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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既是抵御外来侵袭

的重要屏障，又是象征中国文

明的重要标志，如今还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中国

社会科学院设立“长城学者”人

才计划，用心良苦，意味深长。

很荣幸作为第二批“长城学者”

资助计划获得者，参加今天这

样一个高规格的启动会。

我是 1993 年 4 月进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

究室工作的，迄今已有 32 年。我

至今还记得刚入院第一次参加

院里的大会，看到胡绳院长拄

着拐杖步入主席台，仿佛现在

还能想起自己当时伸长脖子想

一睹这位大家风采的情景。社

科院大家如云，我也记得刚入

所不久，参加一次社科院先进

工作者的推选，看到名单上有

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当时真

感到荣幸。没想到自己能成为

主编过《现代汉语词典》的语言

学大师的同事，我竟然还能给

他投票。

具体到法学所，同样也是大

家云集。记得刚入所时，王家福

老师当所长，那一年法学所进两

个人，家福老师分别找我们谈了

话。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说

与法学所的老所长张友渔先生

相比，我们现在对国家法治建设

的决策影响力还不够。当时可能

他本人也没想到，后来他先后两次进中南海给中央政治

局讲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法治课、参加党的

十五大报告起草并推动将“法制”改为“法治”，还担任全

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多年，亲自参与多项重要

的立法。2018 年，家福老师获颁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

“改革先锋”称号，成为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我想，家福老

师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专业积累和

崇高人品，还离不开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以及社科院法学所这样的国

家平台……总的感觉是，法学所和社科院整体一样，与国

家和时代同频共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以厚重的家国

情怀服务于国家大局。

回想自己在社科院法学所 32 年的时光，有几个想来

好险的一念之差，也可以说是自己庆幸作出正确抉择的

时间节点。一是刚参加工作那阵子，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

初，正是年轻人出国、下海的高潮。我们那一批刚入职社

科院被派到河北香河去锻炼的几十名年轻人，后来好像

不少都出国或下海了，包括与我一起入所的另一位青年

学者也下海做律师去了。二是有一段时间包括法学所在

内的社科院人才流失特别严重。那时，每次我见到从法学

所调到其他高校的同事，他们都要问我：你怎么还没走？

直到后来社科院实施创新工程，我们的待遇开始提高，慢

慢才止住了这一波人才流失……我庆幸一直在社科院坚

持了下来，如今意外得到这份荣誉，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当前，社科院各方面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一个人，

一个单位，重在士气，凭着当前日渐高涨的士气，我们一

定会在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中实现社科院的复兴和

更大的繁荣……我现在已经 57 岁了，但朝闻道夕死可

矣，为学为人的修炼没有止境，我也一直相信，凡事不怕

晚、就怕不开始。今年，我刚刚卸任了担任 15 年之久的刑

法研究室主任之职，接下来正好可以潜下心来，扎扎实实

地做几年研究。我不仅要规划好如何高质量地完成好接

下来的三年“长城学者”资助计划，还要做一个更长远一

点的学术规划。我这次入选“长城学者”资助计划的课题

是《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知识体系构建》，我将以此次“长城

学者”计划作为新的起点，总结自己过去 30 多年来的治

学经验，从刑法领域切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读好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

从国际视野和中国视角提炼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有效参

与国际对话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为中国的犯罪治理和刑

法学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高翔院长曾指出，要在社科院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

科研环境和学术生态，确保学者有风骨、成果有品位、殿

堂有尊严。我热爱社科院，热爱法学所，热爱社科大，我将

倍加珍惜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这份荣誉，接下来

更加以感恩之心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

做一个有风骨的社科人，力争产出更多有品位的科研成

果，为牢牢撑起社科院这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殿堂添

砖加瓦。

（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为今年4月17
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聘任仪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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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湘西一朋友邀

