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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沧州市公安局民警尹
俊杰的长篇报告文学 《山河警
魂》出版。作者有着怎样的创作
经历？书中塑造了怎样的公安民
警群像？本期访谈中，作者尹俊
杰给出了答案。

历时近两年
完成用心之作

记者：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
部作品？

尹俊杰：这部作品的创作
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我和刘亚
斌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在他牺
牲后，我就一直负责学习宣传
他的事迹和精神工作，这让我
有机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刘亚
斌，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英模
精神对全市公安民警产生的深
刻影响。特别是当我开始近距
离接触刘亚斌的家人时，每一
次交谈都让我久久难以平静。
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亚斌妻子说
的一番话。她说，她想要一份
刘亚斌生前的影像资料，以后
可以把这些资料给孩子们看
看，并告诉儿女他们的父亲是
一个怎样的人。这一席话让我
想了很多，我们失去的是一位
优秀的战友，但他的儿女不仅
失去了至亲的父亲，更失去了
人生路上最好的导师。所以，
在我们的学习宣传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后，创作这样一部文学
作品，既是对工作的一次全面
总结，也是我能为英雄做的最
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

记者：创作这样一部长篇著
作，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尹俊杰：《山河警魂》这本
书，从开始构思到出版发行，前
后历时将近两年。说实话，在这

700多个日夜里，我经历着各种
各样的心情：从决定创作时的担
心、犹豫和惶恐，到写作期间的
悲恸、惋惜和深思，再到创作完
结时的释然、平静和不舍，情感
十分复杂。直到现在，我每次回
想起创作时光仍会无限感慨。写
一本书，就如同走一段很长的
路，当走到这条路的终点时，我
们会丢失很多曾经无比深刻的感
受，但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可以融化路途中的诸多艰辛和不
易，最终化为余生难得的精神养
分。《山河警魂》留给我最深的
感受难以言说，我曾想用一个或
者几个词来形容它，但后来才发
现这种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这
种感受时刻变化又始终如一，就
像路上看过的风景，总会不时想
起，每次想起的景象又大不相
同。

写英雄
也写沧州公安队伍群像

记者：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
主要内容和创作手法。

尹俊杰：《山河警魂》追踪
记录了“公安楷模”“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刘亚斌的成
长轨迹和职业生涯。全书分为21
章，总计 20余万字，以一名追
溯者和后来人的视角，全景式还
原了刘亚斌流星般短暂而璀璨的
一生。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
说：生活是正着来活，倒着去理
解。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坚
持一个原则：以一位后来人的视
角去完整还原刘亚斌的一生。因
为我知道，将来关注刘亚斌最多
的，是把他看作榜样的年轻人。
这样的写作方式，可以和更多后

来人的视角相契合。
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一开始，我想从刘亚斌
警号封存写起，以倒叙形式回
望他的一生，但随着对他生平
了解的深入，我改变了思路，
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他的一
生。为写出历史的厚重感，我
动笔前设定了一个原则，那就
是绝不将视角局限在他生命成
长的某一时段。比如，我在写
刘亚斌办案注重细节时，我会
联系到他牺牲前在笔记本上写
的最后一句话:“要在工作中发
现线索”，又比如，在写刘亚斌
搬运爆炸物时，把对刘亚斌事
迹的采访感受用作了结尾。这
样一种跨越时光的联系，会让
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

记者：创作过程中有什么难
忘的人和事？

尹俊杰：我原来主要写小
说，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写法不
同。小说需要跌宕起伏的情节
和引人入胜的悬念，而报告文
学侧重写实。根据刘亚斌事迹
写成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已有不
少，且作者不乏前辈大家，如
果不能写出新意，那我就是在
无意义地重复。为此，我试图
从每个采访得来的故事中挖掘
出更多新内涵。

在采写刘亚斌事迹的过程
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相识或不相
识的同事。当知道我找他们的目
的后，他们每个人都会极力回忆
每一个细节。有时为求证一个时
间点，他们和我一起翻阅十几年
前的笔记本；为确定一个细节，
他们会去询问十几个人，他们这
些举动，更加坚定了我完成这部
作品的信念。

其实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讲，
公安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着鲜明

的个性和独特的经
历，都值得拥有一
部属于他们自己的
作品。为此，我在
作品中尽量让他们
的形象更丰满，直
至描绘出了沧州公
安民警的群像。我
想刘亚斌之所以能
成长为一名英模人
物，除了他自身的
努力，身边人对他
的影响也是很重要
的 。 所 以 ， 我 认
为，虽然我是这本
书的作者，但这本
书的诞生不能归功
于我一人，这是一
本凝结着沧州整支
公安队伍心血的书。

