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六岭书林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李 萍 总检：魏 谦2019年12月4日 星期三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匡荣归的诗歌可谓红极一时，
1959年4月的《人民文学》曾以个人专栏的形式，一次性集
中刊发其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人民公社的新民歌体诗作
12 首，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同期刊发作品的作家还有后
来蜚声文坛的张天翼、柯岩和赵树理等。新民歌运动作为
文学史上一场带着浓郁政治气息的新文学运动，其时非常
引人注目。大文豪郭沫若读了匡荣归这组令人振奋的作
品后，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说：“你以你的民歌，
开了一代诗风。”并称赞他是“新民歌旗手”。据郭老在信
中介绍，毛泽东主席读过《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匡诗后，曾
称赞“匡诗有奇妙的构思，有准确的比喻，有鲜明的形象，
有大胆的幻想”。

匡荣归先生在世时，经常拿出那封郭沫若的亲笔信向
大家炫耀，本人就看到过好几次。他还多次说过有人愿意
出价两万元收购这封信做文物收藏，但他一直没答应。令
人惋惜的是，这封信后来却不知所踪。

郭沫若还于1959年6月28日给他赠诗一首：“杉树生
成直又高，叶尖密密利如刀。何人识得匡君性，不是狂来不
是骄。”郭老读了“映山红，朵朵红，关公骑马我骑龙。关公
挥刀破五关，我拿锄头砍山峰”一诗后，曾击节赞赏，说：“在
过去的民歌中，都是传唱‘观音骑马我骑龙’，这其实传错
了，观音哪来的马？她都是坐莲花台，但这个错几千年来一
直没人纠正，今天匡荣归终于把它纠正过来了，可喜可贺！
以后传唱‘关公骑马我骑龙’就符合实际了。”据说，匡老就

诗歌创作问题还与何其芳、郭小川等大诗人有过书信交往。
按理说，以匡荣归这样的文采和才华，在当时谋个正式

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据说就因为他的狂傲与目中无人，
曾经错失一次良机。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匡荣归的新民歌体诗作在《人民
文学》发表受到郭沫若乃至毛主席的赞扬后，名气大振。当
时的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急需选任一名《工农兵文艺》编辑。
省群艺馆的两位老师奉命来到邵东，欲登门拜访，请他“出
山”。在县文化部门的一位领导陪同下，三人来到黄陂桥杉
树坪匡荣归的住所“天野草堂”。当天下雨，时近中午，匡荣
归尚闭门在床上睡大觉。县里的领导敲了好几遍门，屋内
才传来回应。这位领导隔着窗户说明来意，匡未急于开门，
而是说：“请我去省里工作可以，但我要出一副对子，你们对
上来我便开门。”不知匡荣归具体出的什么上联，来者是否
对上。后来门是开了，只见这个“天野草堂”也太名副其实
了：那是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土坯房，低矮、暗黑、潮湿，室内
凌乱不堪，全部家具就是一张老木板床、一个柜子、几条板
凳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另有几麻袋的书籍报刊横七竖
八地堆放着。

此时恰逢午餐时间，匡荣归便留三位客人一起就餐，因
当时杉树坪街上没有饭店，他亲自炒了几个鸡蛋和一碗白
菜。客人见四人吃饭，才三个鸡蛋，迟迟没有动筷。这时匡
荣归打趣地说：“不用抢，不用争，三个鸡蛋我来分。一人一
个正合适，粗茶淡饭情也真。老匡呷饭不用菜，开水泡饭更
省心。”当然，这只是坊间传闻，未必完全属实。但最终匡荣
归没上省城当编辑倒是事实，据说那个位置后来被湘乡农
民小说作家刘勇获得。通过打拼，刘勇后来担任了湖南省
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作家，全国劳动模
范。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说匡荣归狂傲，那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90年代，县
里文艺界一开会，只要匡荣归在场，便会口若悬河，高谈阔
论，不外乎是吹嘘自己。他到当时的《邵东报》送稿，先是声
称自己又有新诗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在美国和港台的刊
物发表一首诗，获得100甚至800美金云云（其实全是无稽
之谈，当然也没人当真）；接着狠批副刊编辑“有眼不识泰
山”“不发我匡某的作品”；然后用因得帕金森症而颤颤巍巍
的手掏出几页写得歪歪斜斜的诗稿，让编辑工工整整地帮
忙誊抄以便下次“照发”。

