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 年 11 月的一天中午，我在
邵阳师专办公室看到《湖南日报》采
用了老朋友谢璞的美文《珍珠赋》。
我一口气连续读了两遍后，就大发
感慨：此文大可选为中学的语文教
材。后来果然如是。

《珍珠赋》，赋珍珠，先实后虚，虚
实结合，挥洒自如。开头破题的珍珠，
自然得体，其后的每一节，珍珠一词不
是出现在开头，就是出现在结尾，或者
出现在一节的中间。每一节总有珍珠
出现，重点段的珍珠多次出现，但无重
复之嫌，而是恰到好处，一层更比一层
深。前面是实写的珍珠，而后，渐次把
稻谷、棉花、莲蓬……皆比成珍珠，或
就形似，或就色同。珍珠之意深化了，
主题也深化了。后来，千姿百态的香
椿、泡桐、苦枣、白杨，以及来自武昌的
金鲤等等，环境不同，物也不同，在作
家的笔下都成了珍珠。连洞庭湖，也成

了一颗大珍珠。远方传来的歌声也特
别美：“手握珍珠喜盈盈/千颗万颗照
洞庭/好水一湖金不换/幸福源头在北
京。”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心声。滨湖人
民为了祖国富强，实现了东水北调、北
水南移，千方百计战胜干旱，获得丰
收，以致架设的高压电线就有七千六
百多华里长，而四面八方的电灯就像
成盏的“珍珠”，飞上了天。串串珍珠使
天上银河失色，叫满湖碧水生辉。洞庭
湖的天上、地面、水下，处处闪耀珍珠
的异彩，洞庭湖就是镶在我们伟大祖
国土地上的一颗大珍珠！它沐浴着生
养万物的雨露阳光，每一颗珍珠都是
洞庭碧波上开放的瑰丽花朵。我看《珍
珠赋》句句都是珍珠。

我与谢老相认、相知是从我练笔
的一篇散文《共青团员》开始的。看了
拙文，谢老想与我会见，会见后即成
了好朋友。他调去长沙后，我们通过

几次信。后来，我调去洞口五中任校
长，我请他去作了《我愿作个打气筒》
的文学讲座，我们师生受益匪浅。在
送他回县城的车上，我向谢老深表谢
意！可他却换了话题，赞我在报刊发
表的《爷爷奶奶爱蔚蔚》和《爱……》
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难得，难得！我
的第二个散文集子《坎坷弯弯路》出
版，是谢老给我写了序言呢。

（萧尊凡，洞口县作协会员）

◆文本细读

读谢璞《珍珠赋》
萧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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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
的文化名城，在这片热土上，曾经涌
现出一代代英雄儿女，谱写了一首首
壮丽诗篇，孕育出了具有独特品格的
文化精神。作为新一代邵阳人，我们
将如何去解读这部鲜活的历史？到哪
里去寻找那些感人的英雄业绩和凡
人善举？又从何处去继承和发扬祖先
们创造的邵阳精神？我们编纂这部

《古代散文选》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因为这里所选的文章就是邵阳精
神的最好的载体。

翻开这部文选，我们将看到邵阳
历代先贤们的光辉业绩。他们的先进
思想和高尚品德，在当时的广大民众
中传播，在一代代邵阳人中传承，至今
仍然让我们肃然起敬，追慕其为人。他
们中有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仅在自
己的职责范围内建功立业，然后功成
身退，最后为后人留下被千古吟诵的

《咏史诗》的唐代诗人胡曾；有正直清
廉、天资强记、为民请命、不苟附权贵
的北宋谏议大夫周湛；有英勇善战、战
死沙场后其遗体上的箭镞竟有两升的
抗金名将杨再兴；有武艺高强、知书能
诗、军功卓著而误中奸计的苗帅杨完
者；有屡建奇功，最后全家被抄斩只剩
下一个遗腹子逃归故乡的明开国功臣
蓝玉。他们中还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近代改革开放
之父，有经学家、文学家之称的魏源；
还有以秀才身份带兵而居然屡建奇
功，最后成为湘军名将和晚清重臣的
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还有回乡招
募三千子弟，脚穿草鞋，冒着风雪行进
数千里、远赴山海关抗击日寇的甲午
英雄魏光焘。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
是英年早逝的蔡锷将军。他不仅在辛
亥革命时期发动云南起义，为建立民
国立下卓越功勋，而且间关万里，由京
师潜入云南进行反袁护国战争，不惜
以三千滇军抗击十万袁军，而最终取
得胜利，从而为再造共和再立新功。他
们中还有敢于义正词严地对腐败残暴
的清王朝进行申讨的农民领袖雷再
浩；还有勇于为民请命，坚持反帝爱国
不惜牺牲的仁人志士贺金声。他们中
更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其中我们可以
看到未婚夫死、独守闺楼，日勤黹绣、
老得百金，捐之以修桥的“老女”；可以
看到舍身救弟、抗拒贼兵，为保持贞
操、拔刀自刃的唐辛姑；可以看到在
严冬时期每至深夜即渡江取炉，回
来焐热母被的哑孝子罗汲山。还有
无数善人为建书院、兴义学、置社
仓、修茶亭、治河、筑堤、修志、刊书
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田。

