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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毛泽东文学院学习，是我

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没想到，这次我有幸入选毛

泽东文学院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改稿班，多年来的梦想终于

照进了现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不 过 ，说 起 这 次 改 稿 班 ，

还真有点戏剧性，我差点错失

良机。

今年 2 月，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发掘和培养湖南省少数民

族作家，推出湖南省少数民族文

学精品，助力新时代湖南省少数

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湖南省

作协在网上发布了“湖南省少数

民族文学改稿班征稿启事”，计

划 5 月上旬办班。以往许多改稿

班对学员有 45 岁以下的年龄限

制，唯独这次没有。我便挑选了

一篇自以为满意的 4000 多字的

散文，和报名表一起发至邮箱，

静候佳音。可是，左等右等，5 月

份过去了，仍毫无音信，也没在

省作协微信公众号上看见开班

的消息。

6 月初的一天，我在上班时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看是显示

外地号码（我在浙江工作），就马

上挂掉了。第二天，这个电话又打

来了，我还是不耐烦地接了。我先

不做声，只听对方说：“我是毛泽

东文学院的工作人员，请您参加

这次少数民族文学改稿班，到时

候将有湖南文学界前辈和多家知

名刊物主编到现场指导写作。”听

到这句话，我顿时喜出望外，但又

很不好意思，就赶忙道歉，并表示

衷心感谢。心想，如果不接这个电

话，我将失去这个日思夜盼的重

大机会，后悔终生。

接到这一好消息，对于过去

参加过毛泽东文学院改稿班的

作家来说，可能不是很激动，但

从未进过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的

我却如孩童般雀跃。当即通过微

信将喜讯分享给亲朋好友及当

地作协领导，收获满屏祝贺。他

们纷纷叮嘱我要珍惜这次千载

难逢的机会，潜心学习，打磨佳

作，不负此行。

6 月 13 日，怀着满腔期待，

我从浙江金华踏上高铁，一路飞

驰来到文化名城长沙，走进庄严

的毛泽东文学院，与来自全省的

33 名学员一道，开启了为期 3 天

的学习。期间，我们得以近距离

聆听湖南文学界前辈及《民族文

学》《芙蓉》《湖南文学》《红岩》

《湘江文艺》等知名期刊主编的

倾囊相授。他们不仅对提交的作

品细致点评，真诚指出不足，还

热情分享亮点，更勉励大家发挥

题材优势，深入生活，关注当下，

努力创作出有鲜明辨识度的作

品，以独特性吸引编辑目光，为

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增光添彩。

许多学员初抵毛泽东文学

院时，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满

怀新奇与自豪。报到当日下午，

大家便纷纷驻足，在毛泽东文学

院庄严的门庭前和镌刻着“湖南

省作家协会”的巍然巨石旁打卡

留影。

一天，趁午休时间，我与几

位学员不约而同地走进毛泽东

文学院一楼的全省文学作品展

厅。展厅内，各市作家的著作依

地域整齐有序地摆放在书架上。

那些厚重如砖的文集、装帧考究

的选本，无不彰显着湖南文学的

深厚积淀。指尖掠过书脊，仿佛

触摸到文字的重量，心中既震

撼，又油然生出敬畏——这浩瀚

的文学世界，值得我用一生去探

索与学习。

随后，我缓缓走进“毛泽东

与文艺展厅”，一股庄重而浓厚

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柔和的灯

光洒在展品上，仿佛给它们都披

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四周的墙

壁上，挂满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

照片以及与文艺相关的文献资

料，它们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

壮阔又与文艺紧密相连的历史。

转瞬之间，3 天的时光便悄

然落下帷幕。时间虽短，但收获

很大。此时，落日的余晖温柔地

倾洒在毛泽东文学院门外那块

巨石上，“湖南省作家协会”几个

红色行书大字被镀上一层璀璨

的金边，熠熠生辉，仿佛在诉说

着文学的神圣与庄严。

就这样，我一步一回头，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毛泽东文学院。

然而，那份对毛泽东文学院的深

深眷恋，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充

