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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有理想的文
学。儿童文学用温暖的文字点
亮世界。

邵阳有着优良的儿童文学
创作传统，是湖南省儿童文学
重镇。邵阳有谢璞、杨悠、鲁之
洛、樊家信、刘宝田等奉献了诸
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坛宿
将；更有一大批势头强劲、锋芒
毕露的中青年作家。邵阳儿童
文学实现了老中青三代人共创
辉煌的良好局面，形成了一个
立足本土、辐射全国的儿童文
学作家群。

以邓湘子、谢乐军、陶永喜、
陶永灿、黄三畅、周伟、马笑泉、龙
章辉、陈静、向辉等为代表的实力
派作家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力量。
他们有的以小说见长，有的以童
话闻名，有的擅长散文诗歌创作。

他们的作品充满乡土情怀、时代
气息，在出版界和儿童文学界广
受欢迎和称道，并深受小读者喜
爱。他们在一些重要的儿童文学
评奖中频频捧杯，其中，邓湘子荣
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有的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张天翼
儿童文学奖”，以及《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佳作奖等重要文学
奖，多种权威刊物及书籍多次选
登邵阳儿童文学作品。这些现象
成为新世纪邵阳儿童文学作家群
崛起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选》收入 28 位
邵阳籍儿童文学作家所创作的
近80篇（首）作品，是邵阳儿童
文学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作
品按小说故事、散文诗歌、童话
寓言顺序编排；作者以姓氏笔

画为序。总的来说，新世纪邵阳
儿童文学作家群已逐步地显现
出整体优势和地域特色，既秉
承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
神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担当意
识和厚重的历史使命感，也延
续了巫楚文化神奇瑰丽的浪漫
之风，呈现出想象自由、幻想奇
特的美学风格。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
时间紧、任务重，作品收集工作
存在不少疏漏，书中缺点错误
也在所难免，敬请作者、读者谅
解并批评指正。

儿童文学要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阳光创作，坚守人文
情怀，坚持深入生活，坚持艺术
探索，倾听孩子们的心声。让我
们为此共同努力！（陶永喜，绥
宁人，中国作协会员）

《儿 童 文 学 选》
陶永喜

1962 年6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共
冷水江市委工作。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
大陆”，全国进入紧急战备，我投笔从戎，同
邵阳地区近千名子弟奔赴福建前线。我被
分配到海防十三师守备七十三团一营步炮
合编的四连，驻守在牛山脚下。部队正在
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尤其是毛主
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
恩》《愚公移山》。指导员黄木基把“天天
读”的任务交给我。

首先领读的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
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是中央警卫团的战
士，1932 年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负过
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
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
木炭时窑洞坍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洞
后，自己却被埋在窑洞里，牺牲时年仅 29
岁。1944 年 9 月 8 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
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这个队
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
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每个干部战士树立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学习《纪念白求恩》，也是为了使干部
战士进一步打牢为人民服务的根基。白求
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医生。1937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
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
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工
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
心，均称模范。1939年11月12日，因医治
伤员中毒，逝世于河北的完县。毛主席于
1939 年 12 月 21 日发表了《纪念白求恩》。
他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
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
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
习这种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
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那时我们经常用有没有“自私
自利之心”，检查自己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树
得牢不牢，学习“五种人”做得好不好。

熟读《愚公移山》，就是要我们为人民
服务不怕困难，落实在行动上。《愚公移山》
是毛主席于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
分。他说，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
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
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的，这个上帝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齐
来和我们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
呢？这就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不管做什
么事，都要像老愚公一样，不怕困难，落实
在行动上。

在熟读“老三篇”的同时，我们连的
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号召，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的热潮。
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以雷锋为榜样，把“老
三篇”牢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
实在行动上。大家都争着做好事，帮驻
地渔民搞卫生，为“五保户”挑水。特别
是掀起了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的高潮，
大多数战士在步兵武器射击中当上了神
枪手，迫击炮实弹射击发发命中目标。
我们连还靠着大锤、铁锹、铁镐打出了百
多米长的坑道，修起了一个个碉堡，连队
被评上了四好连。我也锻炼得很出色，
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 年 7 月 1 日，《解放前线报》上刊
登了我的文章《我的第一课》。从那以后，
我一课一课地学习，打牢为人民服务的根
基。如今，我常拿起笔写点红色故事，继续
向青少年传递红色基因。为人民服务，真
是其乐无穷啊！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

