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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东是神交很久之后才

面晤的文友。不记得是哪年，偶

尔翻到一篇《丈夫第》的文章，

读后，很有会意，那等文字，那

等创意，让人爱不释手，于是便

记住了邓跃东这个名字。

匆匆数年，在一次邵阳洞

口的笔会，才得以与跃东见

面。他虽出身行伍，并未显出

赳赳之气，而略显木讷，是那

种敏于文而讷于言的人。此后

便有了微信的往来，由此也知

跃东早年在军营时，便崭露头

角，文名颇具。以文会友，近年

来，我亦喜将自己的文章，传

之惠正。每当这时，他总将拙

作转之数十文群，谓之分享。

跃东就是如此实在之人。

今年初春，跃东寄来了结

集 10 年散文创作成果，汇成

一集，名之为《云山来信》，并

告知此书出版非常不易……

请我务必指正。我因逢春之

后，诸事繁杂，又眼力不济，再

没有年轻时每逢好书必一口

气读完的劲头。于是便不择时

日，断断续续勉力将它读完。

《云山来信》是一部厚重

之作，显示出沉默的力量。沉默

并非无言，而是作者于无声处

蓄情发力，于叙事中深藏言外

之意……大情大义都蕴含在

波平浪静之间。

《去老鹰山镇》是一篇内敛

功力深厚的佳作，如果说它是

讲一个过往青春爱情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那么粗糙、随意。但

你不能不从集市、字牌、铁轨、

洗澡堂、猪头肉中，感受到青春

的萌动、年轻的浪漫、爱情的沉

醉、曾经的芳华。“这是我重要

的青春驿站。”由此你才会体会

到作者为什么不惜从家乡去怀

化、去贵州，辗转反侧，翻山越

岭，涉江过坎，不辞辛劳寻找这

样一个远山远水的山镇。一篇

读罢，人事物景，总萦绕脑海，

弥久不散，甚至可以联想《廊桥

遗梦》那样的美好！

如果说《去老鹰山镇》是一

篇深藏不露的美文，那与书名同

题的《云山来信》则是一篇波谲

云诡的奇文，它的奇在于永远无

法破译的舅爷爷心中之谜。

文中写到“我”一次又一

次地给舅爷爷去信，无论是在

我困顿之时，还是光鲜之时，

这些信却永远得不到舅爷爷

的片言只语。跌宕起伏的人

生，悲欢曲折的命运，在“我”

