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玉笙1956年出生于河南开封，在新疆长大。当过农
场知青、小学教师，服过兵役，当过机关职员，于1985年
7月调入商丘日报社工作。司玉笙是《商丘报》正式出版
后第一批调进报社工作的老报人。39年风雨兼程、初心不
改，39年笔耕不辍、春花秋实。著作等身的司玉笙，深爱
新闻、文学事业，回顾自己30余年的新闻事业，他说，在
他心里，一直盛开着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司玉笙进报社时，报社在租的驻军招待所的几排“筒子
房”里办公。算上司玉笙，共有17名工作人员。司玉笙说，
他没有大学文凭，能从商丘地区计划建设委员会调进报社
工作，是由于他爱好写作。他在部队服役时，就曾在《解放
军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当时的报社领导得知他的写作能
力后，“慧眼识珠”，申请把他调到报社工作。司玉笙说，刚
当上新闻工作者，自己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担心干不好，对
不起读者，玷污了“记者”这一在他心里神圣的名份。

于是，到报社工作以后，司玉笙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
再学习，在工作中向老新闻工作者请教，深入一线采访，
对作品改了又改，力争作品里不出现遗漏和错误。他每天
坚持写日记、记素材，采访笔记更是记了一本又一本。很
好的文笔基础加上勤奋好学，他很快熟悉了业务，并逐渐
成为报社采编战线上的骨干。司玉笙采写的稿件和所做的
版面及栏目见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就被提拔为商丘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对司玉笙来说，

“官”不是荣誉，是更大的压力和责任。他经常深思，写
出一两件读者喜爱的作品不难，但怎么才能不断地写出读
者喜爱的作品？

司玉笙说，他通过深思得出一个体会，就是要想让自
己的作品有生命力，读者爱看，就要真实，深入一线，扑
下身子去感触，把自己融入当时的情境中，从读者的视角
去观察，用心书写普通人物身上凝聚着的时代感染力和传
统美德。

司玉笙说，他于1992年夏天在原商丘县包公庙乡采访
了一件舍己救人的事迹。尽管时隔30多年，他仍然会经常
忆起。那篇新闻作品的标题是《永不凋谢的花朵》。那朵
花，在他心中，一直盛开。

当时，报社接到一个线索，在包公庙乡，一位女孩为救

一名落水儿童牺牲了。这个采访任务交给了司玉笙。接到
任务后，司玉笙先作前期准备，即：事件本身有没有典型意
义和新闻价值、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从何处下手采访为
好等等。准备好后，他就“一竿子插到底”，搭个三轮车直接
去了事件的发生地。进村后，他碰到村民说明了来意。很
快，乡亲们就接二连三围了上来，向他诉说小兰英的事迹。

救人献身的女孩名叫江兰英，年仅12岁，生前是那个
村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亲切地喊她“小
兰英”。小兰英在家里是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几个弟弟
妹妹，家境贫寒。小兰英很懂事，从小就知道为父母分
忧，家务活、庄稼活都干。冬天小手经常冻出血口子，可
她从来不让父母给她买雪花膏。小兰英身上穿的衣服都是
补丁摞补丁，书包从来没换过，补了又补。就是这样一位
小女孩，却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她把村里的一位60多岁
的老人当亲奶奶，经常上门给老人洗衣做饭，冬天还给老
人暖脚。提起小兰英，这位老人泣不成声。

掌握了这些材料后，司玉笙走进小兰英的家。那是一
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小院。坐在院里，司玉笙采访了小兰英
的父母。他说，那不叫采访，叫感受。他把自己融进去，
深深切切地感受普普通通的人家那种常有而不被人所注意
的美德，感受那种蕴藏在悲痛之中的朴实。没有过多的语
言，却有大义；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却有发自肺腑的动
人之言。有一句话让司玉笙现场就流泪了，那是小兰英的
母亲说的：“俺兰英走时，连一身新衣裳都没有啊！”

司玉笙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忽然觉得，在这位母亲面
前，在一种力量面前，他是那么的渺小！他决意要去那条
小河，那条造就悲剧而又显现人性崇高的小河。这时候，
乡村干部闻讯赶了过来。他们说，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时
间也不早了，该吃饭了。

司玉笙坚持去看那条小河。不，不，他不是去看那条
河，他是去追寻小兰英最后的身影。

司玉笙和乡村干部一起到了河边。下午的阳光拂照在
水面上，波光粼粼。问起当时的情景，谁也说不清；再问
这一片水有多深，旁边的人都面面相觑。这时候，司玉笙
将采访包一丢，开始脱衣服。周围的人都愣了，不知这记
者冲动啥。其实，他们错了，司玉笙不是冲动，而是虔

诚。在崇高的灵魂面前，作为记者，必须真实地去感受；
在一个伟大的灵魂面前，作为记者，必须满怀虔诚。

采访回来后，司玉笙连夜赶写出3000多字的通讯，标
题是《永不凋谢的花朵》，次日交给编辑编排。在付印
前，校对老张一边校对一边掉泪。他说，这是他遇到的最
难校对的一篇稿子。看着，眼睛模糊着。事后老张问司玉
笙，这稿子咋写这么好？司玉笙说，这篇稿件是有很多眼
泪在里面的，“你自己都不流泪，怎么能产生共鸣？你连
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感动读者？”

当年度的河南省新闻奖，这篇稿子因为字数超限而“落
选”，但这篇稿子获得的赞誉声，满耳都是。司玉笙说，写出
好作品，获奖不获奖是次要的，读者的赞誉才是最高奖赏。

做好新闻工作的同时，司玉笙还坚持文学创作，他已
经出版了9部个人文学专集，作品还多次被《读者》《小说
月报》《作家文摘》《青年文摘》《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
选刊》和大学教材选用，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电视短剧拍
摄。其中，小小说集《高等教育》被中国当代文学馆永久
收藏。2002年，司玉笙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中国小小说
星座”称号。现在，他还兼任着河南省小小说学会副会
长。自退休至今，司玉笙一直笔耕不辍，撰写的90余篇文
学作品在全国各类文学杂志上发表并获奖。

作为一名老报人，司玉笙时刻关注着《商丘日报》的
发展，对商丘日报社取得的进步和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
他寄语报社年轻人，继承报社好传统，写出更多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

商丘日报原总编辑助理、京九晚报原副总编辑司玉笙：

心中有朵永不凋谢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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