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 国 人 要 在 中 国 的 土 地

上 ，做 出 令 中 国 人 骄 傲 的 事

来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 ，出自

中国科学院的杰出代表——李

述 汤 院 士 之 口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句 简 单 的 宣 言 ，更 是 他 一 生 追

求 的 写 照 ，是 他 对 科 学 事 业 无

尽热爱的体现。

李述汤院士，1947 年生于邵

东，1950 年随母亲远赴香港与父

亲团聚。李述汤二年级时，母亲离

世，让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添艰辛。

但这并未阻碍他对知识的渴求，

他奋力拼搏，誓要在逆境中绽放

光芒。

1965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孜 孜 不 倦 地 学

习，为日后的科研道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毕业后，他更是凭借

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赴美深造的

宝贵机会。在美国，他斩获了 20

余项发明专利，发表多篇重要论

文。尽管成就令人瞩目，但他的

心中却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

他的土地。

“落叶归根”，这沉甸甸的四

个字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

国效力。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致 力 于 纳 米 硅 线 的 研 究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他 终 于 研 制 出 了

全球直径最小的硅线——仅有

一 纳 米 宽 ，这 无 疑 是 世 界 纳 米

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李述汤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他竭尽全力地培养和吸引纳米领

域的优秀人才 ，使我

国纳米科技领域取得

了 长 足 的 进 步 和 发

展 。这一系列的成就

背后，是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

对国家的深沉热爱。

“山前有路，山后有光。”未

来的路虽然漫长且充满未知，但

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心中的信

仰和追求。我们要以李述汤院士

为榜样，学习他那种为了国家和

民族利益而奋斗终身的精神。同

时，我们也要珍惜当下，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报效祖

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打下坚实

的基础。

（指导老师：宋平平）

热 血 绘 华 章
新宁县金石镇连村小学 李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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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评论，乃音乐专业论文