的人生路上。“我”是多么企望

有人指点迷津，助力奋进，但

求之而不得。舅爷爷有悖人之

常情的处世之道，的确叫人不

能理解。但奇怪的是，即便是

如此遭遇，每当人生关键时

刻 ，“ 我 ”总 是 不 能 忘 记 他 。

“我”视之为精神导师，向他倾

诉、请教。他身上无形之中总

有一股引力，让你愈挫愈奋。

云山无信胜有信。舅爷爷

虽然一生没有给“我”来信，但

当“我”年届不惑，去看望 92

岁的舅爷爷时，他仍在学习英

语以为孩子们补习。舅爷爷虽

不言一字，但身教胜千言。这

是一种无声的教导，这是一种

沉默的力量。

在跃东的文集中，处处显

示出这种沉默的力量，他在讲叙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平静、质朴、

含蓄。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格

外注重人物、情节、细节。而情

感、哲理、深文大义就隐于其间，

读后，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我甚

至有时想，跃东的文章到底是散

文还是小说？这其实是一个不能

截然对立的两种文体，散文原则

上是不能虚构的，小说本质上是

可以虚构的。但二者在某些要素

是可以融通的。

跃东笔下，写了那么多人

物，多是乡村市井之人，生活的

印记，市侩的气息，都有一种呼

之欲出的感觉。在这些篇什中，

我非常喜欢《杯宽日月长》。在

我看来，这是一篇在中国文学

的长廊中，独具一格的写母亲

的散文。文章不长，两千来字，

不动声色，细微之处见精妙。人

物心理的表现，借助饮酒的变

化来渲染，内心是波澜起伏，但

表面淡然如静。辛劳孤寂让母

亲在45岁前后爱上酒，借酒浇

愁，在孤寂中获得一丝慰藉。一

个女人突然钟情于酒，足可见

母亲心海的孤独已经到了茫

茫边际。酒，成了母亲的日月天

地。但是，突然有一种力量，改

变了母亲这种每餐必酒的生

活方式。随着儿女们在城里成

家立业，为给子女们带孩子，母

亲从乡下进城，戒掉了酒。

日子一天天过去，把孩子

们带大了，母亲再一次又回到

乡下和父亲生活。“母亲一个

人又喝起了酒来，一餐一杯，

安静地坐在饭桌边，常常自语

还笑，好像对面坐着人，又好

像在等谁回来。”一波三折，写

出了默默奉献的母亲形象，有

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就是沉默的力量，仿佛

在地层深处，如熔岩般运行，

如地火般奔突，那是一种撼天

动地的力量！一经和读者的心

灵打通，就会带给读者结结实

实的撞击和震撼！

（梁瑞郴，湖南省作协名
誉主席）

 品茗谈文

沉 默 的 力 量
——读邓跃东散文集《云山来信》

梁瑞郴

近日，《相信文学的价值——

张先军文艺评论集》由文化发展

出版社出版。

张先军，笔名张五龙，系湖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现任邵阳市诗词

协会名誉主席。

《相信文学的价值》一书，收

录了作者关于小说、诗歌、影视、

美术等方面的评论文章。作者坚

守文艺批评的人民立场，在兼顾

文艺热点的同时，着重对邵阳本

土文艺家进行评介，评论语言接

地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王文利）

《相信文学的价值》

一书出版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阅读了

《邵阳院士》这本书。我被院士们的

毅力和信念所感动，更被他们在各

个领域的成就所震撼。院士们无私

奉献、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成为

我学习的新榜样。

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是荆棘密

布，就像冰心奶奶说的那样：成功的

花儿，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

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

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毛军发院士

的科研道路充满了坎坷与挑战，但

他从未动摇过对科学的执着与热

爱。终于，他在高速集成电路互连与

射频电子封装方面取得了卓越成

就。正是有了像他这样心无旁骛、专

注于科学研究的学者，才使得中国

在诸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

跑”，乃至“领跑”的跨越。

成功不是光靠嘴上说说，更重

要的是实际行动。卿凤翎院士顶住

重重压力，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一

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有

机含氟材料，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达

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成功告诉我

们，新时代的科研工作不仅需要扎

实的学术功底，还需要整合资源、

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热爱数学，从中汲取了很多

力量。毛军发和卿凤翎院士的故

事，更加坚定了我对数学的热爱。

院士们可贵的精神鼓舞着我，我的

内心为之深受震撼。

学习院士精神，成为新时代的

奋斗者，不仅仅是对科学家们的致

敬，更是对我们每一个青少年的要

求。新时代的青少年应当以院士们

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敢面对挑

战，善于合作，不断学习，努力在自

己的领域中做出成绩，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新时代的

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指导老师：王小林）

学习榜样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隆回县七江镇五星完全小学 周意轩

打开《邵阳院士》这本书，仿佛

开启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魔法之

门。门后，是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身

影，以及一段段震撼人心的传奇。

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里，院士们

恰似坚韧不拔的胡杨，深深扎根于科

研的土壤。缺设备、少资料，那又何

妨？他们凭借着心中如烈火般燃烧的

信念和钢铁般顽强的毅力，将一个个

看似不可攻克的难题逐一击破。他们

以知识为画笔，以汗水为颜料，精心

描绘着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

院士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犹

如夜空中最亮的星群，不仅点缀了

自己的人生天空，更是国家荣耀殿

堂中最耀眼的珍宝。他们的研究成

果，如同润泽万物的春雨，广泛而深

刻地影响着各个重要领域。在科技

