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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是一座魅力四射的山水
园林洲城，是一座扑朔迷离的历史
文化迷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
街小巷纵横交错。穿城而过的湘江
水碧波荡漾，遍布街头的霓虹灯五
光十色。

面对这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喧
嚣的城市，如何快捷抵达精神家
园，让躁动的心灵有个宁静憩息之
所？又如何从这座变化莫测的迷宫
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诗人陈惠
芳，用他的《长沙诗歌地图》（湖南
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为
我们导航。

这部耗费陈惠芳7年心血精心
绘制的导航图册，是他对在其中生
活了三十多年长沙城的回报。诗人
用记者敏锐的眼光，审视着长沙的
一颦一笑，用脚步丈量着一街一巷
的长短宽窄，用心灵感受古城散发
出来的一丝丝气息。

“从著名的岳麓山到无名的螃
蟹岭，从棚户区到新楼盘，从河东到
河西，从城北到城南，靠脚步丈量城
市的丰盈与缺失。”诗人的初衷，是
为长沙古城树碑立传：“用诗歌为一
座城市立传，这种不可抑制的冲动，
最终促使我从学宫街走了出来，走
遍了这座城市，走到了第 400 个街
巷。”（《长沙诗歌地图：后记》）

7年的艰难跋涉，走完长沙400
条街巷，写诗 400 首，完成诗歌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惠芳终于大
功告成。在空白的素笺上，他精选出
200首，把从《学宫街》到《枯树一枝
梅》这200枚图标，错落有致地铺排
标注，钤印题签，编成一册付梓。这
册精美的诗歌地图，解说着长沙吸
人眼球的一个个亮丽的人文景点，
使意蕴内敛的古城长沙，变得气韵
生动、雍容华贵。

长沙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
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的一街
一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洋溢
着浓郁的文化气息。陈惠芳解说时，
是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融入了自
己炽热的情绪。

“我摸了摸朱熹与张栻/大师一
动不动/已经很多年/我要抱，就要
抱这样的大腿。”（《朱张渡》）这种对
长沙古老文化的崇拜和迷恋，堪比
当今铁粉对网红的追捧，狂热无比。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情感标杆，所以
对每一个景点的解说，都有诗人的
热血在沸腾。从建城之初遗存的文
物，到新建的亭榭楼阁，诗人的解说
词，都有独到的视角，充满了引领人
们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无论是在《马王堆》和《识字
岭》对辛追和杨开慧两位女性的追
思，还是在《蔡锷路》和《雷锋大道》
对蔡锷和雷锋的解说，以及全书中
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述评，我们都可
以看出诗人鲜明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对美好生活拥有执着的向往和
追求，人生才会无悔。

外人不知所云的地名，诗人通
过“考古”进行妙趣横生的述说。比
如，在《赐闲湖》里，诗人这样表达：

“赐闲湖无湖/魏延刺杀了韩玄，而
后也被刺杀/三国的血，都干涸了/
刺韩，赐闲，闲适的人都忘了血腥。”
这分明是在进行文化普及，把人们
的思绪，拉回到刀光剑影的三国时
代，让人联想起美髯公关云长大战
长沙的神奇往事。这样的解读，让长
沙的历史，又添花絮。站在古代名将
曾经横刀立马的地方休闲，游客心
中美好的享受，自不待言。

而对大名鼎鼎耳熟能详的人
文景点，诗人并不是如百度一样
背书，而是要玩出新花样。这种例

子，俯拾皆是。比如在《岳麓书院》
里，诗人是这样写的：“仿佛，十年
前的江堤/还攀搭在我的肩头/夜
色与诗歌，从脚底蔓延/仿佛，十
年前的道别/还温热着我的手心/
清瘦的脸孔，飞落成枫叶。”这哪
里是在推介岳麓书院呢？分明是
在旁若无人地吟咏抒情。江堤是
谁？好奇的游人，肯定会打断诗人
的吟诵，进行追问。那么，一段诗
坛佳话，就会被诗人娓娓道来。那
个曾经在岳麓书院著书立说，与
诗人并肩战斗，扛着湖南新乡土
诗派大旗呐喊、已经远去了的诗
人江堤，会在诗人的记忆中，款款
走出来。

《长沙诗歌地图》，有它导航，在
古城长沙漫游，人的心灵，会受到厚
重文化气息的陶冶和洗礼。

（张声仁，任职于洞口县委党校）

◆新书赏析

古城长沙的导航手册
——读陈惠芳《长沙诗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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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新晋写书人的作品小集。
作者平静长年深耕于党政机关，主要从事
服务工作，也有七年农村工作经历。出身
农家，服务农家，民本情怀根深蒂固。尽管
从毛头小伙的“小李”，已锤炼成日益老成
持重的“老李”，但其热心服务社会、舍我
其谁的壮志依然可圈可点。