刘亚斌精神
影响深远

记者：创作过程中，有没有
令您感到遗憾的地方？

尹俊杰：最大的遗憾还是
自己表达能力不足，虽然想完
整还原刘亚斌的一生，但书中
记录的仍然只是刘亚斌一生中
很小的一部分。也因此，我在
写作时绝不盲目对一些人和事
作出判断，为的是给读者留下
更多想象空间。

每次要搁笔时，我总是感觉
意犹未尽，因为英模精神在我脑
海中不断衍生出更多内涵和意
蕴。哪怕是那些没有写进书中的
内容，也绝不是早已消散的历史
尘埃，而是历史洪流中不可缺少
的一滴水珠，永远不会被遗忘。

记者：这段创作经历，让您对
警察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新认识？

尹俊杰：人民警察是一个
很特殊的群体。这支脱胎于人
民军队的队伍，从诞生那天起
就有着不一般的使命。新中国
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1.7万余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
3700余人被评为烈士。他们留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荡
气回肠的故事，更是可歌可泣
的精神信仰。他们中，有很多
像刘亚斌这样的公安英模，他
们的事迹感人至深，精神影响
深远。除了英模，无数在漫长
时光中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警
察，从青丝到白发、从青春到
暮年，他们或许从没取得过什
么耀眼的成绩，也没有感天动
地的事迹，但就是这样一个个
平常的人，成为了维护社会安
定的坚实力量。

敦煌飞天鼓舞、码头表演、
情景剧、剧本杀……南川老街

“冬三月”活动启动，多项文化
活动将陆续登场。

敦煌飞天鼓舞+码头表演

11月 16日晚，南川老街朗
吟楼广场上，近 30辆哈雷、杜
卡迪、川崎等品牌的机车整齐
排列，一场精彩的机车秀上演
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机
车手们现场炫技，展现“十八
般 武 艺 ”， 赢 得 观 众 阵 阵 掌
声。机车手们还驾车在老街内
巡游，霸气拉风的车队，加上
热烈欢快的舞蹈，让老街顿时
充满现代气息。这一活动也拉
开了南川老街 11 月“暖冬造
趣 温馨南川”主题活动的序
幕。

11月 22日至 12月底，南川
老街盐运街南川园入口处，每
周五、六都有“敦煌飞天鼓
舞”表演。“敦煌飞天鼓舞”是
一种源远流长的舞蹈艺术形
式，独特的音乐、华美的服饰
和优雅的动作，让游客感受浓
郁的西域风情。

11月 23日至 24日，以杂技
（顶缸）、特技硬气功 （滚玻璃
等）、古彩戏法（三仙归洞）等
为主要内容的码头表演，将为
观众带来一场场杂技文化盛
宴。届时，南川楼、南川园、
八福楼、国医堂等区域，将有
杂技演员身着古装，还原古代

运河码头杂技艺人卖艺情景。
游客置身其中，可尽情感受当
年码头的热闹氛围。

情景剧+剧本杀

12 月 1 日，由著名编剧、
制片人郑鹏飞执导的情景剧
《镖不喊沧》 将在南川老街上
演。该情景剧是根据沧州“镖
不喊沧”等几则故事，并结合
南川楼景区现有条件重新创作
的。剧情将展示沧州武术百年
来在整个武林中的地位及深远
影响。届时，身着明朝服饰的
镖师，将携带兵器护卫着镖车
并喊着号子出发，在南川楼广
场表演“镖局高手与劫匪快速
解决纷争”的情景。“镖师”
和“劫匪”到达朗吟楼广场
后，将进行武术对决表演。

同时，本月 30日起，南川
老街每月4场的“剧本杀”将为
年轻人带来新鲜体验。“剧本
杀”是起源于西方宴会的一种角
色扮演游戏，是玩家到实景场馆
以具体角色体验推理性故事的项
目。南川老街“剧本杀”的故
事，以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开凿为
故事主线，最终通过一起离奇案
件将情节推向高潮。活动让游客
以扮演剧本角色的形式参与其
中，届时还有多名NPC（非玩家
角色）穿插行走于街区店铺，并
与商家互动。目前，首个剧本
《南川秘闻录——运河遗宝》已
经编撰完成。

洋务派代表人物、南皮人张之洞，是晚清重
臣之一。他提倡并实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理念，政绩卓著，不但为维护清廷统治作出了
贡献，还情系故乡，留下了很多故事。