约我来年四月去他的家乡桐花

寨赏花作诗。其实，我老家的屋

后也有一株几十年高龄的油

桐。今年立春以来，该友人在微

信群里时时晒出美丽的桐花，

惊艳了四座。其时，我老家屋后

的油桐，应该也在次第开放吧？

此刻，离开故园已经三个多月

的我，隔着屏幕闻着友人在“圈

中”分享的花香，不由得愈加怀

念起老家的那株油桐来。

关于这株油桐，不知是先

前的哪位长辈有意种的，抑或是

某颗幸运的油桐籽被某只不知

名的鸟儿衔来，遗落在屋后的沃

土中，生长出来的。油桐属落叶

乔木，一般而言，高度应该在 3

米到 8 米，树冠也不甚宽大。而

这株油桐，由于生长在屋后坡上

的竹林间，竹子较高较直，又很

密，它为了喝到露水，见到阳光，

也铆足了劲，长出十几米高，这

也许正应了那句“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然而，你若要说它“白

沙在涅，与之俱黑”——油桐的

树冠也会像竹顶那样瘦小且朝

向单一，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

上，这株历经千辛万苦总算从四

周竹冠的围困中熬出头、见着青

天的油桐，并没有见好就收，它

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大口

地畅饮着四季的甘霖，尽情地舒

展开四肢，树冠如巨伞一般。

油桐的花，很有特色，含苞

待放的时刻形如鸡蛋，椭圆，米

黄色，很可爱。几场细雨的滋润

后，某个清晨，它们悄悄绽放，

散发着一种特有的清香。我站

在窗前望过去，那树冠上是白

里透红的一大片，煞是壮观。走

近去看，那花儿有半枚鸡蛋大，

五片花瓣根部连在一起。每片

花瓣的底部都有很多条向外呈

放射状的鲜红的细条纹，而每

条细条纹之间又充满了柔和的

淡黄色。花瓣的正中间是几粒

高举的花蕊，也是淡黄色的。

油桐的果实榨出的油也大

有用处。记忆中，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及以前，农村的生活器具

大多都是木制品，用久了会开

裂、老化，还容易被蛀虫光顾。怎

么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抹桐油

了。木器抹过桐油后，能防晒防

水防裂防虫，一举多得。只是，上

过桐油后的木器，表面难免有一

点黑乎乎的。尽管看相不佳，但

表面散发着的淡淡的清香，直达

人的五脏六腑，令人神清气爽。

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

大量收购油桐果。这株老桐树

可为我们家造了不少福。每到

秋天，我们小孩就扒开落叶，捡

拾油桐果，力争颗粒归仓。晒干

后拿去街上卖，换回一些生活

用品和学习文具。后来才知，油

桐可以说浑身是宝。不但桐油

为油漆、印刷油墨的优良原料，

还有树皮可制胶，果壳可制活

性炭，根、叶、花、果均可入药。

（柳格彬，湖南省作协会员）

乡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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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仿佛还未散尽，儿子

