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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文
学界也从来不甘寂寞。特别是近年
来，邵阳文学界更是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时代，文学创作更加凸显了社
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涌现了一大批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
之作。作为邵阳市作协的一员，我
感到十分荣幸。

我是一名基层公安民警，2014
年开始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感恩时代的召唤和邵阳各位同仁
的关心关爱，让我从普通的社会实
践者成为美丽家园的讴歌者。我在
宝庆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书写火热
的生活，在国家及省级杂志连续发
表《非常突围》《非常承诺》《天堂钥
匙》《网谍》《网弈》《失语荆钗》等九
部长篇小说，荣获全国金盾文学
奖、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奖赛长
篇小说奖，以及第三届、第五届海
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奖赛铜
奖、银奖，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城
市背影》、长篇小说《网探》《英雄简
史》《非常之罪》等等。其中，《网探》

《英雄简史》两部小说正在改编成
电视连续剧。去年，我又被授予邵
阳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生逢其地，何其有幸。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未来的创作之路上，如何
继续用文字记录日新月异的新邵
阳、新时代，如何用文艺形式讴歌
现代化邵阳的新变化和巨大成就，
是摆在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
的重大课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
探索，去挖掘。

作家，作为党的文艺战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把牢“国之大者”
这个主导方向。一是要把自己的思
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大政方针
上，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的
新高度谋划文艺发展。二是要把自
己的行动落实到以现实为创作导
向的根本立场上，深刻体会关系民
族未来的文学是心怀“国之大者”
的文学。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我
们举好旗、走好路，讲好故事、把好
方向。

如果将文学比喻为一棵大树，
这棵树一定要既扎根于中国丰厚
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又扎根于日
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既要汲取世界
上一切优秀文学的精华，也要从一
切艺术中获取营养。回顾近百年中
国文学发展历程，众多前辈作家以
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范
式。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守正
创新，继往开来，以自己不懈的努

力去构建文学的中国叙事体系，书
写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

笔墨当随时代。现实生活是文
学的源泉。当写作者早期的天赋灵
感渐渐消退，更需要深入生活、投
入生活，汲取创作的源泉和激情。
只有到生活中去经历，去感受，才
有可能创作出饱蘸真情实感、传达
真善美的打动人的作品。探索人类
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攀登艺术的巅
峰，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和目标，重
点还是在“人”，在于“创造现实社
会的人”。新时代对文学创作的要
求，也是要求作家在文学性、艺术
性和现实性上下功夫。

因此，当创作和出版出现某种
潮流的时候，身在其中的写作者、
研究者，都需要保留一份警醒，保
持 独 立 的 艺 术 探 索 的 敏 锐 和 自
觉。道阻且长，唯其如此，才能走
得更远。

（舒中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小说学会理事）

作者发言

笔 墨 当 随 时 代
舒中民

4月5日至7日，邵阳市作家协
会第二届年会暨“山乡巨变 邵阳
画卷”看邵东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
动在邵东举行。省作协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主席游和平，省作协名誉主
席姜贻斌，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芙蓉》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陈新文，
省作协组联部主任娄成，《湖南文
学》副主编赵燕飞，省作协组联部四
级调研员容美霞，省诗歌学会办公
室主任梦天岚等到会指导。邵阳市
100余名作家参加会议。

会上，市作协主席周伟作工作
报告。2023 年，市作协紧密结合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围绕“走进新时
代的邵阳文学”主题，组织市、县两
级作协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政治引领和作
家队伍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先后选
送13人次参加鲁迅文学院、毛泽东
文学院作家班、专题班学习，多人
次参加中国作协、湖南省作协组织
的主题采风活动；积极组织申报湖
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文
艺家，先后5位作家入选；推荐9人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6人加入湖南
省作家协会。

