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有幸阅读了湖南省

著名作家刘诚龙的散文集《我

自乡野来》，这是一本充满温

情与回忆的书，是具有高度审

美趣味与思想厚度的书，是一

本具有浓郁湘中地方特色的

散文集。刘诚龙以其独特的叙

事视角和深刻的文化思考，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乡土文

明的新窗口。这些文字既是乡

野的挽歌，也是新生的序曲。

它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

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来自何

处，不要丢失那些滋养我们精

神的文化根脉。

出生与生活在邵阳的刘

诚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家，其

《回家地图》曾获湖南省文学

最高奖——毛泽东文学奖。他

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厚

的文字功底，在文坛上独树一

帜。《我自乡野来》以 82 篇细

腻入微的美文，将铁炉冲的每

一寸土地、每一个人、每一段

往事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他用

朴实的文字，将乡村的宁静与

喧嚣、欢乐与哀愁都展现得淋

漓尽致。从《红薯猪崽》到《草

鸡蛋》，从《从母亲的味道》到

《一碗汤的距离》，每一个细节

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人仿

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烟火气的

乡村世界。这些文字，如同一

幅幅生动的画卷，缓缓展开在

读者眼前，让人沉醉其中，无

法自拔。

书中最让我动容的是那

些关于亲情的描写。无论是甘

愿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母亲，还

是风趣开朗的父亲，他们的形

象都如此鲜活，仿佛就在我们

身边。特别是那篇《母亲的味

道》，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母爱的

伟大与无私。那种味道，不仅仅

是饭菜的香气，更是母亲对子

女深深的关爱与呵护。这种情

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击人

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人感动不

已。母亲用她的双手，为儿子烹

制出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这些

菜肴中蕴含着母亲对儿子的深

深关爱和无私奉献。

《红薯猪仔》讲述了作者

弟弟因出生在红薯丰收的季

节而得名。作者弟弟刚出生，

家里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父

亲只好拿了一块红薯给孩子

舔。从这里开始，作者围绕红

薯这一食材，展现了全家如何

用红薯制作各种美食。因为当

年吃红薯吃得太多，作者讨厌

红薯，但后来又喜欢吃烤干了

的红薯。作者善于以哀写乐，

以乐写哀，字里行间充满对生

活的热爱。

刘诚龙笔下的钵子饭、炸

豆腐、猪肉炒青椒等，都让人

回味无穷。这些美食，不仅仅

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对故乡

深深的眷恋和回忆。他的《一

叶二叶三叶牛百叶》一文，写

的是新邵坪上镇的牛肚菜，颇

有特色。在他笔下，时间不是

线性流逝，而是呈现出一种循

环往复的韵律。乡民们的生活

节奏与春种秋收、寒来暑往的

自然节律完美契合，构成了一

个自足的时间体系。

除了对乡村生活的细腻

的生动的描绘，书中还记录了

乡村的变迁与坚守。从土砖屋

到红砖房，从耕牛到机械，乡

村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变化。

燕子比以前少了，耕田的水牛

不见了，河里游的鸭子关笼子

里了，这些变化让作者既生发

对过去农村生活的深沉怀念，

又生出对生活新的向往。作者

并不一味怀旧，没有“厚古薄

今”，他只是给变迁中的乡村

做一份文档，让读者一起来思

考、判断。在现代化进程中，乡

土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在《恩高冲的草田里》，当

年稻田变成了草田，刘诚龙敏

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迁。在他

的笔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既

激烈又微妙。

赏阅《我自乡野来》一书

时，我有一种强烈感受，面对

乡土文明的变迁，刘诚龙表现

出复杂的情感态度。他既不是

简单的怀旧主义者，也不是激

进的现代化批判者，其写作始

终保持着一种平衡：既珍视乡

土文明的价值，又承认现代化

进程的必然性。这种态度使他

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乡愁表

达，达到了更高的思想境界。

刘诚龙的叙事语言简洁活泼，

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质。他善于

运用方言土语，将乡民的口头

禅以及俗语谚语自然融入叙

述，风趣幽默，使文本散发出

浓郁的泥土气息。这种语言选

择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忠实

记录，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表

达。在普通话占据主导地位的

今天，方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

“抵抗”。

期待刘诚龙写出更多充

满烟火气的散文大作，奉献给

读者朋友。

文本细读

充满烟火气
的乡村世界

——刘诚龙散文集《我自乡野来》赏析

毛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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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