的一个独特分支。其在音乐活动

中 所 产 生 的 作 用 、所 担 当 的 使

命，是独一无二的。我品读《评乐

论词》这部音乐评论选后，深感

邓永旺作为一个青年作曲家、歌

词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

与“美的规律”指导下，致力于以

音乐艺术的崇高之美引领人们

向上、崇善。

邓永旺满腔热情地希望我

为这部音乐评论选作序，我委实

是绠短汲深，岂敢僭越妄为之！

然盛情难却，只好以蠡测海，谈

点品文随感。

邓永旺作为湖南省“三百工

程”文艺家，他的艺术实践始终

贯穿着“双清明月”般的澄澈初

心。从《挑担茶叶上北京》的经典

重读到《外卖哥》的都市新声，从

《呜哇山歌》的民俗密码到《海国

图志》的开放胸怀，他的评论视

野既深植湖湘文化的沃土，又眺望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这种

“在地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在《用音乐讲好邵阳故事》

《奔跑吧，邵阳》等篇章中尤为显著——他将故乡的山水风物

转化为艺术批评的坐标系，让邵阳的油茶林化作解读民族音

乐基因的密码。

细品全书，可见两条清晰的脉络交织：一为“技”的解析，

二为“道”的追寻。在《〈歌梅拉〉赏析》中，他以人类学视角拆

解土家婚俗音乐的符号系统；在《〈湘·绣〉解读》里，又以工

艺美学的眼光透视非遗活化的声景重构。这种跨学科的批评

方法，使其评论既具专业深度，又富文化温度。而当论及《新

时代赞歌》《大地的颂歌》等主旋律作品时，他则跳出“命题

作文”的窠臼，从“个体生命与集体记忆的共鸣”切入，揭示

宏大叙事背后的情感逻辑。这种“以艺鉴道”的追求，在《红

色情怀与时代精神的交响》《致敬先行者与追梦人》等文中，

升华为对艺术本质的哲学思考：音乐不仅是时代的回声，更

应成为引领精神的火炬。

尤为珍贵的是，邓永旺的评论始终保持着“在场者”的温

度。作为长期耕耘于创作一线的歌词作家和作曲家，他对《你

是我阳光》的“心灵灯塔”效应有着切肤体验；作为基层文化工

作者，他对《山花红似火》中“乡村振兴的音乐表达”怀揣躬身

实践的体悟。这种“双重身份”的互文，使得每个字似乎都在呼

吸与跳动——评《主席的衬衣》，他能从花鼓戏的程式化表演

中捕捉“小物件见证大历史”的剧作智慧；论《苗鼓文化的童趣

表达》，他又在儿童视角的转化中窥见非遗传承的创新路径。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让他的评论既规避了学院派的

悬浮感，又超越了感性的碎片化表达。

翻阅这部音乐评论选，仿佛置身于一幅生动的中国当代

音乐长卷之中。在这里，《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的朦胧诗情

与《龙行天下》的雄浑气魄交相辉映；《乡下老家》的乡愁絮

语与《江南放歌》的吴侬软语形成对话；《生命至上》的生命

哲思与《九月的风，九月的甜》的丰收欢歌谱写出多声部的

时代交响。邓永旺以评论家的睿智与艺术家的敏感，在这些

看似离散的篇章间编织起隐形的经纬：从《永远的乡愁》到

《新时代的回响》，从《家国情怀的寄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音乐诠释》，他始终在探寻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与

在地化激烈碰撞的今天，中国音乐如何既守护文化根脉，又

拥抱现代性表达！

书末附录了多位文艺评论家、歌词作家的评论，恰似多棱

镜折射出的七彩光谱。如著名词作家周飞跃赞其歌词“如资水

般清澈”；著名歌词作家、文艺评论家邝厚勤称其乡愁书写“让

瓦楞上的青苔都带着心跳”……这些来自不同维度的声音，与

主体篇章形成复调共鸣，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多维的邓永旺：

他是用《老父亲》的质朴旋律催人泪下的创作者，是用《苗寨飞

歌》传递美与善的践行者，更是以“邵阳十大文艺新闻人物”的

身份推动地域文艺发展的引领者。

《评乐论词》的出版，恰逢中国音乐从“高原”向“高峰”攀

登的关键时期。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提供了数十首音

乐作品的精妙解读，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扎根人民、观照时

代”的批评范式。在这里，理论不再是悬浮的学术概念，而是化

作解读《阿妹出嫁》民俗意象的钥匙；评论不再是冰冷的文本

分析，而是成为《歌梅拉》中土家儿女的情感共谋。当我们在

《醉美城步》的山水韵律中听见生态文明的足音，在《无限江

山》的壮阔和声中感受文化自信的脉搏，便会懂得：真正的音

乐评论，从来都是人民心声与时代同频共振。

品读邓永旺的评乐论词文章，我委实心情十分激动，获益

殊深，感触良多！

他的每篇音乐评论，下笔非凡，主旨明晰，立意高远，情理

交融，意趣盎然。在我看来，唯有作者致力于学艺先学德、为文

先做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才可能有如此

襟怀，把握时代之变，擘画人间正道！邓永旺在《音乐评论写作

札记》中说：“切实坚守艺术理想，作曲作词写评论，创、评双管

齐下，两手过硬。‘硬’在时时刻刻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

与文化需求出发，致力于在学理、学术规范下，切实做到肩头

有责任，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的使命担当，撰写每句话力

求顺民意、汇民智、惠民生、暖民心。”因此，邓永旺创作与评论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论乐评词的文章，切实做到以理

立论，顺势而为，真正做到了将人民群众对真正高雅的音乐艺

术的追求与关爱，倾注于自己的笔端；对所评介的作品，若发

现了不利因素与倾向，在关键时刻他勇于“亮剑”！

一言以蔽之，邓永旺的音乐评论写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美

学原则与“美的规律”指引下，肩负举旗帜、聚民心、展形象的

使命，为人民抒发心声，为时代培根铸魂！

（尹晓星，湖南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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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从邵阳铁炉冲走出来

