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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湖南省文联原主席谭谈，是湖南涟源人，
其家乡曾经属邵阳地区。他在《温暖的
泉——我与邵阳》一文中，饱含深情地
说：“我的心头，时常喷涌出一股温暖的
泉。那是邵阳，一片令我神往的土地。”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邵阳的热爱。“1961
年，我从山城冷水江市入伍，两天后，我
们这批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被汽车拉
到了一座威名远播的城市，那就是邵
阳。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座河边的学校，
一有可能，我就从这座学校溜出来，看
河，看桥看街。这时候我这个从山里走
出来的17岁孩子的眼睛瞪大了。啊，这
么多高高矮矮的房子排在一起，组成那
么那么长的一条街道。比起我到过的蓝
田街上，比起我经过的冷水江，气派到哪
里去了！”

谭谈从邵阳走进汕头的军营。七年
后，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走进了邵阳地区
最大的企业——涟邵矿务局，先做钳工
后写新闻，一度借调到地区文化局工
作。为了写新闻，他钻过武冈东方红煤
矿的洞子，穿过绥宁山上的林子，住过城
步的苗寨，走过新邵的石马江流域，饱览
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写出了一篇篇讴歌

邵阳的精品力作。
后来，邵阳地区一分为二，涟源归属

娄底。但他“仍然觉得，邵阳是我的故
乡。我的心头，时常涌动着一股思念邵
阳的温暖的泉。这股泉，一直滋润着我
的创作，滋润着我的人生……”

谭谈夫人谢大姐的娘家在新邵县坪
上（旧称“大同”），是个有历史、有文化的
小镇。为了“岳家”的发展，他建议把张
干、龚桥初等文化名人，“天下大同”的坪
上人精神，木偶戏、布袋戏等文化遗产，
周家大院、周家祠堂、张家祠堂等古迹建
筑，雷公洞、仙马石、长寿泉等自然风景
认真挖掘，保护性开发、综合性利用，进
而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打造富有特色的

“大同文化”旅游区。
《邵阳日报》曾约他给“在外地的邵

阳人”专栏写稿，他立即举笔，把一个个
熟悉的“事业上有建树、人生有特色的
邵阳朋友写出来”。1994年，在《邵阳日
报》创刊 10 周年庆典之际，谭谈专门撰
文，回忆了与报社朋友交往的那一个个
感人片断。

新邵桂丁茶，曾经被朝廷选为贡
茶。谭谈称它为“隐藏在山地间的一位
君子”“被遗忘多年的高山居士”（《请君

出深山》）。他与这位“君子”“居士”，在
新邵白水洞“一片海拔八百多米的山坡
上会面了”，他要把它请出深山。在他的
笔下，绥宁巫水“如一条蓝蓝的飘带，飘
动在这深深的山谷里”，清澈得能看清几
米深的河底的卵石和流动的小鱼。谭谈
游览巫水河边的文化长廊后，生发感慨：

“文化也是一条河。这条河，从很远很远
的地方流来，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
去。这条河，施惠于一代一代人，一代一
代人又为这条河添进新的水珠。”

听说邵阳老年大学写作班的老学
生渴望一睹“大作家”的风采，谭谈把全
班师生请到风景如画的白马湖边，热茶
当酒，共话乡情，分享写作心得。这些孩
子般天真的老学生，个个被感动得心潮
澎湃。

谭谈关注关心邵阳籍文艺界人士，
对著名作家谢璞、潘吉光，著名花鼓戏演
员钟宜淳，编审袁世捷、龚笃清等，他逐
个专文推介、点赞；对后起的贺晓彤、姜
贻斌、刘佑平、梦天岚等作家、诗人，他热
心扶持、引导。而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
的邵阳人的名字，那就太多太多了。