正是我们这些先辈们，在这块“接
九疑之形势，据三湘之上游”的“南楚
望地”，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悲剧、喜剧
和活剧，谱写出了雄伟壮丽的英雄史
诗，培植出了“尚义而贵信，喜直而恶
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大清
一统志》）的独特风俗，演绎出了“重信
重义、敢闯敢拼、文明开放、求实图强”
的邵阳精神。看到这一切，我突然觉得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副名联，似乎
更是为邵阳题写的。

邵阳虽然地处湘西南，“层峦叠
巘，道路阻隔”“旧不与中国通”，但我
们的祖先在这块偏远的土地上，却创
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并通过各种渠
道传播到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文
化也纷纷传入邵阳，从而形成了邵阳
文化与全国各地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这种情形，在这部文选中得到了生动
的体现。

早在南北朝时期，盛弘之和郦道
元，同时发现了武冈特有的“绿叶紫
茎”的兰花——都梁香，并发出了“芳
风藻川，兰馨远馥”的赞叹。唐代著名
文学家柳宗元曾关注着“武冈蛮”的反
叛，对“蛮”人的“投刃顿伏”“卒为忠
信”加以称赞。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对

“梅山蛮”的信仰有过生动描述。著名
古文大家苏辙曾三次上疏对湖南莳竹
（今绥宁）地方官的任用问题提出建
议。著名诗人陈与义在流亡中仍不忘
为北宋名臣邵阳人周湛的读书石室写
铭作序。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军政事务
十分繁忙之际，为了“焕乎文章，经天
纬地”，亲自为武冈的奎文阁写记。明
代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为“可以当千
万强卒”的武冈新城撰文。到了清代特
别是晚清，邵阳的影响越来越大，关注
邵阳的名人也越来越多。邵阳车氏，曾
是明末清初最有影响的一个家族，其
家族名人辈出，至今不衰。其中车万
育、车鼎晋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名望极
高。他们逝世后，著名经学家、史学家、
文渊阁大学士熊赐履和大学士、军机
大臣、太子太保张廷玉分别为他们两
父子撰写墓志铭。邵阳人的乐善好施、
朴厚节俭也为人们所称道。曾瑞堂之
母，“好行善事”，七十大寿不办酒席、
不收寿礼，出资修建茶亭，以利行人。
作为两江总督、大学士的曾国藩亲自
为之写记、赋诗。魏源思想影响巨大，
引起广泛关注，龚自珍、梁启超、章炳
麟等大家、名家，都对他有崇高的评
价。蔡锷为建立民国、再造共和贡献了
他短暂的一生，作为亦师亦友的梁启
超，生前曾为之出谋划策，死后又为
之料理后事，并率其二子在蔡锷灵前

祭奠，其情之真，其痛之深，我们从
他给蔡锷的信件、电文和祭文中，看
得最为真切，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
容。这就是这部选集所选取的外籍
作者优秀篇章中的邵阳人物与邵阳
精神。

本书不同于一般散文选集，选
文的范围不局限于文学作品。为了
让读者了解真实的邵阳历史，我们
还选录了部分邵阳历代名人的传
记；为了让读者弄清邵阳古代行政
区域变更的情况，我们节选了《邵阳
县志》关于邵阳建置的有关叙述。这
样，本书虽名为《古代散文选》，实则
是邵阳历史的生动写照，是邵阳文
化演绎轨迹的全面展示，是邵阳精
神孕育过程的真实再现。希望读者
能够一书在手，全局在胸，这就是我
们编纂本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共选录了350多名作者的有
关邵阳的各类文章 660 多篇。为了编
好这部书，我们经历了一个寒来暑往
的全过程，历尽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由于所选文章全是没有断句的
白文，为了断开，需要反复斟酌。由于
古今书体不同，有时为了查对一个
字，需要耗费半日工。为了查正一个
作者的生平，需要翻阅大量资料。由
于所选文章都是文言文，一般打印室
又打印不出来，只得由我们几个编委
自己动手，近一年来，不得不没日没
夜地在电脑前缀文连字。现在书总算
编出来了，我们也就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但是由于编者的学识与古文的难
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所以在
文章的取舍、文字的句读等方面，都
难免存在缺陷和舛误，恳请读者和专
家指正。

（傅治同，湖南湘乡人，知名文史
学者）

◆《邵阳文库》介评

《 古 代 散 文 选 》
傅治同

我初识传武君是1964年秋天，
那时我在新邵二中教书。尽管我穿
过军装，上过农场，进过工厂，一进
学校门，支农乃成常态。那年挖红薯
我分到晏家生产队，因为要和贫下
中农同甘共苦，上面派我到谢为钊
老人家吃饭，认识了老人的儿子传
武和传武夫人刘立娥，凭直觉我感
觉他们都是很善良朴实的人。

