶。

假期又是穷学生挣钱的好时

段。也是暑假，我和建筑工艺系的

路同学争取到学校游泳池管理员的

差事。上午搞卫生做准备，中午 12

点游泳池开放。学校财务人员负责

售票（5分钱游1小时），我们负责收

票和安全监督。一小时后吹哨子清

场。10 分钟后，第二场开始进人。

如此反复，直到晚8点。就这点事，

近两个月下来，获28块钱报酬，足够

我两个月的生活费了（当时我一个

月的伙食费在10块钱以内）。还有

一次，学校有段围墙向外倾斜了，有

安全隐患。我们十几个同学把活揽

下：拆除再恢复。也幸亏在生产实

习时学习了砌墙，加上请了一位瓦

工师傅当指导，我们起早带晚，中午

顶着烈日不休息，一个月下来终于

胜利完成任务。这回分得88块钱劳

务报酬，相当于一学期的生活费。

难忘读书时期的那座加油站

——寒暑假。

（作者系我校 1957 级工业与

民用建筑专业校友，铜陵学院退休

教师）

我的大学寒暑假
◎叶葆菁

◎韩鲁华

缘分——我与贾平凹

并校初期学生学习场景（资料图片）

近期媒体建大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

以“大思政课”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

新华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段德罡：探索

“新靠山吃山”模式

中央电视台《实验现场》：

智慧交通

光明日报客户端：

隋唐长安城研究暨《唐长安城坊古今注》座谈会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

西安发布：

激励中学生投身科技创新实践 西安建大师生参加

经开一中“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系列活动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0余位专家西安共谋城乡规划学科与行业未来

《文化艺术报》：

《中国老房子》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通俗读物

《西安日报》：

瑞典师生走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感受中国传

统建筑文化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