的，刚刚洗尽脚上的污泥就上岸

的那种。以立身而言，他当“群主”

当得最起劲；以立言而言，他写杂

文和散文最顺手。

他本名刘诚龙，却取了个怪

异的网名，曰“草莽一牛鸣”。人以

为他自我高置，其实名起自他当

年的牧童生涯。童年时代的他，打

不赢发小文亚砣。自家的牛膘肥

体壮，却能斗得过文亚砣家的牛，

给他报仇雪恨……自此，草莽一

牛鸣，一声声在乡村回荡，一声声

在文坛嘹亮。

他一边在杂文界横冲直撞，

像个斗牛士。他的杂文多数是用

历史典故蒸馒头一样蒸出来的，

一点点面粉被他一加工，加了酵

素和膨大剂，成了香甜有嚼劲的

馒头。一边在散文园地修篱种菊，

泼茶赌书。一个霜打的茄子，一块

家常的煎豆腐，都被他写得活色

生香，让人口水直流三千尺。《刘

诚 龙 ，你 娘 喊 你 回 家 挖 土 种 辣

椒》，千万别误会，这不是一句话，

这是一篇散文的题目。别人文章

题目都是诗眼，含蓄优雅，他文章

题目土得掉渣渣，还是那发了霉

的豆腐渣。你以为《红薯猪崽》是

写用红薯喂猪崽崽，其实是写他

弟弟。他总是这样特立独行，与众

不同，不由得让我想起微信里的

一个表情包：戴着宽大的墨镜，嘴

角歪斜地痞笑。多年来，他修炼出

一种鲜明的文体风格“诚龙体”：

他的文章灵活融入方言俚语，同

时穿插文言词汇，形成雅俗共融

的独特韵味。

他是几个微信群的群主，大

家对他敬重有加，一是因为他的人

品，二是因为他的才华。他不把群

主当霸主，群里谁都可以怼他。群

公告是这样写的：“一，本群正气为

上，义气为先，文气为重；二，本群

欢迎有不同意见，因为谁都有脑

子；本群不欢迎人身攻击，因为谁

都有尊严；观点碰撞可以激发思

考，人身不攻击，可以靠近心灵。”

别看他现在口若悬河，大庭

广众下发言、作报告，草稿都不打，

就那样纵横捭阖、恣肆汪洋地说下

去，其实他小时候特别“出不得

湖”。表姐结婚，他跟着父亲去吃

酒，想多吃几块肉，打打牙祭，慰劳

慰劳自己清汤寡水的胃，结果看到

客人太多，就拼命往家逃。父亲把

他按在凳子上坐着，他把头埋进衣

服里，躲到桌子底下。刘诚龙啊刘

诚龙，你也有这样的糗事，我大笑

三声，心里平衡了许多。虽然他那

些浓重的方言，有时让人难懂，但

因常出妙语赢得掌声阵阵。

刘诚龙虽然名气大，却自称

乡野作家，他坦然地说“我自乡野

来”。刘诚龙出版过十多部杂文

集、散文集、随笔集，其中《暗权

力》等几本上过网络畅销书榜、

《民国风流》等几本还再版三版。

不论是散文还是杂文，都可以体

会到他的“在野”气质。他众多著

作中，我最喜欢的当属新版的《我

自乡野来》，喜欢那种从书页里散

发的泥土腥味、草木清香、故土月

色。因为我也是自乡野来，乡野是

我们的生命底色。

（李云娥，湖南省作协会员）

 印象记

乡 野 作 家 刘 诚 龙
李云娥

邓跃东散文集《云山来信》，28 万字，正

文分“光景”“气象”和“月影”三部分。“光景”

主要写乡土生活，写人生况味和感慨；“气象”

