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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两位邵阳籍文学家，其辉煌的文学成
就，曾经照亮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方星空。然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流亡奔波，劳顿不堪，
他们贫病交加，过早陨落，成了两颗流星，其璀璨
的光芒稍纵即逝，以至于长时间湮没在历史的长
河中。他们一个是诗人石民，一个是作家青冰。

石民：著名的象征派诗人

作为诗人，石民属于象征诗派。在象征派诗
人中，他与该诗派创始人李金发和“雨巷诗人”戴
望舒齐名。

正如绝大多数邵阳人不知道石民一样，10多
年前，笔者也对他十分生疏。后来，因为阅读《鲁
迅全集》，发现在鲁迅笔下屡屡现身的“石民”，竟
然是一位邵阳老乡。出于好奇，穷究深探，终于
弄清石民是邵阳市新邵县人氏，他的坟墓就隐藏
在新邵陈家坊的一丘山阿上。

石民原名石光络，册名嵘，字阴清，号影清，
1903年清明期间出生于陈家坊田里村。他的父
亲石赞钧是光绪年间举人，任职于四川铜元局，
母亲系当地杨姓举人之千金，知书识字，是石民
兄弟三人的启蒙老师。

石民自幼聪明好学，仪表英俊，既是才子又
是帅哥。1924年，他从长沙岳麓中学毕业，以优
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当时英语系教授
林语堂、叶公超、陈西滢、温源宁、徐志摩，以及同
学胡风、废名、梁遇春、游国恩、冯至等人，都是当
时或者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作家。受师友们的影

响，石民在学生时期就热爱文学，最爱读诗歌和
外国的随笔散文，并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和研究。
对诗歌，他“不喜欢流利之艳体”，而最爱“含有极
多思想的悱怨之作”。1930年前后，他在文坛特
别活跃，不少诗歌、翻译、散文作品发表在《语丝》

《骆驼草》《文学杂志》《北新》《现代学生》等报刊
上。他与鲁迅等大文豪一样成了《语丝》的重要
作者，与废名、梁遇春成为《骆驼草》的主要作者，
并称为“骆驼草三子”。

石民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潇洒
英俊、风度翩翩，天生一副诗人气质。他的文友温
源宁曾对废名和梁遇春说：“石民漂亮得很，生得
像天使！”梁遇春也说石民具有“彻底的青春”。还
在北大读书时候，石民就写过一首题为《无题》的
诗，将死亡与短暂的爱情作对比，表达了死亡的永
恒的主题。就是这首诗，使他得以在象征诗派中
崭露头角。随着他的创作成果不断增大，逐步可
以与象征派代表戴望舒、李金发相提并论了。

石民的诗和他同时代其他象征派诗人一样，
透过“象征的森林”去揭示着某种人生的际遇和
存在的境状。

石民是诗人，也是散文家、翻译家、编辑。
1928年，他大学毕业，次年远赴上海，在北新书局
任编辑，曾编辑过《北新月刊》《青年界》等。他重
乡重情，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热心帮助从家乡
逃亡到上海的进步青年唐麟（建国后任湖南省委
宣传部长）补习英语，后来又相继介绍唐麟到北
京大学英文系作旁听生，跟好友废名学写作。

石民与文学大师鲁迅交往十分密切，在1928
年7月1931年这段时间的日记中，鲁迅有57处记
载了他们两人的交往。当年石民在北京大学英
语系学习时，常常慕名到中文系来听鲁迅先生的
讲座。石民到北新书局任编辑后，鲁迅的许多著
作，特别是翻译作品，都是通过石民约稿和编辑，
然后在北新书局出版的。1930年11月，石民得
了肺病，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陪
同石民去在上海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
里就诊，并为石民当翻译。1934年5月，石民的
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危难之际，他想到了
乐于助人的鲁迅，请鲁迅帮他解难。鲁迅果然不
负石民所望，借了250元银洋给他治病。

1932年11月，石民在南京与比他小两岁的
堂表妹尹蕴纬结为伉俪。尹蕴纬是邵东县流光
岭人，她的母亲石漱林早年在南昌创办正蒙女
校，是石民的远房姑妈。尹蕴纬的二哥尹仲容曾
任台湾经济部长，对复兴台湾经济起过举足轻重
的作用，享有“台湾经济之父”的美誉。

