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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抱一（1887-1936），今新邵县坪上
镇长塘村人。原名缨，字华翰，后更名景
侨，字嗣循，号抱一，笔名莳竹、小知、
矢、盾等。4 岁入私塾，聪敏好学，得严师
授业，诵读儒学经典，广涉经史子集。15
岁入新化大同学堂，深为名师邹价人器
重，每授课，必令坐其身旁，并为其更名
景侨。16 岁考取湖南高等学堂。初入高
等学堂预科，深得教育长周道腴赏识，
师从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1907 年以第
一名毕业，清廷例奖拔贡。21 岁入高等
学堂本科，各科成绩俱佳，尤长国学，
1910年以第三名优异成绩毕业。

辛亥革命后，李抱一投身新闻事业。
1912 年与李晋康、张平子等组织湖南编
辑社，创湖南办通讯社之先河。是年 4 月
入《湖南公报》，担任国内新闻编辑，因
常著文抨击时政，触犯当局，被迫改组。
抱一先生愤然离去，与刘人熙、贝元征、
龙兼公、李晋康等创办湖南《大公报》。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不安，南北混
战，湖南成为主战场之一，人们失去民
主自由权利，一切违背当局意志的报刊
被禁，有些报人或慑于权势，或醉心私
利，不敢伸张正义，而抱一先生自甘淡
泊，不求名利，抵制各方面的压力与诱
惑，坚持为民众说话。《大公报》创办之
初，即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行径不
断加以揭露和抨击。李抱一在此期间，
先后发表了《本报对国体问题之主张》

《筹安会诸公于意云何》等 36 篇文章，旗
帜鲜明反对帝制复辟，受到湖南各界人
士的欢迎，销量为全省各报之冠。“五
四”运动时，该报又辟专栏刊登学生运
动消息和评论，表示支持，并连续载文
介绍卢梭、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
思、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评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教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各种不同的
学说流派，刊登介绍陈独秀、李大钊等
人鼓动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文章，并
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对湖南新
文化运动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报道

新闻，发表评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
有闻必录”，不“私于一党一系”，引起社
会各界瞩目，在全国亦有较大影响。《大
公报》不愧为新文化思想“宣传最早、持
续时间最长、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的
一份报纸”。以李抱一为总编辑的湖南

《大公报》成了“以言论为救国觉民之
具”，态度鲜明，笔锋锐利，洋溢着对旧
时代的憎恨，对新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情怀。

1917 年湘省铜元改制时，“富商某，
欲擅其利而恐报章之发其复也，出巨资
分赂之，威然无声矣”。李抱一十分气
愤，不顾反对，公开在报上予以揭露。虽
受到当局多次施压，他们仍以“开天窗”
的方式对专制表示无言的抗议，仅 1918
年 4 月 16 日至 1919 年 4 月 21 日这段时
间共“开天窗”138 处。1927 年 3 月 2 日

《大公报》被查封停刊后，李抱一回家守
父丧，期间经县立中学校长刘卓球再三
相聘任该校国文教员。1929 年 5 月 21
日，《大公报》复刊。1930 年，李抱一仍回

《大公报》。此时原报馆主任贝元征已病
逝，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七人组织
的董事会代行职权。长沙市新闻记者联
合 会 成 立 ，李 抱 一 被 推 为 执 行 委 员 。
1931 年 1 月，仍负总编辑职责，兼编副
刊《谈荟》。1936 年 3 月 14 日因编撰过劳
发病，经医治无效于 4 月 5 日晨逝世，享
年49岁。

其生平友好在长沙青年会馆开会
追悼，《大公报》《全民日报》特出纪念特
刊，以志哀感。彰文印刷局还出版《李抱
一先生纪念册》。著名作家谢冰莹之父
谢玉芝的《李抱一墓志铭》曰：“维蒙叟
之齐物兮，壹死生与彭殇。怪大造之不
仁兮，偏颜短而跖长。独文章之不朽兮，
揭日月而增光。龄虽促而道显兮，又何
憾於彼苍。”因其生平著述甚宏，遗著刊
行委员会搜集遗稿，付诸剞劂，名曰《抱
一遗著》。书由近代书法家谭泽闿题写
书名，1937 年 5 月由长沙彰文印刷局印
刷。2009 年，湖湘文化编辑出版委员会

出版了《李抱一文史杂著》。这样，就给
今天编写《邵阳文库·李抱一卷》提供了
有利条件。

李抱一不仅是个著名的职业报人，
也是一名笔耕不辍、成就颇丰的著述
家。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粤桂游记》是
1936 年 3 月在病中写的，3 月 14 日因编
撰过劳，忽患晕眩，后又腰胃肠作痛，
终至 4 月 5 日逝世。他的一生凡历史、
哲学、文学、音韵学、训诂学、动植物学
等都有研究，均有著述。于经有《诗说》

