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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夫妻。两姓联姻，一堂
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特此登报，敬告亲友，亦
作留念。

结婚启事

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

因为爱好文学的原因，我在高中时就
爱上了各种报刊，其中就包括身边的《邵阳
日报》。但是，在学校的时候，看报纸不方
便，常常是拿到了就看，没拿到就不看。

1992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当时的邵东
钢厂上班。去车间报到的时候，在车间办公
室，看到了报架上的《邵阳日报》。我迫不及
待地打开当天的报纸，在副刊的一个角落，
竟然有我的一首题为《海恋》的小诗。这是
我在《邵阳日报》发表的处女作。下班之后，
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到单位的阅览室去看自
己喜欢的报刊，对上面的文章仔细品味、学
习。我的写作水平也慢慢提高，不时有小豆
腐块占据报端。有一次，我的生活散文《下
了班，我们照样潇洒》竟然登上了《工人日
报》。这篇文章还被厂宣传科张贴在文化橱

窗上，让我备受鼓舞。
因为文学特长，我被调进厂宣传科，看

报纸更加方便了，学习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我好几次参加县、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通讯
员学习班，每次都能聆听《邵阳日报》编辑
老师的新闻讲座。于是，我又在文学创作的
同时，尝试写新闻，渐渐能够得心应手，多
次被评为邵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

后来，我所在的邵东钢厂先后停产、改
制、破产。我几经沉浮，四处谋生。恰恰那一
段日子，是我在《邵阳日报》丰收的日子，先
后发表了《寻梦三峡》《渴望爱情》等散文。
那些有感而发的文字，能够得到《邵阳日
报》的认可和读者的喜欢，让我顺利走过了
那段最为黯淡的日子。期间，《邵阳日报》先
后开辟星期天版、晚报版，最后成功创办

《邵阳晚报》，副刊更多，更加精彩纷呈。有
一次，有记者来邵东采访，顺便记录了作陪
的我的文学逐梦故事，后刊发在《邵阳晚
报》上。

正是凭着和《邵阳日报》交往中积累的
知识和经验，我在2004年进入邵东电视台
工作。从邵东电视台到邵东市融媒体中心，
我在新闻从业路上摸爬滚打转眼就是 20
年。一路走来，我以《邵阳日报》为师，以身
边的电视媒体为师，努力提高自己的新闻
业务能力，工作业绩也得到了认可，多次获
评邵东县（市）先进新闻工作者、十佳记者
等称号。

可以说，我能从容走过风雨，从一个下
岗工人成长为媒体记者，离不开《邵阳日
报》的支持和鼓励。

（刘逸中，任职于邵东市融媒体中心）

良 师 益 友 乐 同 行
刘逸中

在音乐创作的广阔领域中，
将地域特色与音乐艺术相结合，
往往能创作出具有独特韵味和
深刻内涵的作品。由歌词作家李
远良和邵阳市音协党支部书记
肖良斌共同作词、邵阳音乐人姜
邵轩作曲并演唱的歌曲《醉美城
步》，巧妙地将城步的民族音乐
元素与现代审美观念相融合，以
音乐为笔，勾勒出一幅流动的山
水画卷，能让听众在旋律中领略
到城步的绝美风光和深厚文化
底蕴。

一是旋律美妙，如诗如画，
悠扬婉转。歌曲的开篇，旋律轻
盈悠扬，如同清风拂面，让人心
旷神怡。这旋律仿佛是大自然的
低语，轻轻诉说着南山的秀美与
神秘。它时而欢快跳跃，如同山
间溪流奔腾而下；时而温柔缠
绵，如同月光洒满静谧的湖面。
主旋律部分，流畅多变，既有高
山流水的壮阔，又有小桥流水的
细腻。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
既不过分张扬，也不失细腻柔
情，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
一个和谐美妙的音乐世界。这旋
律不仅展现了作曲家的精湛技
艺，更让听众感受到了音乐的无
穷魅力。

二是歌词深刻，情感丰富，
意境深远。歌词是歌曲的灵魂。

《醉美城步》的歌词无疑是其成功
的关键之一。歌词以“绿草青青，
牧歌悠悠”为开篇，描绘了一幅宁
静而美好的田园画卷，让人仿佛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接着，