（陈扬桂，邵阳市党史联络组成员）

◆印象记

“邵阳是我的故乡”
——谭谈与邵阳

陈扬桂

2019年夏天，应赖早兴教授的邀请，
我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孙禹在
对外经贸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他
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网络平台提供者刑
事责任问题研究》。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
过后，孙禹申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由于其博士生
期间就在《政治与法律》等法核期刊发
文，博士论文也写得不错，所以经考核小
组综合评价，他被录取为当年的国资博
士后。博士后期间，我作为他的合作导
师，曾多次催促他将其博士学位论文加
以修改扩充，纳入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刑事法文库”予以出版。现在，孙禹
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将以《网络平台提
供者刑事责任研究》为题出版此书，虽然
拖得久了点，但书能出来，我还是为他感
到高兴。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结
合的标志性产物。在网络平台与社会生活
密切结合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
其中就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向网络平台转
移的情况。尽管确实存在为了实施违法犯
罪行为而设立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但这种
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常见。网络平台刑事责
任的考量更多出现在用户利用平台服务
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例如在购物平台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品，或者在社交
网络发布诽谤言论、煽动性言论等违法信
息。在这类违法犯罪情景中，争议较大且
具有研究价值的刑法问题是网络平台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以及如何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一书针对网络平台提供者
的刑事责任问题，介绍了我国相关的司法判例、刑法规范、司法
解释以及近年来新出台的专门立法，梳理了关于网络平台提供
者刑事责任模式的各种学术观点。本书还介绍了域外部分国家
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判例，并且进行了比较法意义上的分析。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认定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基本思路。整体而
言，本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作出了一些学术贡
献，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尊重传统刑法理论的同时，对技术行为的特殊性给予
了充分考虑。传统刑法理论很少考虑技术行为所独具的特性。本书
在分析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时，较为注重考察网络平台开展服
务所采用的信息传输、缓存、贮存等技术行为，基于技术行为的基
本原理及其特殊性来分析行为的性质。在多数情况下，网络平台的
行为并不是网络平台提供者意志的直接体现，网络平台提供者以
程序代码的形式将其意志设定为平台的运行规则，而这种运行规
则只有在平台用户介入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现实。基于这种特征，就
不难理解网络平台提供者无法及时对网络中所发布的信息知情，
因为信息发布的过程是在用户主导的前提下自动实现的，网络平
台只有在信息发布之后通过审查才能了解相关信息的内容。

其二，既注重网络平台业务行为存在的安全风险，也强调对
于平台正常业务活动和相关技术的保护。一般而言，在论及某类
行为或者某类主体可能涉及的刑事责任时，往往会更多关注刑
事责任认定以及刑法规制。但本书并没有一味追求平台行为的
入罪化以及刑事责任的证成，而是充分重视和关注平台行为具
有积极价值的一面，在刑事规制与技术、业务保护之间寻求平
衡。因此本书在分析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时，不仅致力于
探索一个较为明确、合理的刑事责任标准，还尝试更进一步为合
法的业务行为提供一个保护性的规范框架，以避免对存在风险
的技术行为做出过激的刑事处罚。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尝试实
际上是出于对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两方面利益的权衡，防止刑
法的过度介入阻碍技术创新和网络经济的发展。

其三，引入合规理念并使其进一步具体化，将合规规则作为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内核。从网络平台的实际定位来看，
多数情况下，网络平台及其提供者并不是犯罪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其更可能出于盈利或者成本方面的考虑，怠于处置平台空间
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规制目的
就不仅仅在于对其进行惩罚，更重要的是要促使其承担维护网
络治理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九）》已在传统刑法不作为犯理论
的基础之上，针对网络平台的特殊性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
安全管理义务罪，从违法信息内容处置、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刑事
案件证据留存三个维度，设立了网络平台安全管理义务。本书基
于刑事合规的理念，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立足于维护
网络安全和技术保护的价值导向，从解释论的立场进一步明确、
完善了网络平台提供者安全管理义务的内容。

博士后期间，孙禹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协助我和团队做了大量
的工作，我对他心存感激。越是这样，越对他寄予厚望。他的博士后
报告接续了本书主题的研究，并在评审中被评为优秀。难能可贵的
是，他对技术问题比我们一般的法律人要懂得多一些、深一些。有
这些积累不易，我真切地希望孙禹能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耕耘下
去，密切跟踪前沿问题，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打造出自己的学术品
牌，并以此为切入，为刑法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应作者之邀，匆匆草就以上赘语，权以为序。
（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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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流沙是一位优秀的邵阳籍诗人。
我平时十分关注他的创作，千方百计找
来他的作品学习、研读和欣赏。近十年
来，我已收集了他在《人民日报》《散文》

《诗歌月刊》《散文诗》《青年文学》等报
刊杂志发表的二十首诗作。前不久，我
又从网络得知他有诗集出版，便通过文
友联系上他。他很快将他出版的诗集

《时光的沙粒》寄来了。捧着还散发新
鲜油墨香的诗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起
来……