主要写行走的所见所闻所感；“月影”主要写

亲朋师友。

散文，重要特点是“散”，是“形散而神不

散”，作者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以为某一

篇就是写这个人、这些人或这一件事，读到后

来，发现内容又引申、扩散开去，主题升华了。

《人息屋檐下》，主要篇幅是写农村屋檐的好

处。农闲时三三两两坐在屋檐下喝茶，谈着阳

春，说着桑麻，一脸愉快。还以为是茶叶好，其

实是慢下来的日子心情好。写到这里，似乎可

以结束了，但是没有，后面还来了一段，写苏

东坡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感慨“此生有甚么歇不得处”，又顺势写

出“人应随遇而安，无处不茶”。最后，又照应

前文，从山野屋檐下喝茶的散淡闲雅，从“茶”

字“艹”“人”“木”的结构领悟出：老祖宗是叫

我们坐在草屋下的木凳上，而不必老坐不住，

心情不佳不必怨茶叶不好。

《白白的手巾》开头写 40 岁的“我”要随

身带一块手绢，然后主要篇幅写外公和爷爷

等老一辈人使用手巾各有风格。外公给一个

批斗过他的人治蛇咬伤时，把手巾撕成条连

接起来，捆住伤者伤口所在的小腿的上部，然

后用嘴给他吸毒液，吸得自己嘴唇发青。又譬

如外公在作者母亲怀里合上眼睛，母亲掏出

外公身上的白手巾，盖住了他平静的脸庞。此

外，还有很多感人细节，文章内容已经很充实

了。但还有升华，文章最后写：“外公清贫一

生，没留给我什么东西，在我 40 岁的时候却

给了一块白手巾。”“我依然漂泊，不停地获

取，不停地失去。我庆幸，最后还有一块白手

巾在身上。”卒章显志，余味无穷。

世事洞明皆学问，世事可以是大事也可

以是小事。《云山来信》另一个特点是，所写的

事情细小，但能从中提炼出一种哲理，顿悟出

一种学问。《邻家屋檐》写姜大家的屋檐下很

有人气，村里人都愿意到那里去玩；“我”家的

屋檐比姜大家的宽敞，家里的人也希望大家

去玩，但很少有人去。原因是姜大随和，在那

里玩的人不受拘束；“我”家缺少一种和，而和

又体现在一种气上。于是作者得出这样的感

慨：“种种的付出，不就是让日子过得愉快一

些么，愉快并不遥远，抑或就在屋檐下……”

又进一步发挥：“每个生命里都有一种屋檐，

有时很久都看不到，那是视角有了问题，并非

不存在。”

《云山来信》还有一个特点是如实反映生

活，是怎样的就写成怎样的，不拔高，不美化。

《云山来信》的舅爷爷，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

师，对待“我”这个“外甥孙”，却显得近似冷酷。

“我”还没有工作时，他能帮得到忙却不帮；后

来“我”入伍、当了军官、复员参加工作了，写信

向他汇报，他总是不回信，显得不近人情；到他

家里看他，他也没几句话说。当然，最后作者还

是写出了对他的敬爱，他是“一座深沉又凝重

的青山”。“我盼望的东西早就出现了，我已经

收到了他的来信，他本身就是一封信——颜

容、目光、气息、一丝皱纹、一根白发、一声咳

嗽，汇聚成了一个个深沉又炙热的字符，让我

无法懈怠、无法停息。”这样写，是求真求实，不

为贤者讳，写出人物的本来面目。

人生多日常，生活有哲理，就看你能不能

领悟，能不能提炼。《云山来信》写的是一些生

活片段、生活细节，简单地说就是人生日常，

读者能够读得下去，是因为作品在生动的叙

述、描写之中，融合了深沉的情感，而又能提

炼出有一定深度的人生哲理。阅读本书的过

程，实际上是领悟人生的过程。

读者感悟

探 寻 人 生 的 真 谛
——读邓跃东散文集《云山来信》

黄三畅

樱花灿烂

杨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