熟读“老三篇”的年代
伍想德

前些日子，我得到一册武冈二中刘凯老师
的散文集《那一束心灵的光》。此书由团结出
版社2020年11月出版，收集了作者创作的五
十六篇散文，分为亲情如屋、菁菁校园、人生旅
途、生活感悟四辑。

“亲情如屋”写的是作者的成长往事，字里
行间充满青春的怅惘和孤独、成长的痛苦和追
悔。当然，其中更深情地抒写了对父母的感
恩。作者笔下的父亲吃苦耐劳，作为家中的顶
梁柱，无论日子多么艰难，他仍然咬着牙默默
坚持，为整个家庭带来源源不断的希望和力
量。他在子女面前所树立的是那种“为了孩子
永不言倦，付出再多也永不言悔”的精神。他
饱经沧桑，深知农村生活的艰难，不想让儿子
再经受同样的磨难，因而将自己的美好希冀全
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望子成龙的心特别迫切。
在父亲眼中，儿子在读书上的争气是让他能在
外人面前扬眉吐气的最大希望，所以在儿子第
一次高考失利时，异常暴躁，这在《教牛》里有
着非常真切的叙述。在《那一年，我考上了大
学》中，因为高考分数线没打听到，父亲毫不掩
饰地表露出自己内心的焦虑，这是一个平时非
常内敛的农村男子汉失望和悲哀最真实的反
应，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而《最后的爱》和《清
明节忆父亲》则写出了人间的生离死别，真挚
表达了一个儿子对先父的拳拳之心，悲戚之
情。

母亲是作者述写的另一个主角，与父亲在
家庭中那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相比，母亲则是

他记忆中一个温暖的港湾。像《母亲的爱》那
个穿梭在大小网吧里为“我”拉票的瘦弱身影，

《最真的爱》里那个因关心“我”的身体，用粗暴
的方式留给“我”永远无法抹去的温暖记忆。
特别是《记得说爱》里的一句句朴实无华，不带
任何修饰的叮嘱，更是渗透着母爱血丝般的深
情，令人感动得泣泪。本辑里还有一些关于童
年和家乡的回忆，像《老屋》《橘子树》《家乡的
万里塘》等篇什则表现了作者的缕缕乡情，读
来令人感动和深思。

第二辑“菁菁校园”叙写了作者生活和工
作的环境——武冈二中，作者已在这所古老而
年轻的学校待了近二十年，是这个美好的平台
让作者“英雄有用武之地”——能够尽情展现
自己的青春才华……虽然本辑的篇什较少，但
也能从中看出作者对学校的一草一树都深有
感情，是怀着感恩之心来抒写它们的。像《古
樟》《古枫》《古银杏》等，写出了学校幽雅的环
境，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山堂》则写出了学校
值得骄傲的红色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

第三辑“人生旅途”则是作者对过往生活
的回忆和反思。像《出发，从一个卑微的梦想
开始》记录了他在大学对文学的追求；《我的乡
村教师生活》写出他大学毕业在乡村中学当教
师的困惑和欣慰；《第一次醉酒》《学生时代，那
些难忘的记忆》《心底的感动》等则是他对学生
时代的追忆。

第四辑“生活感悟”收集 14 篇文章，多是
他的教育心得。刘凯老师作为武冈市唯一的一

名特级教师，他获得的荣誉在武冈市的教育史
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全国模范教师、湖南省劳
动模范、湖南省芙蓉教学名师……他认为学生
的成绩虽有高低之分，但学生是没有好学生、

“差”学生之分的，教育的责任首先是让学生好
好“做人”。

总之，刘凯老师的《那一束心灵的光》出
版，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作为文友，理
应为此书写一篇书评，把他的这束心灵之光
推荐给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光芒
的温暖。

（林日新，武冈市湾头镇人，湖南省作协
会员）

一束耀眼的心灵之光
——读刘凯先生散文集《那一束心灵的光》

林日新

魏源故居内悬挂着一块“邵邑醇良”的匾，
相传是魏源的先祖代乡民缴纳税款，受到当时
邵阳县令的褒扬。这个为乡民做善事的人究
竟是谁，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谁是谁非，值得一
辩。