《诗经动植物今释》等；于子有《老子今
义》《墨子学说今释》《墨经光学发微》

《周秦诸子札记》等；于史有《长沙报纸
史略》《开梅山考》《湖南省城古迹今
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太平天国战
事本末》等；随笔有《倚碧楼杂记》《海
外奇侠录》《江浙纪游》《莳竹读书记》

《乱楮间杂记》等；还有南岳、洞庭湖、
北京、粤桂等地的游记；抱一诗录及杂
论时事等。虽已编印《抱一遗著》八卷，
但时日久远，散佚甚多，有待进一步搜
集整理。

（张步瑜，曾任职于新邵县委统战部）

◆《邵阳文库》介评

《李 抱 一 集》
张步瑜

我与老曾是在看守所
一起上巡控班时认识的。
他年愈半百，皮肤黝黑的

“田”字脸上长着一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眼角爬上
了几道皱纹，中等身材。他
出身农民家庭，跟曾国藩
是一个地方的人。自幼家
贫姊妹多，因几分之差没
有考上高中，父母没有让
他继续复读，他到现在为
止都只有初中学历。这个
学历一直成为他人生的遗
憾，但是他依然知道知识
的重要性，知道知识改变
命运的道理，知道多读书
的人眼界高一些，思维宽
一些。

他参加工作以后，为了
弥补自己读书少的缺憾，一
有时间就看书，给自己充
电。他尤其喜爱读曾国藩的
书，读完以后，他还喜爱摘
抄其中的名言警句，喜爱思
考，喜爱写一点心得体会留
存，独自欣赏。他看到所里
在押人员普遍文化程度不
高，他说，一个人一定要多
读书，才能增强法律意识，
才能不触碰法律的红线。他
将曾国藩的治家六字真言
背得滚瓜烂熟，即：勤、孝、
俭、仁、恒、谦六字。

老曾一直以曾国藩的
六字真言作为自己的人
生格言。他在所里工作之
前，曾经在另外一个单位
做过一段维修工作。他说
他在那个单位也被领导
和同事们评价很高，都说
他为人讲究诚信，做事扎
实肯干。

老曾在工作中讲诚信，
在生活中也讲诚信，喜欢跟
诚实守信的人打交道。他给
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准备给
在部队参军提干转业的儿
子结婚用。他搞装修的时
候，因少算了几块瓷板，想
让装修店老板送几块瓷板
来。结果正在打牌的老板满
脸不高兴地说，我又没有赚
你的钱。老曾看到老板售后
服务态度这么差，气得再也
不到他那里买瓷板了。他
说，一个人做生意不讲诚信
的话，只能让顾客吃一次
亏，下一次，顾客是再也不
会吃亏的了。

老曾说，一个人在社会
上首先要学会做人，然后才
是做事。他讲的话让我久久
回味着，他朴素的人生态度
让我心生敬意。

（姜民，邵东人，任职于
娄底市公安局）

◆书与人

爱读书的老曾
姜民

过完腊八就是年。
超市里的年货琳琅满

目，满大街都是中国红，时
不时地，会有祝福新年快
乐的歌曲充盈于耳！过年，
就得置办年货，杀年猪，晒
腊肉，买好吃的；还要给孩
子 买 新 衣 服 ，买 新 玩 具
……

儿时，我喜欢小人书，
过年了，就把平时积攒的
零花钱拿出来，跟在大人
的后面去镇上买年货。大
人去了菜市场，我则跑到
中学门口的新华书店，沉
浸在图文并茂的小人书
里。那爿书店很小，只有一
间屋大，玻璃柜台，卖书的
是夫妻俩。我每次去书店，
夫妻俩对我都很和蔼可
亲。那时买书，是你要哪本
书，营业员隔着柜台拿给
你，你看满意了，再付钱买
书。反反复复数次地麻烦
人家，我自己都觉得不好
意思，可人家卖书的，总是
面带微笑，不厌其烦地为
我和他人服务。有时为了
多买一本小人书，我就把
本该留作吃油条的钱也花
光了。当我把书放在父亲
购买年货的菜篮子里的时
候，父亲满意地乐了：“娃
爱书，这才是个好娃子。不

像我，一辈子成了睁眼瞎
啊！”知子莫如父，他知道
我是饿着肚子，把我带到
卖烧饼的摊前，摸出仅有
的零散钱，买了两块烧饼
塞到我的手里。

后来，日子过好了，特
别是当下，美好的生活，人
们都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但是，对于更加美
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从没停
止过、满足过、放弃过。每年
过年置办年货的清单里，家
人们都会把需要的书籍列
出来，然后去落实购买，买
回来的书会署上哪年春节
购买的，并签上个人的名
字。过去，春节家人聚在一
起要么打打麻将，要么坐在
被窝里看电视。现在，家人
闲坐，灯火可亲，满屋氤氲
着书香的气息。