己的楷模与英雄。而在我们

伟大的祖国，院士们便是这

样一群闪耀着智慧与光辉的

楷模。他们胸怀祖国，志存高

远，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卓

越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一

面面激励人心的旗帜。

邵阳，这片古老而富饶

的土地，不仅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更孕育出了众多

杰出的两院院士。他们的学

术成就和人生经历，给我们

带来了无尽的启示和动力。

作为学生，我们应该以

这些院士为镜，学习他们追

求卓越、不断进取的精神。他

们从不满足于现状，总是保

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

的追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科学难题，这种勇于探索、不

断学习的精神，正是我们学

生所应该拥有的。

我们要以院士们的成就

为榜样，努力学习，不断提升

自己的综合素质。我们要有

敢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

勇气，敢于面对困难，勇于攀

登学术的高峰。同时，我们也

要注重实践和创新，将所学

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为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以楷模为镜，我们可以

学 习 到 院 士 们 那 种 勤 学 笃

行、求真务实的态度。他们深

知，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和水平。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学无止境”的

真谛。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每

一个渴望成长的人来说，都

是至关重要的。

以楷模为镜，我们可以正

自身衣冠。在这个充满机遇和

挑战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以院

士们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我们应该学习他

们那种追求卓越、不断进取的

精神，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真理的追求。我们应该学

习他们那种胸怀祖国、心系人

民的情怀，始终将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还应该

学习他们那种勤学笃行、求真

务实的态度，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我们应该以邵阳院士们为榜

样，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

人。我们应该热爱学习，崇尚

科学，启智励志，发奋图强。

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

让我们以邵阳院士们为镜，

正衣冠，立壮志。正如孔子所

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让我们汲取院士们的

智慧与力量，以他们的精神

为指引，不断砥砺前行。愿我

们都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如

邵阳院士般，绽放属于自己

的璀璨光芒，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贡献

力量！

（指导老师：申雯）

以楷模为镜，正自身衣冠
邵东市水东江镇初级中学 申紫月

邵阳这片沃土，孕育了

无数杰出人才，其中不乏在

科技、教育等领域作出卓越

贡献的院士们。他们的事迹

如同灯塔，照亮了我们的前

行之路。

院士们的共同特征，首

先体现在他们对科学的无限

热爱与不懈追求上。无论是

面 对 科 研 道 路 上 的 重 重 困

难，还是长期沉浸在枯燥的

实验数据中，他们都能保持

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勇往直

前。这种精神，让我深刻认识

到，在人生的旅途中，唯有坚

持不懈，才能最终抵达成功

的彼岸。正如一位院士所说：

“科研之路虽漫长且艰难，但

每当看到新的发现，那份喜

悦与成就感便足以让我忘却

所有疲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也是院士们最为鲜明

的标签之一。如彭慧胜院士

专 注 于 纤 维 电 子 领 域 的 研

究，他将电池“穿”在身上，这

一创新为可穿戴设备的发展

提供了新思路。院士们敢于

挑战传统，勇于探索未知领

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为国

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了宝贵

的智慧与力量。这启示我们，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我

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敢于

打破常规，勇于尝试新方法、

新思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院士们有着强烈的家国

情怀。如毛军发院士在艰苦

的条件下，致力于集成电路

信号完整性的研究，填补了

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他心

怀国家，将个人的理想追求

融 入 到 国 家 的 发 展 大 局 之

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担当

精神。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仅

要追求个人的成长与进步，

更要胸怀大局，关注国家的

发展动态，积极投身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去。

在深刻领悟院士精神的

基础上，我为自己树立了明

确的目标：成为一名具有创

新精神、家国情怀和责任担

当的时代先锋。我将以院士

们为榜样，不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努力提升自己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同时，我