其一，当事人是魏源的祖父魏志顺（字孝
立）。在司门前一带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大多
知道此人，并且能讲个子丑寅卯来。魏孝立与
匡孝立的故事，“土岭界倒漆，孝立满爷背时”
的俗语，大家耳熟能详。此说在民间流传，《瞭
望司门前》《“寻根八都”之一都篇》均采用此
说，但缺乏可靠的文献佐证。

其二，当事人是魏源的曾祖魏大公。王家
俭前辈在《魏源年谱》中说：“先生之曾祖名大
公，字席儒，祖名志顺，字孝立，均隐居不仕，以
孝悌笃行著于邑乘。康熙中，邵阳之民多积
欠，县官勒缴，民情汹汹，几成激变。大公乃变
产代完一郡之饷，事始得寝。邑令卢大经奖以
郡邑醇良额。”

其三，当事人是魏大公和魏孝立父子。魏
源的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家
素封，累世好施予，至席儒公尤笃。虽佣佃有
子弟就傅者，亦捐其租入之半给膏火；有全不
纳者，亦听之。值大饥，有司责赋急，合县惊
骚，几致变。孝立公慨然赴县，毁产代输，邑众
以安，家亦中落。”

魏源的族人魏寅先生在《魏源传略》中说：
“（魏源）曾祖名大公，字席儒，号岩栖，太学
生。隐居未仕，遂力田经商，家境富饶……康

熙庚辰年（1700），天大旱，田土无收，而官府不
顾人民死活，还是催征田赋甚急，闹得老百姓
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和家人商
议，命儿子孝立亲赴县官衙门，代替完纳一都
饷银。这样，才使全境得以安宁。当时的县令
卢大经见他如此义举，乃赠‘邵邑醇良’匾额一
方以表彰之。他晚年力学，曾三次应考举人，
寿八十五卒。”魏氏家族的人如此说，“邵邑醇
良”匾额归属父子俩似乎可以尘埃落定。

胡忆红撰有《邵阳魏氏：醇良温厚 襟怀
家国》（见2019年5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文：“1700年，当地因旱灾导致饥荒，老百姓
难以果腹，还要面对苛捐杂税，百姓与官府的
冲突一触即发。就在此时，魏大公命儿子魏志
顺赶赴县衙，倾其家产代百姓缴纳税银，以解
燃眉之急。邵阳县上下无不感激涕零，知县亲
颁‘邵邑醇良’匾给魏家，但魏家自此开始家道
中落。”

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弥足珍贵，但需要核
查才能放心。道光《宝庆府志》卷百三十八“善
行”：“魏大公，字席儒，邵阳人，国子监生……
康熙中年，民多积欠，大公代完一都饷银，邑令
卢大经奖以‘邵邑醇良’额，八十五岁卒。”同书

卷十五“职官表”：“邵阳知县，卢大经，广东人，
岁贡，康熙三十六年丁丑（至）四十四年乙酉。”
大公替乡民代完饷银一事发生在康熙三十九
年庚辰年（1700）是可信的。查族谱，魏大公康
熙二年（1663）生，乾隆十二年（1747）卒，享年
85 岁。孝立公雍正十年（1732）生，嘉庆九年
（1804）卒，享年73岁。当康熙庚辰年大公代完
一都饷银时，孝立公还没出世，要等32年之后
孝立公才降生，何来魏大公命孝立赴县衙缴纳
税银之事？

《邵阳魏氏族谱》（三修）中《岩栖公传》记
载：“公讳大公，字席儒，号岩栖，太学生，天如
公之长之也……康熙庚辰，远归，都里粮米未
完，催征甚急，乃尽完一都饷银，邑侯卢大经赐

‘邵邑醇良’额旌之。”这篇人物传记是魏氏十
五世孙，魏源的堂兄，辛巳科亚元魏显达撰写
的。

道光《宝庆府志》和魏氏族谱的记载信而
可征，“邵邑醇良”匾额是邵阳知县卢大经褒扬
魏大公的。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
会员）

“邵邑醇良”褒扬谁？
易立军

◆文本细读

◆书与人

◆读书笔记

◆《邵阳文库》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