1934年前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与
石民的同事赵景深结了婚，而石民身体又越来越
差，李小峰开始重用赵景深。石民便辞了北新的编
辑职务，在武汉大学学术权威、他的连襟席鲁思的
引荐下，来到武汉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38年
10月，武汉失守，石民随同学校一起流亡到四川乐
山。由于长途跋涉，疲于奔命，又兼忧国忧身，心情
沉痛，石民病情越发严重了，自己又没钱看病，只向
学校告假，回到陈家坊老家，请草药郎中弄些草药
吃。但终因医治无效，于1942年初撒手人世。

石民虽然只活了不到40岁，其从事文学的
历程更短，却留下了各种著作近20部，单篇译作、
散文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诗集《良夜与噩
梦》，译作《曼侬》《巴黎之烦恼》《德伯家的苔丝》

《忧郁的裘德》《他人的酒杯》，其中《巴黎之烦恼》
是翻译到中国的第一本波德莱尔散文诗。石民
还编著了《古诗选》《北新英语文法》等多种教材，
特别是《北新英语文法》发行量很大，为当时中学
通用教材。

石民和青冰（上）

——抗战流亡中陨落的邵阳文学双星

陈扬桂

曾国藩是晚清
重臣，享誉天下，近
人恐怕无人不知。
但他出道之前，并
不被人看好。英国
的著名记者戈登第
一次见到曾国藩时
是这样描述的：中
等个子，身材肥胖，
脸上皱纹密布，脸
色阴沉，目光迟钝，
举止行动表现出优
柔寡断的样子；他
穿着陈旧，衣服打
皱，上面还有斑斑
的油迹。在戈登眼
里，曾国藩就是一
个平庸无奇笨头笨
脑的家伙。与戈登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
清代的著名学者方
宗诚，他看曾国藩就像一个刻板固执毫无作
为的“老教师”。这些人的看法差一点就影响
了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任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糟老头子”，建立湘
军，摧毁了太平天国，力挽清王朝于即倒。在
他的建议下，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轮船，建立了
第一所工兵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
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最后封武
英殿大学士、一等勇毅侯。毛泽东主席曾这
样评价他的这位老乡：予于近人，独服曾文
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
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可见，曾国藩也
曾是被人看走眼的。

这样的情况外国也有。
日本有个明石元二郎。他在进入日本陆

军幼年学校时，因为样子长得呆头呆脑，同学
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木瓜”。日本陆军大
将山县有朋在主管士官学校时就断言，明石

“将来能指挥一个中队就不错了”。但是，后
来明石对国家卓越贡献，证明山县有些看走
了眼。

1902 年明石元二郎作为驻俄国使馆副
武官来到圣彼得堡。那时日本举国上下都
把沙皇俄国当成备战对象，但是，当时沙俄
有 120 万军队，日本却只有 30 万兵力，而且
还要跨海与俄军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时的明石想，如果能联合
沙俄内部的反对势力，以增加沙俄的内耗，
那么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就有很大的胜算。
于是他就在斯德哥尔摩的高级赌场，利用
自己掌握的高等数学知识赢得了大把大把
的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从德国军火商那
里买来了大批左轮手枪、步枪和炸药，并设
法交到沙俄内部的反对派手上。1905 年 4
月，明石通过沙俄反对党领袖齐利阿库斯
邀请俄国 19 个反对党在巴黎开会，连孟什
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参加了，甚至布尔什
维克的领袖列宁都亲自到场。尽管列宁在
会上看到了日本间谍的身影而很快离场，
但是，在明石挑唆下的俄国各地的暴动已
经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沙皇只好被迫与日
本媾和。一场本应俄国大获全胜的战争，
在一个能“指挥一个中队就不错了”的日本
人的操作下，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日俄战争结束，明石元二郎奉命回国，
随后被晋升为上将。日本人对他的评论是：

“没有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对赢不了日
俄战争。”