翻阅《文明小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出版），扑面而来的是简洁
明快的笔调、清新活泼的阐述以及不时
绽放的思想火花。全书以文明为主线，
串联生活点点滴滴，点拨工作方方面
面，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功成名就，从心
态到行为，从行为到结果，给出一些启
迪，留下一些期许，展现更加文明、必将
美好的社会图景。作者虑己及人、以己
度人、善己达人、立功社会的拳拳之心
可证可鉴。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文明
创建是一个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目标在前，结果重要；久久为功，过程美
好。文明创建核心要义在于全民树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政府高屋建瓴，以身

作则，引领推动；加强全社会教育和训
练，惩恶扬善，让向善、向上、文明、进步
蔚成风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努力，
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无论是政府、单
位，还是群体、个人，“每天进步一点点”
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文
明创建也是同理，喊口号、刷标语、营造
声势是不能创出持久的文明来的；需要
长远规划、系统执行、抓小抓细、全程落
实，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从新的量
变到新的质变，才能不断结出累累文明
硕果。文明创建既要从娃娃抓起，也要
抓成年人补课。通过各种方式、形式和
内容，着力后天育人、后天立人，一以贯
之，恒久不懈。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生命不息，思想不
止。一个停止思考的生命是行尸走肉，一
个停止思考的民族是衰落民族。人类现
有各式文明，都是殚精竭虑、不断创新、
努力奋斗取得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想都想不到的事，就不可能做到。无
论是科技创新、工作创新还是生活创新，
基准的是文明有序的轨道和方向，而不
是异想天开、荒诞不经。譬如本书中《让
车辆饱和运行》《建设绿色创新高效智能
城市（城镇）》《建设山清水秀集约美丽农
村人居》等，是为生活更加便利、生活更
加优质提出了一些创意设想，有的还申
请了专利，不乏创新的元素。有创新的观
点，有创新的理念，还有创新的行动，以
期有创新的良好效果，可为施政者参考，
值得嘉许和肯定。

综观《文明小语》一书，略有以上看
法和感触。相信它能让广大读者多多少少
有收获，能对文明创建或多或少有帮助。

让我们开卷吧，应当有益。
是为序。
（吴传胜，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

分会副理事长；平静，原名李振平，任职于
邵阳市委老干部局）

◆序与跋

《文明小语》序
吴传胜

早些日子，老哥萧致治电话告
我，他的新作《拾遗补缺，探幽发微》
在 6 月 24 日的《邵阳日报·六岭书
林》上发表了，有空可以找来看看。
老哥今年九十有二，依然鹤发童颜，
神采奕奕，身板笔直，精力充沛。他
一生勤勉，著作等身，早已是当代研
究鸦片战争历史的泰斗。功成业就，
他早该“战靴”高挂，颐养天年了；没
想到他还在孜孜不倦，笔耕不怠，实
在令人敬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
到这期《邵阳日报》，找到它的副刊

“六岭书林”，一睹为快。
我长期蜗居山乡，一时没找到这

份报纸。
让我灰心气馁的事接踵而来。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闲逛的时候，脚
板被铁钉几乎刺穿了。好心人马上
提醒我，赶快去村上卫生室消毒。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的重视，乡村
卫生室先后独立成院。现在无论走
到哪个村，卫生室面貌都焕然一
新。我们村卫生室的医生是个女
的，小巧玲珑。我在门诊室挂了号，
她就领我往诊疗室走去。

卫生室中间两排长木椅互相靠
背而立，两旁也有木椅“面面相觑”。
令我意外的是，每条长椅上居然都
有一些零星书报。我马上在靠门的
长椅上坐下，待女医生收拾完伤口，
挂上吊瓶，悄然走开，我就迫不及待
地翻起书报来。这些书报，自然还是
医卫方面的多，不过例外地也有几
张《邵阳日报》。我侥幸之心顿生，希
望能在这个小巧的诊疗室里发现老

哥的新作，结果令人失望。于是我长
叹一声，把它们往旁边一撂，提着吊
瓶架往中间的长木椅移去。

中间长木椅上的书报跟门边
椅子上的书报大同小异，但是我大
海捞针的初心不泯。于是我又撩开
其他书报，又专门翻起《邵阳日报》
来。让我尤其惊喜的是，其中居然
有一张6月24日的！再翻副刊，“六
岭书林”四个字也赫然在目。再仔
细瞧，刊名下面，“拾遗补缺，探幽
发微”八个黑体大字，欣然出现在
我眼前。我更加高兴。出于慎重，我
马上细瞅下面的作者署名。没错，
真是老哥写的，因为“萧致治”三个
字堂堂正正地摆在标题下面。我这
才一百个放了心，暗暗庆幸鄙人大
海捞针有幸成功。这才叫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铁鞋没有踏破就捞到小针的
兴奋感伴随我读完了老哥的作品
才慢慢退去，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
来，有余闲浏览“六岭”的其他诗文
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老哥的
新作下面，还有一篇令我意外的文
章——《我与先导书》，文章的作
者，更令人瞠目，竟然是易重廉！我
刚刚静下来的心，马上飞到遥远的
往昔去了。

