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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地下水，文学是地上树

作者：王冬

获悉《金融文坛》杂志创刊一百期，作为一名十几年的金融从业

者，作为一位文学写作爱好者，在这个一百期的大日子之际，如果不

写一点什么，如果不用文字来表达祝贺之意，实在是说不过去，即使

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滑手机的碎片时间写一篇。

今年三月七日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接通后经过交流，原

来是《金融文坛》杂志工作人员辛希孟老师打来的。辛老师告知我，

我的稿件《“上海商银”的前世今生》被采用发表在二〇二三年二月

出版的九十八期。当时，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差点儿都不记得这回

事了，这篇稿件是我在去年十月份投给《金融文坛》的，投稿的电邮

地址还是我在百度搜索其它信息时无意中而获得的，当时就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就发了两年多前写的一篇文章投了过去。

与辛老师通话后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收到杂志社寄来的刊有我的

拙文的《金融文坛》样刊。当我捧着编辑寄来的样刊，双手是颤抖的，

内心是悸动的。对于热爱写作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文字

变成铅字更欣喜的呢？又有什么比自己的文章被钟爱的杂志认可更

兴奋的呢？

这是我一次投稿给《金融文坛》，也是我的第一篇文章被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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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登载。对于《金融文坛》杂志，我还不是很熟悉，经过多渠道了

解，该刊原来开始叫《金融作家》，后来更名《金融文学》，再后来变

成现在的《金融文坛》。

翻开《金融文坛》，在编委名单中看到熟悉的名字：阎雪君、龚

文宣，还有给我打电话的辛希孟。阎雪君是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主席，

也是我申请加入中国金融作协的介绍人之一。我们虽未曾晤面，但上

天安排了我们在微信上相识成为了朋友。龚文宣是中国金融作家协会

副主席，我们也未曾见面。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大名还是两年多前，当

时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员工何成钢老师首次跟我提及中国金融作协

这个文学组织，建议我若有兴趣，可以申请加入。何老师与龚副主席

多年前就已相识，由此我也知道了龚副主席。我在我的散文集《人在

旅途》后记中曾写道：“我感谢上天，让我有幸认识到我生命中的每

一个人，丰富我的人生经历，也让我的写作生涯更为圆满。”

我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可每当看到我的文章能与金融文学大师们

的文章同见一刊时，自豪感占据了我的内心。我可以通过阅读她，品

味她，探究她，拉近与她的距离；我可以把我的心声通过文字，在她

的掌心串成美妙的音符，让更多的读者听见我的呼唤；我可以把她与

我融为一体，走进她的内心，感受她由内而外的无与伦比的美。

我的日常工作中是和数字打交道，而在工作之余玩转文字，一般

人很难想象可以将数字和文字摆弄得得心应手的人，而我将工作中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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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无味的数字和生活中趣味无穷的文字有机融合，工作和生活两不

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建构起我丰富的人生之路。

写作，我觉得不难，写出一篇篇好文章，贵在坚持写是不二法门。

我追求的文学是表面平平淡淡，内里热烈奔放，就像人站在冰冻的河

上，四周一篇寂静，但人会感觉到世界是活的，传递这种感觉就是脚

下有水湍湍流动，如说如唱，如泣如诉，让人心潮涌动。

金融是地下水，文学是地上树，有旺盛的地下水，才有伟岸的树；

金融是载体，文学是内容，无论什么载体，只要是写出反映我们这个

新时代的精神，新时代的变化，写出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就是好作

品，有了好作品，自然就有了好刊物。《金融文坛》就是如此。（完）

作者写于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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