创新的前沿阵地，他们是冲锋陷阵

的勇士，推动着科技的车轮滚滚向

前，让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更强

大的话语权；在医疗卫生领域，他们

宛如带来希望曙光的天使，挽救无

数生命，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工程建

设中，他们是坚固大厦的基石，让高

楼拔地而起、桥梁横跨天堑；农业发

展方面，他们似神奇的魔法师，让田

野丰收、粮仓满溢。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家国担当的深刻内涵，展现

了无私奉献的伟大情怀。

作为新时代怀揣梦想的青少

年，我们应将邵阳院士视作璀璨的

星辰榜样，汲取他们的精神养分，

滋养我们成长的心灵。我们要树立

高远的理想抱负，在学习的荆棘路

上和生活的风雨途中，勇敢如雄

狮。让我们不断磨砺自己，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我们的智慧与力量。

（指导老师：李轲轩）

一 本 充 满 力 量 的 书
邵阳县诸甲亭乡洪庙小学 吴思妍

去年 5 月份以来，我校开展了

师生同读一本书系列活动，重点阅

读和学习了《邵阳院士》一书。该书

讲述了多位邵阳籍院士读书成长、

科研报国的故事，每一位院士的故

事都深深地鼓舞和感动了我。其中

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彭慧胜院士的

成长历程，特别是他那种好学进

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志在创新

的品性值得我一生去学习。

1976 年，彭慧胜出生在邵阳

县塘田市镇。儿时的他不仅学习成

绩优异，而且很懂事。上小学时，每

天早上干完农活才去上课，放学回

来，还要扯猪草。当时，村子里缺

水，他清早还得去山塘舀水；待到

农忙季节，就帮助家里收割稻谷、

挖红薯，幼小的他早早成为家里的

劳动力。

每每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了我

自己。我也生活在农村，平时也帮

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还

要帮忙带弟弟妹妹……可我并没

有养成彭慧胜院士那种吃苦的精

神。我经常跟父母甩脸子，跟老师

和同学们抱怨，觉得生活在这样的

家庭一点也不幸福，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在学习上遇到一点困

难，就想着逃课，把父母和老师的

悉心教导抛到九霄云外。想想彭慧

胜院士小时候，再看看现在的我，

我感到无比惭愧。我应该学习他那

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想办法克服一

切困难，提升自己，迎难而上。

艰苦的农村生活不但没有击

垮他，反而给了彭慧胜有益的滋

养，培养了他善良热忱、正直担当

的品性。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与生活

的不易，彭慧胜立志要好好读书，

改变命运。父亲带回家的一些杂

志，是他最为中意的精神食粮。同

学时不时地给他带来的书籍和期

刊，被他视为珍宝。他从书里找到

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在那么艰难的岁月中，彭慧

胜仍然坚持读书，如饥如渴。反观

自己，处于书的海洋却无心阅读。

有时候老师监督就读一读，父母喊

喊就看一看，走马观花，完全没有

用心，读完一本都很难得，更别说

读万卷书了。其实，我们现在的阅

读条件相比彭慧胜那个年代要丰

富多了，学校有图书馆，村部有农

村书屋……这么好的读书条件我

们更应该好好珍惜，徜徉书的海

洋，做书籍的好朋友。

彭慧胜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娃

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人生

历程闪耀着科技创新、报效祖国的

灿烂光芒。

   （指导老师：佘平芳）

路 无 尽 头 心 有 归 处
新邵县巨口铺镇马落桥完全小学 肖双

武冈历史悠久。然而，回顾过往，似

乎没有读到系统、翔实记载武冈历史典

籍的专著，有的只是关于武冈某个时期、

某个方面、某个事件的零星叙述，不能不

说这是一大憾事。可喜的是，邵阳市政协

文史研究员杨运焰先生的《都梁旧谭》出

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都梁旧谭》洋洋 32 万字，厚厚一

本，分为五辑。

第一辑“史论篇”，不仅收录了整体概

述武冈历史的《千古风流话武冈》《武冈历

史有多长》，也有从局部来探究的《武冈古

城沧桑记》《话说武冈城墙》等。从杨先生

的这些史考篇章中，读者不仅可以清晰地

了解到武冈两千多年的历史脉络，还可以

从文人的诗词及墓志铭等史料中了解到

渊远流长的武冈文化。像《千古风流话武

冈》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详细追述了几

千年来的武冈人文历史。从四季岩的石斧

陶片，到文庙前晋代陶侃手植的古银杏

等，它们皆为武冈人文历史的载体。

第二辑“人物篇”，作者从考究在武冈

活跃过的历史文化名人入手，研究武冈的

文化。其中，研考了多位本土出身的人物：

清官曹一夔，名门雅士邓仁堃祖孙，中华

民国时期的武冈县长刘公武……还有誉

满神州的“文坛托星人”、著名编辑家龙世

辉，以及书坛奇人李潺等人的人生经历。

其跨度之广，至少为笔者所罕见。

第三辑“文史篇”，作者在《武冈道教》

《武冈佛教》等文章中比较具体地介绍了道

教、佛教等在武冈的传播、发展及其对社会

民众的影响；《解放前武冈青红帮》则为读者

还原了青红帮从明末清初到民国时的产

生、发展、兴盛，及后来随旧时代而消亡的过

程。解放武冈乃划时代的事件，文献多有记

述，然大多“语焉不详”。而杨先生的《武冈解

放纪实》，凭着文史研究员的眼光，翻阅无数

资料，采访了1949年10月10日解放武冈的

解放军四野官兵的十几位后裔，求真、存实，

然后甄别、取舍，最终撰写出了这篇记录具

体、内容翔实的文字，为还原当年武冈解放

的史实留下了一个全面、立体的画面。

第四辑“文物篇”，作者向世人介绍

了武冈 15 处赫赫有名的名胜古迹。如自

然与人文相融的法相岩、香火不绝的兴

隆庙、文脉传承的苏氏宗祠、武冈最早的

抗战纪念碑、武冈文庙、雄甲天下的武冈

城墙、享誉神州的“潇湘楹联第一村”、木

瓜桥、资江河畔的“一枝笔”凌云塔、宋代

修建的武冈石羊桥，等等。作者对这些文

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描述，可以

让读者对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第五辑“文旅篇”，作者介绍了武冈最

具特色的景点和最具民俗风味的小吃。

总之，杨先生把长期以来收集和撰写的

反映武冈历史的材料汇集成册，呈现给读

者，实在是一件好事。此书给缺失的历史以

补白、以订正，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思想者营地

历 史 的 补 白
——读杨运焰先生新作《都梁旧谭》

林日新

文艺广角

晨景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