《时光的沙粒》共收入189首诗歌，分
五辑。该书是诗人近年来诗歌创作的一
次小结，也是他从事现代乡土诗创作很重
要的一部诗集。他以清新的笔调、敏锐的
洞察力，写出了游子对故乡土地的热爱。
所收诗歌大都结构严谨，语言空灵，具有
浓厚的乡土气息。不少诗歌通过具体而
独特的意象，构筑起一幅幅美丽而又厚重
的画面，借颗颗“时光的沙粒”抒写了一个
从红土丘陵走出的血性汉子刚毅、博大、
理性而又懂恩惜恩的情怀。

第一辑“土地的轻吟”中的诗作，大
都是对故乡那紫红色丘陵的歌吟。如：

“土地最原始的声音苏醒/厚厚的红土
层，在夜里发酵/夜色中的草籽，邀月对
饮/枕着土地，一夜的深呼吸/仿佛千年
梦，藏于一片温婉。”他的《迁徙》写祖先
从烽烟笼罩的中原南迁：“抓一把泥土，
摘一截树枝/遥对着北方，烟卷的烽火
台/大声怒吼：总有一天我会回来！”试
问，还有什么比离开熟稔的故乡更难舍

更悲壮的呢？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夙愿
难了，祖先们也只得认命：“一些石头，被
踩成了汉字/一些山脊，被认作了故乡。”
这是诗人对自己祖先无奈迁徙的深切描
述。其实，何只诗人的祖先如此，整个人
类史又何尝不是一部沉重的迁徙的历史
呢？以小喻大，这也正是诗人的高明之
处吧。诗人在《乡村的走向》中，借一座
刻着“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和“左走乡
村，右走邵阳”的小石碑，表现故乡纯净、
古朴的民风，让读者看到了“浓缩乡村的
千年历史”。

第二辑“时光的沙粒”，记叙了作者
四十多年来的风雨历程和深切的人生感
悟。从《为元旦诗》《新年的列车》到《寄
语十八岁》《失踪的二十年》，再到《一九
六五年的村庄》，诗人撷取“时光的沙
粒”，叙人生之历程，写人生之感悟，抒生
活之真情。其中，《时光的沙粒（组诗）》
是诗人的压轴之作。此组诗共八节，每
节七至十行不等，语言简洁、结构明了，
言少而意丰。第一节，他写道：“那是在
亿万年之后/千百次的淘洗，我爬行上
岸/一次次失败的纪录，成就我/结晶的
化石。”这似乎在写“琥珀”艰难形成的过
程，又何尝不是在写生命从海洋到陆地
的进程呢？第二节把生命比作沙粒：“最
初的寻找，从一滴水开始/后来，我躺在
母亲的怀抱/做着驼铃的梦。”第三节，诗
人从大的生命写及小的自己，命运之河
让“我落于一片红色的丘陵/只在母亲的
注视中落地”。是贫瘠的红丘陵把“我”

养育成人，因此“我”的“脉搏里，涌动丘
陵人的血性/万里江山同唱一曲/奏响天
与地铿锵的节拍”，几多的自信，几多的
威武，几多的豪迈。然而，人生不会一
帆风顺。果不然，诗人在第四节笔锋一
转：“我受困于一片雪地/四周潮湿而空
旷/惟一能拯救我的/是即将到来的一场
寒流……”有时，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
富。“我”将把它视为“我的拐杖”，扶着
它继续自己的人生旅程。即使路途上

“飞沙走石”，“我”仍然坚信，这寒冷的
冰凌将“成为我荒原里行走的标签”，人
生的里程碑。风雨过后见彩虹，看吧，
诗人接着写道：“多年以后，我还是我/话
匣子一经打开/蛰伏多年的棱角/紧贴着
泥土，柔软的胸口。”成功后的“我”知恩
图报，“对土地的眷恋/从不因离开而有
任何改变”。

第三辑“季节的呼唤”、第四辑“低处
的旋律”、第五辑“情感之弦”，一承诗集
前二辑的诗风，用朴实而厚重的话语写
出了自己对故乡的挚爱和对人生深刻的
感悟，其中许多篇章非常出彩。但鉴于
篇幅问题，我就不再一一推介了。

总之，邓流沙的诗集《时光的沙粒》
是诗人撷取“时光的沙粒”，叙人生之历
程，写人生之感悟，抒生活之真情的一部
质朴、简洁、厚重的乡土佳作。虽然诗人
自谦他的诗如“沙粒”，其实里面蕴藏着
许多光彩夺目的“珍珠”，留待诗评家去
赏析和爱诗者去品味。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一部质朴厚重的乡土文学佳作
——读邓流沙诗集《时光的沙粒》

林日新

半是诗情半染霜 姜建清 绘

◆文本细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