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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可徐可：：儒雅先生的文学之路儒雅先生的文学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吴莹吴莹

未见徐可前，但凡接触过他的
人传达给我们的有关印象都是“儒
雅极了”。

在国内顶级文学殿堂——鲁迅
文学院里见到徐可，听他娓娓道来
的那个下午，有关家乡、有关成长、
有关与文学的缘分，总离不开他记忆
里的每一位恩师，听他心细如发地讲
述那些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对他有
过帮助与恩情的老师，不能不说是一
种享受。

于是，我们也对他的儒雅有了更
深层的理解。

徐可出生于如皋县戴庄公社（现
如皋市经济开发区），父母是地地道道
的农民，母亲大字不识，父亲高小文化
程度。徐可打小成绩优异，从小学到
初中一直是班长。“我从小就喜欢学
习，也没人逼我，就是喜欢。那时候可
看的书很少，哪怕地上有个纸片儿，我
都要捡起来看个仔细。到了亲戚家，
只管捧着书看，是有名的书呆子。”

由于作文写得特别好，小学四年
级时，班主任特别奖励他可以去学校
图书馆借书看，他读到了人生中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浩然的《西沙儿
女》。到了初中，老师又送给他一套
《唐诗选注》作为奖励。如饥似渴的徐
可每天早晨起来就背唐诗，那些曾经
背诵过的长诗至今都深刻在脑海里。

初二那年，徐可尝试创作了一篇
一两千字的小说《破冰者》，投稿给如
皋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学杂志《春泥》，
顺利收到了用稿通知；可惜不久杂志
停刊，稿子不知所终。虽然这篇处女
作无疾而终，但在徐可的记忆里，却
是他展开文学翅膀的第一次飞翔。

“前几年回乡，我当年的老师居然给
我敬酒，感谢我的一篇作文改变了他
的命运——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
教师。”徐可笑谈。

在如皋中学读高中时，徐可的作
文仍然一枝独秀。如中有三名语文
老师对徐可的影响颇为深远。他记
得，殷宗焕老师第一次上课，就用他
那沙哑的嗓音为学生们朗诵如皋籍
作家黄蓓佳的《芦花飘飞的时候》，并
为同学们布置了作文题《当我接到录
取通知书的时候》。下一堂课，殷老
师也是用那同样沙哑的嗓音朗诵了
徐可的作文，并且作为范文在学校黑
板报“发表”，让徐可受到了莫大鼓
舞。“是殷老师教会我，作文要朴实、
平实，不要浮华、夸张，这对我后来文
风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
记得，热情似火的薛开明老师曾送给
他一本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著作《金
蔷薇》，打开了他文艺理论的视界。

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当数陈根
生老师。“陈老师自己就是一名作家，
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是以作家和研
究者的视角来引导学生学习写作

的。”陈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对学生关
爱有加。他把作文优秀的学生们组
成写作小组，牺牲休息时间对大家进
行辅导，并推荐优秀习作发表。在他
的指导下，徐可的作品屡见报刊，先
后发表小说《桥》、散文《故乡的刺槐
树》等。“陈老师一家人都很善良，他
的母亲生前一直惦记着我，经常问
他：那个穿老虎鞋的伢儿怎么样了？”
谈起往事，徐可的声音有点哽咽。有
一年，他带着年幼的儿子回乡，在老
太太的遗像前含泪鞠躬。对家乡、对
亲人、对老师，徐可始终饱含深情。
在他的《背着故乡去远行》一书中，有
不少怀念故乡故人故事的感人篇章。

1984年，徐可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他
在写作方面仍旧非常突出，几乎所有
的作文都被作为范文留在了老师手
里，不少文章他到现在还有印象。进
入大学后，徐可逐渐喜欢上了散文和
文学评论，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图书评论》上发
表大量评论及读书随笔。在大二的
时候，他的论文获得全校学生论文竞
赛二等奖。

1988年，徐可在《光明日报》发
表了一篇关于周作人的评论文章《温
和的第三种意义》，影响颇大，著名学
者钟叔河先生特致信予以肯定，这篇
文章也决定了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光
明日报社工作。

从《光明日报》评论部开始，徐可
在评论写作方面崭露头角，评报的老
同志们纷纷打听“徐可”何许人也，
评论写得如此老到，没承想是个二
十多岁才毕业没多久的小伙子。干
得风生水起的徐可，有不少评论作
品获奖，更有一篇500字短评获得中
国新闻奖，也得到了时任《光明日报》
总编辑徐光春的青睐。徐可一再强
调，光春总编辑知人善任，对他有知
遇之恩。