张之洞一生很少回故乡，13岁回乡应试，
在晋州暂住，跟随时任晋州训导的亲戚张钺就
学。他 14 岁进入南皮县学，考取秀才名列榜
首；16岁应顺天府乡试，考中解元。之后，他
在 21岁时回南皮安葬父亲，并守墓一年；23岁
时又在南皮举办清平团练；25岁因患脚气，从
济南回南皮，住数日后赴任丘。当时，他的同乡
好友季崇文在胜保军中任职，欲引荐他，张之洞
回信谢绝。

张之洞被誉为办学狂人。他认为“立国由于
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任湖广总督的 18 年，他兴办的学校为全国之
冠。同时，他始终心系家乡的教育事业。光绪三
十年（1904年），他“选畿辅学生二百人就学湖
北各学堂。南皮县一百人，天津府各属一百人。
各学堂愿不收学费，答公兴学之劳。公援束脩之
义，捐费二千五百两。明年三月……一万四千八
百两俸银捐充学费，先后于就学各生中选派四十
一人游学日本。”

据民国版《南皮志》《沧县志》及相关史料
记载，赴湖北就学的学生中，南皮 35名、沧县
22名、盐山 3名、青县 6名、交河 1名。东光县
龙王李村学生李省三去湖北学习，张之洞给他签
发的“两湖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凭照”，现存于
南皮寨子镇张祝山博物馆。

当时的湖北教育吸收了西方教育先进理念，
很多沧州学子经过在湖北学习成为有用之才。比
如，当时沧县高庄子（今属南皮）的刘烔文，学
成后任直隶省教育厅科长，并创办了沧县二中
（现沧州一中）。

张之洞 1903年回南皮之时，适逢年关，他
宴请族人。和亲友谈到南皮的教育时，张之洞深
感南皮“地处偏僻，风气尚未大开”，又听说南
皮没有新式学堂，村童仍在读私塾，心中十分不
安，于是决定自筹资金，办一所新式学堂。他用
慈禧太后的赐银 5000两，以及历年所余的俸银
12000两，在家乡双庙购地 17顷，建起慈恩学
堂。学堂占地 40余亩，余地出租，租金作为办
学经费使用。慈恩学堂于 1904年兴建，1907年
竣工开学，设施十分齐全，有教室、寝室、伙
房、餐厅、图书馆、议事厅和风雨操场等。慈恩
学堂如今已发展为南皮第一中学，多年来培养了
大批人才。

还有一年，张之洞回乡扫墓。在湖北受张之
洞资助的学生正放假在家，听说张之洞回来了，
纷纷拜谒。这些学生约有二三十人，他们在张之
洞所住院内肃立静候。一名随从手持学生的名
册，恭立一旁，待张之洞步出，将名册递上。当
时，张之洞头戴风帽，面目清瘦，步履迟滞，站
定后两目微睁，问每位学生的家庭情况，并鼓励
他们用心读书。

光绪三十年（1904年），肃宁县的刘春霖考
取头名状元。按照惯例，新科状元可到全国各地
去巡行。刘春霖到了湖北武汉并拜见张之洞。交
谈中，张之洞兴致勃勃地大谈在湖北兴实业、办
教育的政绩，最后以长者的口吻说：“你正年
轻，很有前途，以后要小心谨慎为是。”刘春霖
谨记前辈训导，后来做事更加小心谨慎，曾几次
拒绝高薪出任日伪政府官员。

张之洞是书法家，师法苏（东坡）体。他的
族兄、军机大臣张之万家藏有南皮出土的《刁遵
墓志铭》，他看后称赞其书法“在北魏中为第
一”，字写得“神采遒丽”。当时沧县张旗屯（今
属南皮）的王国均是清末金石家和收藏家，急公
好义，张之洞敬其为人，为其撰写了铭文。清末
献县郭马坊村的秀才郭柱峰为民请愿，替民申
辩，最终使村民的差徭得以减免。为了记载这件
事，村民刻碑置于村口。碑文由郭柱峰的亲戚、
时任湖南学政的温忠翰撰写，由张之洞书丹，碑
刻现存。

如今，南皮县相关部门成立了张之洞研究
会，为其建立了墓园、纪念馆等，张之洞的旧
居也得到修缮。南皮一中校内和沧州名人植物
园内，还立起了张之洞塑像，供后人瞻仰。

沿着英雄的沿着英雄的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行足迹前行足迹前行
————《《山山河警魂河警魂》》作者尹俊杰谈刘亚斌事迹和相关文学创作作者尹俊杰谈刘亚斌事迹和相关文学创作

本报记者 魏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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