满诗意和梦想的土地上。

（黄田，绥宁人，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

 印象记

走 进 毛 泽 东 文 学 院
黄 田

当我拜读完《艺海泛舟——聂世忠文艺

思辨录》时，书中的一些篇章让我想起聂世

忠教授的一些过往。在此，谨为读者“知人论

文”提供一个注脚。

聂教授是个不忘初心的评论家。他少年

时便随邵阳名家陈西川先生学画，高考时他

却报考了邵阳师专中文系。在邵阳师专中文

系学习期间，他不但没有放弃画笔，反而饱

读艺术学、美学理论著作，提升自己的理论

修养，为后来的美术理论教学与研究奠定了

基础。毕业后，他在邵阳市工业学校、昭陵中

学教了多年美术。美术在中学是边缘科目，

并不能展现他的理论研究特长。他不忘初

心，不断撰写并发表美术相关的批评与理论

文章。本书便收录了他早期不少具有代表性

的 批 评 理 论 文 章 ，如《倾 斜 的 美 术 批 评》

《“丑”的遐想》《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等。

这为他后来调入邵阳学院从事理论教学积

累了学术成果。

聂教授是个立足邵阳，放眼世界的学

者。鲁迅在谈中国现代木刻画时提出：“现在

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

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或许启发了聂

教授在文艺批评研究过程中注重立足邵阳，

放眼世界。

一方面，聂教授以邵阳文艺的“在场

者”自居，十分关注邵阳本土文艺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有对宝庆竹

刻、滩头年画、高沙戏剧硬盔制作等邵阳非

遗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也有对“绘画

之乡”邵阳地域美术风貌、邵阳油画、邵阳

书法的群像批评，以及对陈西川、李月秋、

李巍、周冰、雷小洲、邓新影、龙福云、袁树

雄、刘金铎等不同门类文艺家的个案批评。

他甚至对邵阳市两水四岸景观设计、邵阳

街头的招牌广告设计提出批评，对邵阳美

术馆建设提出建议，意在提升市民审美水

平，发挥美术馆的社会功用，塑造城市文化

形象。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了一个邵

阳籍批评家对邵阳文艺继承传统、自我革

新的激赏与期待。

另一方面，受魏源等邵阳先贤“睁眼看

世界”精神的影响，聂教授又是一位开放

包容、客观冷静的“旁观者”。面对西方文

艺传统与各种文艺思潮，他旁征博引，探

析中西传统美术存在的差异、后现代主义

与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美术

家们对“人性的尊严”的共同追求。面对世

界的急剧变化，他清醒认识到“经济全球

化≠艺术全球化”，并论及中国油画的投资

价值。在担任设计专业基础与理论课程的

教师时，为了弄清楚“迪赛诺（design）”这

个概念，他前往广西三江，求教于来中国

交流的罗马美术学院绘画系的特劳蒂教

授。三江之行解开了困扰他多年的疑惑。

他结合自己的思考撰写发表了《艺术设计

专业的水彩教学探索》《设计专业色彩风

景写生课程教改录》《艺术设计基础教学

体系改革创新论》等多篇论文，为邵阳学

院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

支撑与实践探索。

聂教授在退休之后出书，无关名利，可

以让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他从一名美术

爱好者成长为一名美术专业教授的求学经

历、工作经历与心路历程。让我们为其不忘

初心的职业选择，也为其立足邵阳、放眼世

界的批评研究而点赞！

（袁龙，文学博士，任职于邵阳学院文学院）

新书赏析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读聂世忠教授新著《艺海泛舟》

袁 龙

每当夜晚降临，我总喜

欢望向天空，去看那无数的

星星。我经常会想，它们离我

们到底有多远？它们是怎么

挂在天上的呢？它们为什么

有时候会“变身”成一道亮光

划过？它们是不是也有自己

的故事？我好想知道这些问

题的答案。于是，我就经常趴

在窗边默默许愿，希望有一

天能飞到天上，去探寻星星

背后的奥秘。

长大后，我遇到了很多

和我一样喜欢仰望星空的

人，他们也充满了对宇宙的

好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

是王赤院士！他小时候特别

喜欢看星星，尤其是在稻草

垛上躺着的时候。他也总是

想：这些星星到底是从哪里

来的？它们会不会掉下来？他

甚至还幻想跑到山的另一边

去找掉下来的流星。这些奇

妙的想法，在他心里种下了

探索太空的梦想。从那以后，

王赤开始用功学习。他在数

学方面表现优异，考上了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后来又到