也 将 积 极 关 注 社 会 热 点 问

题，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解

决实际问题。我相信，只要我

们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标准

要求自己，不断前行、不懈奋

斗，就一定能够汇聚成推动

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磅礴

力量。

总之，弘扬院士精神不

仅是对过去辉煌成就的致敬

与传承，更是对未来无限可

能的期许与展望。让我们携

手并进、砥砺前行，在时代的

浪潮中勇做先锋、勇攀高峰！

（指导老师：傅永慧）

做时代先锋，铸家国辉煌
隆回县西洋江镇苏河中学 陈铱铱

家乡诗人刘博华女士的两本

诗集摆在我的案头有些日子了，

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阅读。近

日偶有闲暇，零星地读了，也了解

到她为诗为文的一些事迹，颇为

震 撼 ，也 颇 为 感 动 。令 我 震 撼 的

是，刘博华女士在繁重的教学之

余，像家乡的油茶树一样坚守乡

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诗意地吟

咏，为家乡文艺事业的繁荣贡献

心力。我不知道由她主持编辑的

微 刊《红 丘 陵》是 什 么 时 候 创 办

的，但看近期的同题诗竞赛，好像

有两千多期了。不论诗赛成效如

何，这份坚守已难能可贵。对于一

位背井离乡在外多年的漂泊者来

说，读到那么多吟咏家乡风物的

诗词，怎能不动容。

《乡土诗花》，是刘博华女士继

散文集《烟雨风雨桥》和诗集《方醉

相思雪》《方醉相思梦》后出版的第

四本集子。该集由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是一本书写家乡风物的诗词集。《乡土诗花》给我的感受

是乡土气息浓郁，有很强的抒情性，是我喜欢的风格。

我的家乡邵阳县地处偏僻的湘西南山地，因盛产油茶而

闻名。印象中，在家乡文友写油茶的诗文里，我记得两句，一直

念念不忘：“开花，就要开出蜜来/结果，就要结出油来。”（吕颂

文《油茶》）这诗写得非常贴切，很有韵味，也很有格调。写诗，

就要有这种气象，我喜欢这样的鲜明。近读刘博华的诗《油茶

花开》，也记得两句：“抱子怀胎锦绣开，茶山活水碧云裁。”在

诗中，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油茶树的喜爱与赞美

之情。诗中的抒情不是直白倾诉，而是借助对景物细致的刻画

来含蓄地表达，颇为传神。

此外，在《乡土诗花》这本集子里，还有许多题写家乡风

物、吟咏山水田园的诗，也让我印象深刻，比如《题河伯岭》《题

芙蓉峰》《题振羽广场》《咏天子湖》《咏高霞山》《咏夫夷河》等。

诗中的意象，多取材于家乡的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如《题河

伯岭》中的“大王”“小庙”“河伯”等意象，是与河伯岭当地的传

说、信仰相关的元素。紧扣乡土主题，其实也是《乡土诗花》这

本集子最大的亮点。这些都展现了诗人对乡土自然景观与人

文风貌的热爱与关注。

我对格律诗虽无甚心得，但一首诗要想让人记得住，既要

合乎音律、精准表达，又不能缺乏匠心独运的诗思意韵，更不

能缺少带有诗人心性的鲜明个性。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

《乡土诗花》中有些表述是被“规训”了的。其实，在语言的表达

上，大胆一点，或许更有艺术张力。共勉之。

（艾华林，邵阳县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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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邓跃东的散文集《云山来信》由贵州人民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

邓跃东，洞口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曾在《天涯》《散文》《解放军文艺》《十月》《北

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60余万字。

《云山来信》共 23 万字，收入散文 53 篇，是湖南省作

协 2023 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该书聚焦湖湘故土新

象，描绘炊烟图景，叙事识见交融，艺术表达精湛，具有鲜

明的地域性、行走性和现场感。      （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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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