我是汪曾祺、孙犁、季
羡林、梁实秋的书迷……
目前，《汪曾祺散文全集》

《汪曾祺小说全集》《梁实
秋雅舍全集》已经到手，孙
老和季老的全集还在路
上。春节在饕餮美味珍馐
的同时，又可以好好品味
大师的美文杰作了，岂不
快哉！

愿每年的年货里，始
终有书的身影，书的芳香。

年货氤氲书香味
张新文

打 开 苏 联 作 家 普 里 什 文（1873-
1954）的《大自然的日历》一书，如同打开
一幅幅清新淡雅的俄罗斯风情画卷，让
人美不胜收：“夜在一轮皎洁的月下逝
去了，黎明时分，降下了初霜。万物白茫
茫的……朝阳冉冉升起，树木和草便缀
满了露珠。苍郁的森林中的云杉中树枝
看上去便似一片亮晶晶的花纹。倘若我
们整个地球上的金刚石都去做了这般装
点，也是不够的。”

在这一小段优美的文字中，充满着
朴素、准确、诗意的描写，正如高尔基赞
赏普里什文说：他“有一枝生花妙笔，将
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
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
感性”。

普里什文被誉为“世界生态文学和
大自然文学的先驱”。他一生都在旅行，
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
学知识，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
善化为诗意、哲理统一的散文。

“苍郁的森林中的云杉树枝看上去
便似一片亮晶晶的花纹”，只有在原始
大森林中生活过长时间、且有着敏锐的
观察能力的文学家，才会写得出这样的
句子。最后用金刚石来形容装饰在云杉
树枝上莹碧的霜晶，更是绝了，很容易
使人想像出朝阳照耀下的霜晶闪闪烁
烁，像钻石一样璀璨的景色来。

我以前读过普里什文的小说《贝林
捷雅的水泉》，熟悉他关于描写自然景
色和人民劳动的场景以及青少年的心
理。普里什文不愧是农艺师出身，长期
生活在湖光山色、花草茂盛的林区，熟

悉林区的一草一木，对各种植物有着洞
察秋毫的观察能力，对生活在苏联奥尔
格洛夫洲东部以及叶列茨周围的大自然
有着无比的热爱。他将自己的生命融进
了这一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之中。因而
在他的《大自然的日历》中，他用一种亲
切、朴素、如数家珍的笔调，来赞美这块
神奇的土地上春夏秋冬的各种景象，同
时也详尽地记录了生活在这里的纯朴、
善良的人民的喜怒哀乐。每一个篇什犹
如康斯泰勃尔的油画般浓墨重彩，又纤
毫毕现、凝重而轻灵，这是他散文的妙
处。普里什文的书，按他本人的话来说：
是“经常有着发现的无穷的快乐”。

普里什文散文的魅力秘诀何在呢？
我想，他的魅力和魔法，正在于他有一
双慧眼。正是他的这双慧眼，善于在每
一个隐微中洞悉有趣的东西。在他的笔
下，一切都闪耀着诗性的光芒，犹如芳
草擎着露珠，晶莹生辉。最不起眼的一
片小山杨树叶，也有着它自己独特的生
命和生活。

在《大自然的日历》中，使人强烈地
感觉到的，是作者对生命充满了无比的
热爱。普里什文在春天这一章节中，写
冰雪在春阳下消融成为第一滴水，黑油
油的土地在厚厚的雪衣下裸露出来的景
色；写大雷鸟、仙鹅、红隼在晚霞中飞翔
着欢乐地鸣叫；写老狗鱼的憨厚可爱，
写青蛙的苏醒……笔触细腻，行文干净
利落，将动植物的生态写活了，它们也
像人一样有着春天的喜悦。

他将大自然所有的生物都人化了，
在他的笔下的大自然，是人性化的生

命。他爱它们，不去无故伤害它们，视它
们为知己，与它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字里行间无一不倾注了他对它们的无比
深情。这种纯良的人类天性，也就是普
里什文散文的永久地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和诗意的优美的真正原因。

《大自然的日历》中的语言，有充分
的根据可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的百草”。
普里什文的语言如花似锦，光彩夺目。
时而有如风吹动着芳草，簌簌作声，时
而有如清泉铺石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
鸟啾啾争鸣，时而如薄冰悄悄地脆响，
时而有如蓝色的小夜曲萦绕在我们的
脑际。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名著赏析

大 自 然 的 歌 者
——读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

刘绍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