“八百里南山，漫山碧透”等词句，
进一步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让
人仿佛亲眼目睹了那壮丽的山
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些词句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大自
然的热爱和向往，更展现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而“蓝
蓝的白云湖，似阿妹柔情的眼眸”
和“阿妹娇羞的红盖头”等词句，
则巧妙地融入了情感元素，使得
歌曲更具感染力。这些深邃的歌
词，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篇，让听
众在聆听中感受到了无尽的韵味
和意境。它们引领着听众走进一
个充满浪漫与诗意的世界，让人
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三是主题鲜明，情真意切，
诚挚感人。《醉美城步》这首歌曲
的主题鲜明，表达了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的
热爱和赞美。在歌曲的副歌部
分，旋律更加激昂，歌词也更加
直接地表达了这一主题。特别是

“吹呀吹着清爽的风，喝着浪漫
的酒，一路山歌上南山，浪漫城

步”，不仅描绘了美好的自然景
色，还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这种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使得
歌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传唱性。
同时，“爱你不想走”等词句，也
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深深的情
感投入，真挚而感人。这情感如
同一条温暖的河流，流淌在听众
的心间，让他们感受到了无尽的
温暖和力量。它激励着人们勇敢
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不畏艰
难，勇往直前。

四是细节精妙，匠心独运，
细腻入微。在歌曲的细节处理
上，《醉美城步》也做得相当精
妙。无论是旋律的起伏变化，还
是歌词的押韵和节奏，都经过了
精心的设计和打磨。这使得歌曲
在整体上更加和谐统一，情感表
达也更加细腻入微。每一个细节
都仿佛是一个小小的音符，共同
构成了这首美妙的乐曲。这些细
节的处理不仅让歌曲更加完美，
也让听众在聆听中感受到了更
多的惊喜和感动。它们如同一颗
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歌曲的每
一个角落，让整首歌曲更加光彩
夺目。这些细节的处理体现了音
乐人及歌手的匠心独运和精湛
技艺，也让这首歌曲更加具有艺
术性和观赏性。

聆听《醉美城步》这首歌曲，
仿佛进行了一场心灵之旅。歌曲
的旋律和歌词与我产生共鸣，让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生
活的美好。在这首歌曲中，我找
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生活的痕迹，
也感受到了音乐所带来的力量
和温暖。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
了我前行的道路，也让我更加珍
惜和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首
歌曲将会继续陪伴着我，成为我
心灵深处的一份美好回忆。同
时，我也相信这首歌曲将会触动
更多人的心弦，成为他们生活中
的一份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

《醉美城步》这首歌曲，不仅
为听众带来了美妙的音乐享受，
更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它弘扬了中华文化，传递
了正能量，让人们感受到了音乐
的魅力和力量。这首作品的成
功，也激励着更多的音乐人创作
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音乐事业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
这首歌曲也将成为城步的一张
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
美丽的地方。

（邓永旺，中国音乐家协会
会员、邵阳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闻香析艺

一幅流淌在音符间
的山水人文画卷
——试评歌曲《醉美城步》

邓永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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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气读罢王东京散文集《今宵酒醒
何处》中的47篇作品，我感到一股质朴之风
迎面而来。作者原是研究经济学，以经世济民
之学驰骋纵横，现在“越界”闯入散文创作领
域，犹如使惯了刀的耍起了棍，却是同样举重
若轻、游刃有余。

破解作者创作转向的密码，从序里可
以看出端倪。“醉”和“醒”恰好是解开作者
创作动机的两把“钥匙”。王东京出生在洞
庭湖畔的黄家台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走
出农村。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接着攻读
硕士博士，走进中央党校上班，逐步成长为
经济学者、部级领导。

集子共计有“故乡三千里”“一山一水总
关情”“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的老师”“夜深忽
梦少年事”“围炉夜话”七章，洋洋洒洒15万
字，浸透了浓郁的乡土情结、学者风范和文人
气度。作者追求“好玩、幽默”风格，精准把握了
散文创作的真谛。自古文无定法，我大约能够
领会作者所谓“索性不管什么套路，信马由缰，
跟着自己的感觉写”的执着了。

乡愁是文学的母题之一，乡土情结是
文人最痛的牵挂。从杜甫“露从今夜白，月
是故乡明”，到马致远“夕阳西下，断肠人在
天涯”，乡愁基因在一代又一代文学中连绵
不断。王东京“居庙堂之高”依然眷念“处江
湖之远”的故乡，想念那里的先贤乡亲、一
草一木。中秋那一轮圆月、如山的父爱、妈
妈的饭菜、儿时的伙伴、“火烧牛屁股”趣