易老师是闻名海内外的楚辞
学家。他只读过中师，全靠自学成
家，同仁都赞叹，只有他才是真正
的“教授”。他的专著《中国楚辞学
史》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
白，实在让人钦敬。如今他八十多

岁，如我老哥一样，依然身板笔
直，健康硬朗；依然宝刀不老，笔
耕不辍，尤其令人肃然起敬。

易老师在武冈师范的时候我
就认识。因为恰在那时，老哥把我
接到“武师”读“附小”，吃住都在
武冈师范。他常来跟我老哥切磋
学问。高中的时候，他还教过我们
班的语文。他的潇洒英姿和精彩
讲演，一直储藏在我美好的记忆
里。读到他的新作，他的形象又在
我的脑海里加深了一层，我又一
头栽进了老师用心血筑成的小小

“文海”里，读得有滋有味……
读完两位老学者的新作，我掩

卷冥思，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我想到了我的长篇小说《柳河

湾》。它已三版，第一版的《前言》就
是我老哥作的，第二版的《前言》则
是恩师易老师所写。两位年迈的老
人为《柳河湾》花了多少心血，我从
中获得了多少教益，真是一言难
尽。他俩是武冈师范的同学，过从
也密。毕业以后，为了国家，为了前
程，都各奔东西，潜心学问，难得见
上一面；有时有幸同时出席某一个
学术盛会，都因为各自有学术报告
要做，总是匆匆见面，又匆匆道别。
所以他们在报上“见面”的机会多，
实际见面的机会少。令我格外欣喜
的是，现在，凭借“六岭书林”这个

“文人相会”的平台，他们又“走”到
一起来了，真是神交。

（萧致强，武冈人，湖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

◆读者来信

寻觅·奉读·遐想
——发生在“六岭”内外的故事

萧致强

可以这么说，我爱上阅读，第一位启
蒙老师是我的奶奶。奶奶的父亲是旧社
会的私塾先生。奶奶从小耳濡目染，小时
候不光能识字，还能诵读《三字经》《百家
姓》以及一些古代诗词。

记忆中，我的童年时光是与奶奶在
乡下度过。感觉那时的冬天特别冷，而
且漫长。冬夜也似乎来得特别早。为了
度过寒冷的冬天，每到夜里，奶奶会生
火塘。我和奶奶就坐在火塘边烤火。奶
奶时不时会讲《山海经》的故事给我听，
还会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在火塘
边听奶奶讲故事、背古诗……漫长的冬
夜变得充满诗意。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把我接到了
他所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上学。这时，我又
迷上了学校边的小人书，至今印象深刻
的还有《花和尚鲁智深》《乌龙山剿匪记》

《英雄儿女》等等。父亲看我喜欢课外阅
读，就到厂图书室借些儿童书籍给我
看。那时候，冬天里，工厂宿舍区家家户
户都是用煤炉取暖。晚饭过后，父母亲
忙完各自的事，我做完作业，就一起坐
在煤炉边烤火。父亲爱喝茶，就浇开水
泡茶，并将茶杯端在手中，母亲就坐在
炉火边打毛衣，而我则喜欢坐在炉火边
看小人书。有时，父亲会讲一些革命历史
人物故事给我听，我则是听得津津有味。

到了初中的时候，我课外阅读的重
点转向文学经典名著和历史名著。这个
时候，父亲带我去新华书店购了一整套
四大名著，还有一些历史类的书籍。我
最先看的是《三国演义》，这本章回体小
说太精彩了，里面故事情节生动，刀光
剑影，引人入胜。冬夜里，坐在火炉边，
读完一本本名著。有时甚至来回读了几
遍，读到精彩处，时常忘了时间。

父亲有考我读书效果的习惯，那就
是提问。以《三国演义》为例，父亲就问我
刘备为什么叫刘豫州？书上内容我是熟
记于心的，答刘备曾任过豫州牧这一官
职。父亲接着问桃园三结义是哪三人？我
答曰：“刘备、关羽、张飞。”父亲看两个问
题没有问倒我，一番思索后，又抛出一个
问题：“赤壁之战，为什么以少胜多？”我
想了想，从天时地利人和逐一分析了弱
小的孙刘联军战胜强大曹魏的原因，还
讲这一战为三分天下定了基础。父亲听
后，连连说：“看来我伢书没有白看。”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父母亲怕我晚上饿，有
时在炉火上蒸馒头、煮当归蛋给我吃。

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我还是抽空
阅读和写作。岁月流转间，我离开乡下，
告别筒子楼。如今，当我在温暖的书房阅
读时，总是回忆起那围炉夜读的好时光。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书与人

围炉夜读的旧光阴
魏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