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宇

宙的奥秘。在那里，他参与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项目，

研究太阳风和太空中的各种

现象。回国后，他带领团队成

功让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

面，并带回了月球的土壤！

初次“认识”王赤院士

时，只是因为他和我有着同

样的爱好。但是当了解了这

位科学家的事迹后，我觉得

他特别了不起。因小时候的

一次契机、一个想法，他便努

力为之奋斗一生。虽然他曾

到很远的地方学习，但他的

心始终留在祖国。回到祖国

后，他带领团队让我国的空

间科学走向了世界。他还经

常回到家乡，给大家讲解航

天知识，激发大家对星空的

兴趣。他告诉我们，只要有梦

想，并为之努力，未来总有无

限的可能。

这天，当我再次仰望夜

空，星星依然在一闪一闪地

眨着眼睛。它们似乎在呼唤

我 ，等 着 我 像 王 赤 院 士 那

样，去探寻它们的奥秘。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也要

像王赤院士那样，去努力学

习、努力奋斗，努力解开宇

宙神秘的面纱。在未来的日

子里，或许我可以超越王赤

院士，坐上宇宙飞船，去遨

游“星辰大海”。

（指导老师：林媛媛）

携 梦 前 行
新宁县金石镇观瀑小学 唐溢涵

我并非生来就有舞文弄墨

的天赋，刚开始时，不过是感觉

好玩而已。后来竟如痴如醉，深

陷在文字中难以自拔。

说起与文字结缘，那还是

20 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我在

家乡野鸡坪街上开一小店谋

生。一位名叫申伯仲的老军医

离休回乡，在我店隔壁开了一

家诊所。看到他不顾自己年迈

的身体，尽心尽力地帮助家乡

患者看病，我非常感动。油然而

生的敬意，促使我写了一篇《报

效家乡的好军医》予以宣传报

道。此稿经过唐志平先生热心

推荐，竟被《邵东报》及时刊登

出来。紧接着，又在《国防教育》

杂志和《邵阳晚报》发表，而后

还陆续有了稿费入账。第一次

创作就有了成功与收获，这一

连串的惊喜，点燃了我继续笔

耕的勇气和信心。

每当白日里的喧嚣渐渐远

去，夜幕像轻柔的帷幔缓缓落

下，我便立刻伏案疾书，满怀期

待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绝

妙篇章。然而，理想很丰满，现

实却非常骨感，往往是眼界颇

高，笔下却难如意。看着自己写

出的文字，常感失望。但我并不

气馁，常以“耕耘何须问收获”

来自我勉励。就这样，我在这条

笔耕的道路上毅然坚持着，也

坚信时间不会辜负一个努力进

取的人。

人到中年的我，因婚姻破

裂，在 4 年前又成了“未婚青

年”。有一天，一位知心朋友热

心为我介绍对象，我也把这件

事列入了重要日程。可是在离

双方约定相见的时间不到半

小时之时，一直待在家中看书

的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绝

妙的构思。我立刻铺开稿纸，

文章一气呵成。笔耕之时，时

间 总 是 过 得 飞 快 。等 我 写 完

后，揉着酸涩的双眼，才猛然

想起“相亲见面”之事，便匆匆

赶到朋友家。朋友微微苦笑之

后，便十分善意地调侃我：“你

这个书呆子，就只记得写，却

不 记 得 该 要 个 人 陪 你 过 日

子。”为此，我沮丧了几日。但

是，缪斯女神的魅力实在难以

抵挡，我很快又沉浸在笔耕之

中，乐此不疲。

前不久，在由邵东市文联

主办的《昭阳文艺》夏季刊上，

我的短篇小说《祝她好运》发

表了。这是我在《昭阳文艺》发

表的第 3 篇小说，也是单篇作

品收到稿费最多的一次。每当

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

种成功的喜悦，是金钱无法衡

量的。

为不断给自己“充电”，经

日积月累地“淘宝”，我现拥有

了古今中外名著等各类藏书至

少一万册。有了“黄金屋”“颜如

玉”的朝夕相伴，我很感富足。

当然，它们也激励着我在文学

创作的道路上笔耕不辍。

笔耕之路，充满了艰辛与

疲惫。长时间沉浸其中，身体的

劳累、精神的压力都不言而喻。

可奇妙的是，我又分明能感受

到 其 中 的 甘 甜 与 快 乐 。我 于

2003 年 4 月成为邵东作协会员

后，又在 2018 年 3 月成为邵阳

市作协会员，并于 2023 年 12 月

“更上一层楼”，成为湖南省作

家协会会员。我的第一本个人

作品诗集《心愿》，于 2017 年 8

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现正准

备出版第二本个人作品集（暂

定名《时光回眸》）。

（刘筱梅，湖南力民电梯有
限公司总经理）

作者发言

笔 耕 的 苦 与 乐
刘筱梅

山花绽放

杨运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