们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去了。虽

然不舍，但我心里清楚，雏鹰有

长出翅膀的时候，孩子们自然也

有长成离家、开创自己新天地的

时候。那天，送儿子们走出花园，

当他们转身的那一刻，看着他们

颀长的背影，我不禁思绪万千，

眼角也滚动起热泪来。

儿子们走了之后，家里顿

时冷清了不少，我和妻子整理

着家务和旧资料，准备回老家

湖南，陪伴母亲住上一段时间。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小

儿子蹒跚学步的照片。妻子看

我盯着照片出神，温柔地说道：

“我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儿子先

是试探性地迈出了一小步，当

时他哥哥牵着他。他的小脚刚

一接触地面，整个身体便因为

失去平衡而晃动起来。那一刻，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本能

地想要冲过去扶住他。可你轻

轻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再等等。

儿子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回过

头，目光在我们身上短暂停留

后，便又坚定地看向了前方。哥

哥松手后，他深吸一口气，稳住

身体，再次迈出了一步。这一

次，他走得稳了一些，虽然脚步

依旧踉跄，但那小小的背影却

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没想

到时隔多年，妻子依然还记得

这么多细节。

如果说第一次让我感动得

热泪盈眶的背影是在儿子蹒跚

学步时，那第二次背影就是看着

他们为奶奶分担劳作，累得汗流

浃背时。那时候每年寒暑假，我

都会送他们回乡下老家，让他们

亲近大自然，感受乡村生活的质

朴与美好。老家的院子旁，有一

片不大的菜地，那是我母亲辛勤

劳作的地方。每次回去，儿子们

总是迫不及待地跟着奶奶走进

菜地，想要帮忙干农活。

那个暑假接近尾期时，我

回到家乡打算接他们回城市读

书。当时正值午后，骄阳似火，

我看到菜地里的两个儿子，他

们各自戴着一顶大大的草帽。

那草帽对他们来说显得有些过

大，几乎遮住了他们大半个脸。

兄弟俩都穿着一件宽松的短袖

T 恤和一条短裤，小小的胳膊

和腿脚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黝

黑。他们弯着腰，手里拿着锄

头，在认真地除草。每锄一下，

他们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小

小的身体随着锄头的起落而微

微晃动。不一会儿，他们的额头

便布满了汗珠，顺着脸颊不停

地滚落，滴在干燥的土地上，瞬

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

T 恤也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

在背上，勾勒出他们那瘦弱却

充满力量的背影。看着他们那

专注的模样，我的心中涌起一

股暖流。

转眼之间，两个儿子都长

大了，长子顺利找到了心仪的

工作，次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次子开学那天，我们一家人

早早地起床，帮儿子收拾行李。

看着那一件件被装进箱子的衣

物、书籍，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这一箱箱的行李，仿佛装满了

儿子过去十几年的成长与回

忆，包括高考前期在孤灯下努

力奋战的背影。如今，他即将带

着这些，踏上新的征程。高铁

站，人来人往。大儿子陪着小儿

子，拉着行李箱，背着书包。他

们两兄弟已经长得比我还高

了，脸上褪去了曾经的稚嫩，多

了几分成熟与自信。他们的背

影挺拔，他们的步伐坚定而有

力，仿佛在向我们宣告，他们已

经做好了迎接未来挑战的准

备。而我，只能在背后默默地为

他们祝福，为他们守望。

岁月如流，两个儿子的背

影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变换着模

样，从蹒跚学步的稚嫩，到乡村

劳作的质朴，再到离家求学的坚

定。我知道，无论未来的路有多

么漫长，多么崎岖，两个儿子的

背影都会永远在我心中闪耀。而

我，也将带着这份对儿子们的关

爱与牵挂，在他们身后，默默地

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陪伴

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周后运，洞口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

背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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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清
青藤树上金银蕊；

白马山间锦绣坡。

邹宗德
高瞻白马巅，怡神赏云海花海；

遍种摇钱树，启户见金山银山。

萧伟群
得天地之灵气，万仞瑶山，飞瀑

滋银蕊；

有古今之秘方，一杯香露，美容

动客心。

夏亦中
居群芳之首，花绽金银入药；

阜百姓之财，藤牵富裕登门。

彭端祥
宜水宜山，镶金缀玉；

亦茶亦药，陆敬孙崇。

奉子雄
瑶岭接云天，无边幻境无边梦；

金花藏雾海，一阵香风一阵歌。

傅翠兰
银飞阆苑花成锦；

金染瑶山梦有诗。

林庚岁
叶承雨露依山碧；

花展金银满架香。

黎祜银
背载清香，满筐金玉满筐梦；

心装喜悦，一岭呜哇一岭诗。

蒋盛玉
翠藤柔绕一山宝；

酥手轻弹满篓金。

袁楚山
双花装点瑶家梦；

一曲轻弹彩篓情。

陈喜鹏
水泡双花香破石；

汤煎一药妙回春。

李连生
两色开成一朵，堪称姐妹；

万丛富了千家，可载春秋。

赵金尧
迎霜雪，斗苦寒，不求水美地肥，

养生直比金银价；

治疽痈，清热火，可助民强国富，

兴业催开幸福花。

罗健平
风掀绿毯抖金银，看瑶山百媚；

蕊溢清香驱疾疫，得春梦千回。

欧阳红
金银画展瑶山上；馥郁香飘云海间。

欧阳飞跃
既白既黄，花香天地；

可茶可药，德润身心。

朱容国
名曰金银无俗气；花沾雨露有兰馨。

唐果德
瑶寨登高，乐把金银铺作路；

雪峰望远，笑将岁月拼成花。

杨芬
金银并蒂，漫将风月勾留，云霞

丛簇；

茶药同香，长许瑶山春色，百姓

欢颜。

袁青苗
云海绽金蕾；清风透暗香。

刘芳
香缘一蒂二花，皆原生态；

誉满三湘四水，自小沙江。

周韵怡
香风过岭金波涌；

丽景宜人产业兴。

庞小青
朝披云彩，暮浴珠晖，百里金银

镶画卷；

甘露怡心，清茶润肺，千年本草

竞风流。

谭水松
柔蔓趁春风，烂开篱落金银色；

清香馨药案，兴富花瑶安乐乡。

欧阳日初
清气萦山，一山岁月一山雨；

芳香入篓，半篓金银半篓霞。

曾沐阳
汲日月精华，花开瑶岭；

聚金银财富，福泽世人。

    （邹宗德 整理）

隆 回 金 银 花

“邵阳红”系列优质农产品楹联

绽放  杨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