匡荣归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诗歌的园圃中，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然而，匡荣归为诗歌创作所付出的艰辛代价却
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文革”期间，匡荣归由于写了一些针
砭时弊的诗文，再加之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掩，因而三次蒙
冤入狱，使得他后半生穷困潦倒，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
活。他孑身一人，生活拮据，晚年基本上是依靠文朋诗友的
资助与微薄的稿酬，以及政府按五保户标准发放的钱粮来
维持生活，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
的，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叫做“痛并快乐着”。

（唐志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现任邵东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作品集《乡
风四味》）

印象记

“新民歌旗手”匡荣归（中）
唐志平

去年九月，我的长篇小说《青石
湾》在中国致公出版社公开出版。

可以说，《青石湾》属半自传体小
说，是一部描写山村知识青年成长励
志的长篇小说。它浓缩了一个乡村民
办教师的追求、奋斗、失落、成功的追
梦之路，浓缩了他不弃不舍、永不言败
的人生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
落榜青年石哲成为了寻找“诗与远
方”，极力躲婚，跟随乡亲们到雪峰山
里做了一名“小毛货郎”，半途意外落
单，只身独闯侗乡，在山重水复之际巧
遇老货郎六爷爷，开始了一段特殊的
奇妙旅程；回乡后，他有幸被聘为民办
教师，在教书生涯中，他经历了所有乡
村民办教师经历过的迷茫、失落和成
功，饱受人间的酸甜苦辣：事业上的艰
难，同事的冷眼和挖苦，领导的压制
等。八年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
了一名师范学校的“民师生”，尔后转
为公办教师，他的人生才展开了崭新
的一页：教学上得心应手，写作上也成
绩斐然，没过几年就幸运地晋升为中
级职称教师，后来还通过努力评上了
高级教师，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青石湾”的原型是我的故乡，这

不假，但它却只是我文学的故乡，又
是寄寓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思想历
练与情感生活的地方。石哲成的原
型是我，这也不假，但他却只是艺术
化的“我”，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中的“我”。云南的作家刘孙恒在《书
话青石湾》中就曾写道：“这是林日新
老师的故事吗？那描写的场景是不
是某个真实地方的映射？”同事刘中
豪老师则在《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诗
和远方》中替我解释了：“作者的现实
生活与石哲成的励志经历大同小异，
只是婚姻完全不同。作者的婚姻一
帆风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美满幸
福，可石哲成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却十
分波折。”

《青石湾》最初开笔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我刚走向讲台时。小说经
过反复修改、补充、完善，至正式出
版，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与我的人
生同步成长，我也曾自我调侃，这是

“三十年磨一剑”。作为一个相伴了
三十年的“孩子”，我对她是十分珍爱
的，因为她是我三十年心血凝结而成
的，她是一朵“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瑰
丽文学之花”（邵阳学院刘运喜教授

在书评中所赞）。
也许，不少读者对有关“毛货郎”

那充满山乡传奇色彩的文字特别喜
欢，不少老师读者则对有关教书育人
的故事格外欣赏，而我的老同学们则
对男主人公与初恋情感波折情有独
钟，我自己则被主人公三十年如一日
坚持文学梦想的行动所打动。

现在，我清醒地认识到：《青石湾》
让我圆了作家梦，但人生之路还很长，
文学之路还将继续。我会经常用屈原
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来激励自己，争取写出新的“青石
湾”，写出新的“石哲成”。

（林日新，武冈市人，中学语文高
级教师，湖南省作协会员，出版有随笔
集《教育笔谈》、长篇小说《青石湾》）

作者发言

我与我的《青石湾》
林日新

2019 年 4 月 22 日，由中国盲
文出版社、求真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曾令超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
盲文图书馆举行。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这次
会议高度重视，专门打来电话给会
议主持人张伟（中国盲文出版社社
长），转达了对曾令超的祝福和问
候。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宣部、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等及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的有
关领导、专家。现将有关领导和专
家的发言摘要如下：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著名评论家）：曾令超的写作不
会像年轻一代有些盲人作家会电
脑写作，他不会电脑写作，他用自
制的格子写，他的爱人蒋妹抄出
来，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艰
辛。他所从事的作家的劳动是一
种特殊的、艰难的劳动。同时，我
认为也是一种特殊的光荣的劳动，
他就是为了在黑暗事业当中，找到
光明，要在人生跋涉当中不断攀上
新的高度。