那时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生
名册上赫然标出学生的家庭成分。
其时传武君敢于牵手一个“四类”家
庭的姑娘，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良
心，而勇气来自良心，使我对他刮目
相看。因为一些原因，传武君一纸辞
呈，携女友踏上了回老家的路。后
来，他被作为“反面教材”，大会小
会，没少挨批。不久，就因为他的苦
干实干获得村民的赞许和上面的赏
识，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带领社员改
变生产队面貌，增加收入，两度出任
三溪大队党支部书记。事后证明，他
与立娥女士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
他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我在新邵二中工作二十五年
半，对三溪桥这个地方比对我家乡
更熟悉，年年支农，可说百分之七八
十的田里留下过我的足迹。三溪大
队（村）地广人多，十三个生产队，几
乎每个队都有不好对付的主儿。一
般人镇不住，可传武君能！除了他的
能力，还有他的人品和“官品”，能真
心实意把群众和群众的利益装在心
里，无私无畏，自然所向披靡……他
真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
的确在三溪桥这片地方干了好几件
益民工程，他们夫妇俩获得的荣誉
头衔不胜枚举。

我与传武君既非同事（他农耕，
我“舌耕”），也许只是“同心”，同认天
理良心吧。他有五个子女，我有幸成
为他三个孩子（珍珍、振中、鹏程）的
老师。我们见面机会并不多，但只要
一碰面，见他那勤劳朴实亲切和蔼的
样子，我就心里暖暖的。彼此笑上眉
头，寒暄几句，胜似千言万语，大概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吧。我于1987年
秋调离新邵二中后，再也无缘与他见
面，但心里总忘不了他。我曾经到过
三溪桥，匆匆来去，也未能碰上他。前
几年，他的儿子鹏程给我来过电话，
勾起我对传武君一番思念。

今年11月，我那在广州的儿子
欲陈来电问我还记得谢传武这个人
吗？当然记得，太记得了。可是他已作
古，令我痛惜。他生前写了一本传记

《夕拾岁月稠》，约二十万字，记述他
不平凡的一生。他的一个孩子寄给欲
陈一本。我当即要求欲陈读完后转寄
给我一读。我盼望着。几天后，欲陈说
传武的女儿珍珍在长沙，答应寄给我
一本，我很高兴，三天后果然收到了
这份珍贵的礼物。我想通过电波向珍
珍表示谢意，查看快件包装上的电话
号码和寄件人地址，却被快递公司全
涂黑了。只好委托欲陈代为致谢了。
珍珍读初中时我教过她的课，一个胖
胖的小女孩，印象深刻。但我第一次
见到她是那年在她爷爷家吃饭，她还
在牙牙学语，刚能扶着炕桌行走，而
今竟是退休金领取者了。人生真如白
驹过隙啊！他爸留在我头脑中的形象
还是气壮英雄的样子。他小我四岁，
却走在先。后来没能和他见见面聊聊
天，真有点遗憾。

传武君的书厚厚一大本，图文
并茂。我粗读一遍，就被他为改变家
乡面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折
服。金子，在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
啊！《夕拾岁月稠》的文采也是可圈
可点的。一个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
基层干部，并非专业文字工作者，作
品叙事有条不紊，脉络分明，娓娓道
来，语语动人。其中不乏精彩段落，
他描述初识立娥女士那段出自肺腑
的话，恐某些专业作家也应愧弗如。
书里记录了若干民间故事，是在我
地流传已久的民间口头文学，我童
年时大多听老人讲过。还有，他母亲
哼唱给他听的那些歌谣，我小时候
也常听大人唱，自己也会唱。从书里
再看到这些歌谣，回味无穷。

（艾子吴，新邵二中高级教师）

◆读者感悟

岁月匆匆不可留
——读谢传武君《夕拾岁月稠》

艾子吴

（上接2版）“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围
绕拓展产品市场、促进项目建设、优
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帮
扶，力求扎实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

洞口县政协班子成员挂牌督
战，聘请专家教授、资深律师等一起
与昌冠隆体育用品、为百科技等 6
家规模企业结对帮扶。在县政协

“四个一”主题活动的助力下，该县
引进14条一次性口罩生产线，在关
键时间点解决了该县口罩供应不足
的问题；为百集团计划再投入 6 亿
元，新增一条高性能混合材料生产
线；昌冠隆体育用品公司解决了资
金周转和标准厂房建设问题，产业
项目建设得到有力推进。

今年来，市政协继续深化“四个
一”主题活动，组织100个帮扶小组
对 100 个实体企业开展大走访活

动，宣传政策，听取意见，出谋划策，
排忧解难。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
业，帮助落实市政府支持和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 9 条措施，及时协助解
决防疫物资短缺、用工难等困难，助
力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巩固高峰
论坛系列活动成果，加强联系联谊，
为邵阳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牵线搭桥，协助邵阳经开区和各地
湘商产业园理顺管理体制，提升承
载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
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汇聚各方
资源积极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彰显
了政协的智慧和力量。为了在服务

“三高四新”战略，助推“二中心一枢
纽”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市政协将持
之以恒抓好“四个一”助推实体经济
发展主题活动，在时代的洪流中书
写浓墨重彩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