以上是卓越智者被错看成是“无能之辈”
的情况，当然，历史上也有“稀牛粪”被看成

“香饽饽”的例子。
曾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

家”的王安石，1070 年被宋神宗任命为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一上任就颁布
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
税法、农田水利法以及有利于巩固农村秩序
的保甲法、连坐法等，这些“法”的实施，促进
了北宋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壮大，改变了国家
积贫积弱的局面。年纪大了，该退休了，但他
希望他的改革能够继续推行下去。有一天，
他和人谈论继承人的时候说：“天下没有可用
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
后板着手指头算，认为只有蔡京、吕慧卿以及
他的二子王元泽等三人而已。果然，1101年
宋徽宗即位后，立即任命蔡京为宰相，要他继
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法”。结果，蔡京上任后，
一反王安石的“以人为本”的改革思路，而是
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
宫等耗资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
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
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民怨沸腾。时人称之
为“六贼之首”。蔡京的腐朽侈靡和王安石的
俭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堂堂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
在用人的问题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
煮
酒
论
史

也
说
﹃
看
走
眼
﹄

易
祥
茸

经济报道是反映社会生产、消费、流通、分
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闻报道。在市场经济
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开放搞活，人们对经济报
道越来越感兴趣，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
提高经济报道的品位是当今新闻工作研究探讨
的重大课题，笔者结合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践谈
些粗浅体会。

转变思维方式 适应市场经济

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一定的时代息息相
关、密切联系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
的前进而发生变革。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人们
对经济报道的要求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有
了很大差异。从我们的报道内容看，过去往往孤
立静止地看经济活动，把活的新闻写死了。从领
导、部门和经济工作角度考虑的问题多，对各种
会议、领导指示、上级有关文件报道的多，单纯报
道具体的生产业务、工作经验的多，而从群众需
要考虑的少，来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第一线
鲜活的新闻少。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
展，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才
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它
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紧地连在一起，任何
一个新事物、新变化的出现，都可能“牵一发而
动全身”，读者对于这些事物的了解，已远远不
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而更关心“为什么”、

“会怎样”，更需要了解事物发展的背景、发展过

程及各种可能的走向，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立体
思维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我们要根据市场经济
的自主性，把经济报道从过去单纯的生产性报
道转向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报道。针
对市场经济的开放性，采写经济报道必须强调
客观的公正性和开放度。只有这样，才能采写
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广大读者需要的经
济报道来。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又是一种活力
经济。激烈的社会变革、活跃的社会竞争，使整
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作为新闻工作者，应
该响应市场经济的呼唤，敢于触及市场经济的
热点，善于捕捉“活鱼”，向读者提供新鲜活泼、
有声有色的新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自主
性、盈利性的经济，又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
我们要从总体上把握它，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全
局在胸，捕捉到那些影响全局、带动全局的重大
题材，写出时空跨度大、有历史纵深感的报道。
近年来，我们邵阳日报坚持每天由中级以上职
称的采编人员轮流评论当日报纸；每周星期一
上午召开各部室主任参加的周前会，部署一周
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周星期五下午报社组织全
体人员集中学习新闻业务、政治理论，进行形势
教育。通过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全体采
编人员及时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更新思想观念，
转变思维方式，把视眼、笔尖瞄准基层，瞄准生
活，瞄准市场，瞄准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难点、
热点、疑点，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全方

位的系统“扫描”，对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再
就业、发展高效农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城镇
建设与管理、房地产市场、扶贫攻坚奔小康等方
面的内容进行动态式、进行式、追踪式的报道。
这样，使我们的经济报道有了较大的突破。邵
阳日报在连续三年评为湖南省一类报纸的基础
上，1998年又荣获湖南省报纸综合质量优胜奖。

揭示经济规律 扩大信息容量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
一些经济现象：片面追求产量产值，忽视产品质
量和经济效益。有的受“投资饥饿症”的驱动，
盲目上项目，铺摊子，不讲求社会化大生产规模
效益，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结果进入市场经济
以来，大打竞相降价销售之战，即使亏损，也要
生产、也要销售……凡此种种，都是违背了市场
经济规律的。如果我们的经济报道能够通过此
类现象，揭示其蕴含的实质，使人们认识到，产
生这些弊端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发挥市场机制在
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开展经济活动没有遵循价
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违背了这些规律
结果受到了惩罚。如果我们新闻工作者运用市
场经济规律来剖析这些现象，采写出来的经济
报道就会有深度、有力度。

步入市场经济，人们渴望了解生产资料、资金、
技术、劳务、人才等方面的信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
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生产、消费、流通、分配过程中
不仅要了解国内的信息，而且必须及时掌握世界各
地行情的变化，需要准确、迅速、有效地捕捉国内外
信息，以便确定正确的经济战略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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