我觉得他的散文写得好，诗歌
也写得好，小说写得很好看，很好
读，充满了生活气息不说，小说有
故事，有人物，而且有很多曲折，既
有小说的元素，又有时代意义，又
有独特的人生感悟。他这些书是
很好的，艺术上是站得住的，不说
是文学高峰吧，也应是优秀之作。

许正明（中宣部出版局副局
长、著名评论家）：我国现有盲人
1700 多万，是最需要关爱和帮助
的困难群体，他们虽然存在视觉的
障碍，但是渴望与正常人一样工
作、生活。同样在为中国梦的实现
贡献力量，曾令超老师就是其中一
位敢于追逐梦想，勇于实现梦想的
优秀代表。他虽然不幸负伤致盲，
却不畏逆境自强不息，以顽强的意
志和坚韧的毅力进行文学创作，依
仗心灵的视力观察世界，描写世
界，创作出版了十多部充满真挚感
情的优秀作品，令人非常钦佩。曾
老师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
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自始
至终，贯穿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
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彰显着
满满正能量，可谓胸中有大义，心
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
坤，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可贵
的品质，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丰
厚的文化和道德的滋养。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出版集团党
委书记、著名评论家）：曾老师坚守
高尚的艺术理想和高涨的创作热
情，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不远离
实际生活，从真实的、本原的情感
出发，与众不同的落笔视角拓展了
文学表现力。他的创作对真善美
和光明的发现与追求，对生活的热
爱，对人性的信仰，赋予了文学非
常温暖的、有温度的品质，而这样

的文学，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
特别需要的。我觉得从某种意义
上，曾令超老师的创作，既有文学
的意义，又有超越文学的意义。他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榜样，对中国现
代文学有着独特的贡献。

徐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从作品中看得出曾老师人物
塑造上的变化，而且变化非常大，
从最开始的单纯化到后来逐渐转
向了丰满、丰富、多元、生动和鲜
活。可以说这表现了曾老师在文
学创作上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
展、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进步。他
后来的作品塑造人物手法非常娴
熟，人物形象非常自然，非常立体，
非常丰满。可以说他的作品紧扣
住时代的发展步伐，也反映了时代
的变迁。

梁瑞郴（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失明之后，
曾令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体验
生活、观察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没
有脱离现实，与这个时代没有脱
节。他的作品，从第一部作品到现
在，是在一部一部进步的，越写越
好。他始终追求生命的长度，很多
人都是有初心而不能坚持到底，我
觉得曾令超同志，能够一以贯之坚
持到底。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
主任、著名评论家）：曾令超的创作
是有根的创作，他的起点就是亲身
观察生活，从现实出发，深入概括
社会生活，努力揭示社会生活本像
和内在本质，讲述人间真相，敞开
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这就是密
切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现实，
关切人类生存途径和精神成长，这
样的现实感，不是虚幻的，不是飘
拂的，是深入的，是有根的。

他的创作是关注人的存在
的。文学是开掘人心、人性，展现
人类的处境，关切人类的发展，这
是一切优秀文学创作的所在，也是
曾令超现实主义创作的聚焦所
在。文学的本质是同情，曾令超始
终以同情、悲悯之心关注人的现实
命运，重视人的存在和死亡、毅力
和尊严、权利和责任、事业和生活，
始终关切人的心灵世界，关切人的
冲突与挣扎、希望与忧患、热爱与
憎恨、欢乐与痛苦、需求与诉求，真
正使他的作品，他的创作成为弱者
的伟业。他的创作是一种有责任
创作。他善于在对立与矛盾中叙
事，面对时代，他能够用辩证的，改
变现实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描写。
他的写作是有艺术追求的创作。
他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小说就
是写人物，优秀作家就是看对文学
史贡献了几个人物，一个或者几
个。他特别擅长女性形象的塑造，
几部小说中着力于女性形象的塑
造，我们也看到他的作品中都有一
个残疾人家庭成员的背景，他的作
品具有独特性、标识性。

专家评介

曾令超在京作品研讨会记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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