事，如此等等，书中充满了泥土气、人情味。
作者唱响了一曲人情美、人性美的乡村牧
歌，写出每一个农家游子的“精神图腾”。

作者感恩读书求学、人生成长路上遇
到的“贵人”，选取从中小学到大学研究生
求学道路上的五位老师，描绘了老师们的
个性特点及教书育人的群体画像。细节描
写真实生动，读来有趣又有味。而当作者成
为一位老师和学者之后，做人做事做学问
无时无刻不折射出老师们的影子。他不唯
书、不唯上、只唯实，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
上，体现一位当代学者的责任担当。

刘勰首倡“江山之助”。苏辙谓“太史公
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
荡，颇有奇气”。他们不约而同道出大好河
山与文人气度的紧密联系。王东京热爱自
然、热爱人文、热爱历史，少年时期即心怀
作家梦。他的足迹所到之地，即笔力描绘之
处。作者描写草原“渐次铺开，仿如一片蓝
色的大海，微风吹过，草浪翻卷，无边无
际”，采用平铺直叙方法，逼真地刻画了一

幅草原素描图，读者如身临其境。他的一些
记叙文，集优美风景、迷人故事和神奇民俗
于一炉，景、史、人相互交融。若非有心人、
细心人，不会写，也写不出，更写不好。

阅读一篇篇情感真挚的文字，就是跟随
作者重新旅行一趟“人生”。我深刻体会到作
者是醉的，沉醉在故乡的那些山水、那些人
事里，沉醉在祖国的多娇江山、人文风俗、厚
重历史里。同时作者又是醒的，清醒地看到
一些不良现象。他游移在醉与醒之间，追寻、
深思、领悟“今宵酒醒何处”的生命意义。我
们看到文字背后是一个大写的真人！

（谢鹏，任职于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品茗谈文

质朴之风 赤子之情
——读王东京散文集《今宵酒醒何处》

谢 鹏

不知始自何时，在中小学生中流传
着这么一段关于语文学习的顺口溜：“一
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

的确，很多孩子也许数学解题能力
强，也许动手能力强，但他们写起作文来
却是抓耳挠腮，半天挤不出几个字，就算
勉强成文也是寡淡无味的“口水话”。此
外，在学文言文时，面对“之乎者也”总是
找不着北，如读天书。

学语文的这几“怕”由来已久，涉及
面广。然而，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
和获得知识的必需技能，绝不可偏废。作
为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破除“恐惧”。

笔者从事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工
作，曾在破除学生“恐惧”方面尝试过很
多办法。我认为，要让学生克服“怕”字，
就要弄明白他们“怕”的根源在哪里。根

据我的了解，学生之所以“怕”作文，主要
是积累不够，观察不细，思考不深。之所
以“怕”文言文，主要是字、词、句难理解，
字音、词义、句意易搞错……

这就需要我们寻求良法，辨“症”施
“治”。我的主要方法是挑选几名写作文
常挠头的学生，组成一个“散步团”。利
用课余时间，带他们在学校或在学校附
近街头散步，指导他们观察校园风景、
商铺的货品陈列和各类路人等。回来
后，我要他们一一说出印象最深的人和

事。然后，我根据学生所说的，写好“下
水作文”。再把该学生叫到身边，我根据

“下水作文”口述，由其记录。在其记录
过程中，我详细讲解为什么要这么开
头，这么结尾，这么来遣词造句，这么分
层次，等等。当然，也鼓励他们提出质
疑，说出自己的写作思路。如是“下水”
几次，学生普遍能克服畏难情绪，也逐
渐产生了写作兴趣，特别是学会了如何
观察、思考。

此外，我鼓励学生适当看看以我国

“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以加深
对有关文言课文的理解。我还引导学生
开展延伸阅读，并给他们展开讲述相关
的故事。同时，我还通过编写顺口溜及
制作表格等方式，将常见的古今异义
词，按古义今义列表，以增强他们的记
忆效果。

就这样，通过我的不懈探索与努力，
我所教学生大多能克服“恐惧”，语文成
绩在各科中总居领先位置。这也是我从
教生涯中最可贵的回忆之一。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县融媒体中心）

寻求良法，辨“症”施“治”
杨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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