2023年，市作协组织作家围绕
“走向小康——乡村振兴看乡村”
“讴歌二十大，抒写新时代”“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湖南百名作家
写百村”“青山碧水新湖南”“文学照
亮三湘·邵阳红遍邵阳”等重大主
题，开展系列主题文学创作活动，较
好地体现了邵阳精神、湖湘风范、中
国气派。

近年来，市作协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把牢创作方向，突出创作重点，
精品力作不断涌现。2023年，舒中民
关注全民打拐的长篇小说《失语荆
钗》在《啄木鸟》重点刊出，李晓敏（菜
刀姓李）长篇小说《长生碑》、邓跃东
散文集《又见炊烟起》入选湖南省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此外，舒中民长篇
小说“网络三部曲”之《网谍》《网弈》
在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肖克寒长篇
小说《山霞》在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叶耳散文集《深圳的我们》、谢永华散
文集《清风在上》分别在中国文史出
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林目清
诗集《天空之下》、刘娜诗集《废墟上
升起一座博物馆》分别在上海文艺出
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游和平寄语邵阳作家，继续发
扬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兼收并蓄
的包容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
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
者，不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艺术修
养；始终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
同行，与时代同频共进；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省之要事”，从火热的
生活实践中，把握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用心用情用力讲好身
边故事、邵阳故事、湖南故事、中国
故事，做有思想、有担当、有情怀、有
品味的写作者。

会后，与会嘉宾和作家们还前
往龙熙府邸、兴隆水厂、昭阳公园、
贺绿汀故居、仙槎桥镇青山村等地，
开展“山乡巨变 邵阳画卷”看邵东
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动。期间，市作
协还为青山村授牌“邵阳市文学创
作基地”。

文艺资讯

市作家协会第二届年会在邵东举行
张亦斌 颜绥绥

车过绥宁关峡，只见雪峰山余
脉青龙山下，一长溜翘角飞檐的酱
色木屋楼群簇立在恬静的山坳里。
重叠的瓦当犹如时光迭加的皱纹，
楼群前的玉带河水汩汩流淌，似在
诉说着古寨的沧桑。同车的人指给
我说，这里叫大园苗寨。根据平江人
彭见明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改编
的同名电影，就在这里拍摄。这部电
影感人至深，赢得众多奖项。

哦，彭见明，如雷贯耳的名字，
蓦地敲开我的记忆之窗。20世纪80
年代，我就熟读过他的多部作品。这
位曾经是平江剧团绘布景的美工，
1982 年秋季的一天，突然投掷画
笔，拾起钢笔，跑到离城 80 多里的
乡下写小说，频频地跑邮所投稿。邮
所人员对他说，写写我们乡邮员吧。
于是，彭见明笔下一部关乎乡邮员
父子交接班、爱与坚守、乡野美、人
性美的《那山那人那狗》出炉了，此
作获得 1983 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
奖。彭见明由此从平江走进省作协，
当起了专业作家。

清晰地记得，1997 年 10 月，彭
见明随省作家团来到邵阳市授课。
我兴冲冲地怀揣一本1983年的《短
篇小说选刊》，去拜见彭老师。当我
在他跟前打开这本纸张泛黄的期刊
时，彭老师发现上面选载有他的《那
山那人那狗》一文，登时眼睛发亮，
不禁感慨：你是有心人，还收藏有这
么多年前的刊物。

翌年，我赴广州做《嘉应文学》
杂志编辑，给远在湖南的彭见明老
师写下约稿信。心想，他是大作家，
不可能回我信，更不会为我所在的
这家毫不起眼的杂志写稿。所以写
完信后，也没有抱任何希望。没想
到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收到彭见
明的来信。我欣喜若狂，颤抖着手

打开信封。一迭方格稿纸最上面，
是彭老师亲笔写给我的信，字体飘
逸而遒劲，语气亲切诚挚而谦虚。
他寄来的是一篇散文，写的是乡村
一位长者教孩子学练书法的故事。
行文自然，辞约而义丰。同仁读了
亦不由感叹：真是大匠不示人以
璞，寄给小刊物的作品也是不可多
得的精品。杂志印出来的当天，我
就给彭老师寄去了样刊，同时还给
老师写了回信，由衷地感谢他于百
忙中不吝赐稿。