那个时候，徐光春经常出题，由
徐可主笔。两会期间，《光明日报》一
版开辟评论栏目“两会漫笔”，徐光春

点名由20多岁的徐可执笔。而徐可
也不负所望，完成了两会期间的专栏
写作，其中有的文章为他赢得了全国
人大好新闻奖、全国政协好新闻奖等
荣誉。1994年，28岁的徐可被提拔
为《光明日报》二版副主编，后历任一
版主编、总编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他所采
写的“新华书店系列报道”，他创办并
长期主持的大型深度报道专栏“光明
视点”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
中央领导批示表扬和读者好评。

2014年1月，徐可离开从事了二
十多年的新闻行业，进入中国作家协
会工作，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文艺
报》副总编辑，以及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

鲁迅文学院是唯一一所国家级文
学院，是一所以联系作家、服务作家、
团结作家、培养作家为宗旨的教学与
研究机构。主持鲁院工作以来，为适
应时代潮流，徐可带领同事们做了诸
多创新性改革和尝试。除了重点打造
鲁院的王牌产品——中青年作家高级
研讨班外，鲁院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学与培训，探索改进教学方法和培训
模式，开展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
培训，形成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网络
文学作家高级研修班、鲁院北师大联
办研究生班等多个品牌。鲁院还响应
基层作家的呼声，延伸手臂、重心下
移，到各地举办基层作家培训班，进一
步壮大了写作者队伍。近年来，又探
索开展面向“两新”作家群体、无党派
人士作家、跨界文艺人士的培训。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拓宽培训
领域方面做努力。我们开展跨界培
训，与芒果TV等社会资源进行合
作。除了常规培训外，我们还开展专
题培训、特色培训。特别是围绕中国
作协推出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我们积
极作为，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改稿
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可说。

在课程设置方面，鲁院这些年也
做了很多调整、改进、优化，力求课程的
精品化、专业化、体系化。徐可带头讲
课，并要求鲁院的老师们都要从事学术
研究，都能上台讲课。鲁院师资库集合
了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评论家、学者，

并不断丰富补充、增添年轻血液。
2020年，在上级领导支持下，徐

可和同事们经过深思熟虑，推出“培
根工程”青年作家培养计划。他认
为，鲁院不仅要关注学员在校的学习
情况，更要关注这些学员离校之后的
发展，选拔学员进行跟踪培养，助推
优秀青年作家健康成长，努力打造一
支有鲁院特色的作家队伍。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可自己在
散文创作、散文研究、启功研究方面
也不曾松懈。2021年，《仁者启功》
面世，产生很大反响。

提起启功先生，徐可有说不完的
往事。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
间，徐可就曾亲聆先生教诲。大学毕
业之后，他与启功先生有十几年密切
交往，深为先生高尚的品格所感动，自
述“情逾祖孙”。启功先生曾委托徐可
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为他“辟谣”。“我
无数次出入小红楼，陪老人谈天说
地。老人随意的闲谈间，往往蕴含着
丰富的文史知识，折射出睿智的光
辉。”启功一生经历诸多磨难，帮助了
很多人。“启功先生身上有多方面的优
秀品质，学术上、书画上、诗词上的成
就是有形的，大家都知道。但更可贵
的是他的为人，很多人并不了解，而我
们作为了解他的人，如果不记录下来，
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就丢失了。”

徐可深感，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
信，在启功先生身上无一遗漏，他是
具备大爱大情怀的一个人。启功是
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认真研
究。《仁者启功》一书，便是徐可对启
功先生一生的经历、成就和高尚品格
进行的深入介绍，所记事情均为徐可
亲身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
透露，《启功传》也在创作中。

在散文创作上，徐可主张弘扬中
华美学精神，重塑中华散文的古典
美。最近，在北师大举行的一场讲座
上，他首次提出“新古典主义散文”这
一主张，认为散文应该“有学、有识、
有情”，取法自然，真诚剀切，鲜活典
雅。在自己的创作中，他精心选择
了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
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屈原、司马迁、
杜甫、苏东坡、朱熹、郑和、李渔、启
功、常书鸿、樊锦诗等，试图表彰其事
迹，探讨中国传统文人的君子精神，
发掘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意义。新
近出版的《胸有丘壑》和即将出版的
《既见君子》，即是这一创作主张的集
中体现。

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
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编审，作家，评论家，启功
研究专家。著有《胸有丘壑》《仁
者启功》《背着故乡去远行》《三更
有梦书当枕》等三十余部书。曾
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
百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冰心
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等。

从小热爱读书，作文一枝独秀

从新闻工作者到文学教育工作者

与启功先生“情逾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