2004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我来
到省作协，准备提交加入省作协的
申请表以及我出版的两部小说。门
卫却将我阻拦在门外，说已下班了，
你明天再来交材料吧。我说，我是邵
阳的，今晚得坐夜班火车赶回去上
班，我将材料放在你这里吧。不想遭
到门卫一口拒绝。窘急之中，我突然
想起住在省作协大院里的彭见明老
师。我对门卫说，我认识彭老师，你
告诉我彭老师手机号码，我要去拜
访他。门卫说，彭见明没有手机，只
有座机。他报出彭老师家的电话。很
快，电话里传出彭老师沉稳而宏亮
的嗓音。

我怀着崇敬而怯然的心情，走
进彭老师的家。端坐在稿纸前的他，
匆匆放下书写的笔，从我手里接过
书和申请表……我说，这是第三次
跟老师交往了，谢谢老师接纳我的
材料，要不然，我得在长沙过夜。他
微笑着点头说，没事，你只管把材料
放我这里吧。

为了不打扰老师写作，我简短
地跟老师交谈了几句之后，就起身
告辞。彭老师特地站在门口，目送我
下楼。人生逆旅，白驹过隙，一晃廿
年已过。彭老师那天倚门送我下楼
时的依依神情，我记忆犹新。

印象记

三 识 彭 见 明
刘绍雄

看书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只
要稍有闲暇，就静下心来看书。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看书打瞌睡又似乎
是相辅相成的了。起初认为是躺着
看书的原因，于是就坐着，但一段时
间之后还是目光洒在书上，瞌睡虫
爬上眼帘。那就站着看呗，可总还是
抗拒不了瞌睡虫的诱惑。后来一个
文友说，边看书边喝茶，试试如何？
我试了，还真灵验。

一杯清茶可以让人气定神和，
杂念俱消。茶，细细啜饮，可以清心；
书，慢慢品读，则能明智。书卷在手，
清茶在杯，暗香浮动，一切尘嚣悄然

远遁，令人心境澄澈，物我两忘。我
喜欢写字临帖，偏爱看书涂鸦，如今
又嗜好边品茶边看书。每每捧书之
时，总会先泡上一壶自己心爱的清
茶，否则总觉得少了许多滋味。我觉
得看书与品茶一样，宛若与知音私
语，在慢慢地交流中，品味到它的妙
处，感受到它的精髓，并会自然而然
地滋生出某种永难忘怀的依恋。

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将思想定
格在眼前的书页上，当疲惫袭来就
啜一口清茶，顿觉神清气爽。若在城
市的房间看书，可以放眼远方的连
绵群山，也可以欣赏近处人家屋顶

上菜园的春华秋实，还可以邂逅半
截防盗窗上倏地飞来的小鸟的好奇
的目光。如果在乡下的老木屋里看
书，则可以领略木格子窗外树上那
些青翠欲滴的叶子，它们在阳光下
熠熠发光。有风来，树木就不停地扑
动着绿色的翅膀。

当感觉到茶味趋淡，却又想继
续捧读，那就可以重新泡上一小壶
热茶。还可以打开茶壶盖子，看一看
壶中的茶叶。茶叶在壶里又是一道
风景。在入壶之前它们静如处子，而
遇到沸水之后，它们就动如脱兔，在
壶中舞蹈，在壶中呓语，在壶中复
活。就在茶叶的蹁跹之中，茶汤开始
有了颜值，更增添了醇香。而这时用
手掌轻轻地在杯口扇动，茶香入鼻。
伴着我的一呼一吸、一饮一啜，茶就
与我融为一体了。正是“茶亦醉人何
必酒，书能香我无须花”。

（邓振，武冈市作家协会会员）

书与人

茶 香 伴 书 香
邓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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