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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文库》 的编辑出版，
是一件千秋之业的好事。

刘敦桢（1897- 1968），新宁
人，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毕
生致力于中国及东方建筑史的研
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与梁
思成先生共同主持中国营造学社
的研究工作，分掌文献、法式二部，
披荆斩棘，开创了科学研究中国古
代建筑成就的道路，同为中国建筑
史这一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刘先生执教
于原中央大学及新中国成立后的
南京工学院，历任工学院院长和建

筑系主任，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
创办人之一。四十年来培养了大量
建筑学和建筑史学专业的人才，其
中很多人成为当代建筑大师。刘敦
桢先生毕生辛勤耕耘，对发展和弘
扬建筑学术，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
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敦桢集》收录了刘敦桢先
生重要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既凝
聚了先生从事建筑教学、建筑历

史与理论研究，特别是古建筑的
考察研究、保护维修等辛勤劳动
的结晶、智慧与血汗创造的成果，
又能体现出先生一生锲而不舍、
辛勤耕耘、开拓一门新学科的足
迹，为我们留下极宝贵的学术遗
产和治学风范。不仅是当代建筑
与文化文物学人学习与研究的重
要典范，也是传之后世的珍贵历
史文化财富。

《刘 敦 桢 集》
李龙生

住在都市的鸽笼里，空调和灯
光已让人忘却四季，不辨晨昏，与
土地和自然仿佛隔了一层黏糊糊
的套子，更遑论吸天地之灵气、集
日月之精华。微信上好友越来越
多，对着抖音傻笑越来越频，把酒
话桑麻的闲暇时光却大大减少。

孩子们大多已经告别澄澈的
星空，只能在鲜亮的电子屏幕上认
识自然和万物，他们见到的是超市
已经脱壳的稻米、齐齐整整没有黄
叶的菜蔬、冷藏柜里的猪肉牛肉和
海鲜……他们不知道有的地方还
有六月六尝新节，不知道板栗刚刚
摘下来的时候，外面有一层刺。走
到乡野，他们分不清稻子与玉米，
不识各种蔬菜，他们距离土地距离
民俗已经越来越遥远。

当我们被都市霓虹、汽车尾气
……裹挟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来读
一读范诚的新作《吾乡吾土》吧。
慢下我们的脚步，抬头看看日月星
辰，回头遥望我们的故园，回望内
心的栖息之所，听一位走遍湖湘大
地的忠厚大叔，讲过去的事情。

范诚不少文章都与新宁有关，
在《吾乡吾土》这本书里，他满怀深
情地写下了自己在故乡的生活记
忆、故乡的民俗和风土人情，用生
动质朴的文字，给故乡留影。

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每年
的农历六月初六，邵阳有尝新节，

又称半年节，因为这一天要吃新
米饭，还有好酒好菜。其实这时
稻谷并没有完全成熟，尝新，就是
一种吃新米饭的体验，也是一种
对能吃上饭的美好生活的追求。
因此尝新节就成为农家除了春节
端午中秋等节日之外最重要热闹

的节日了。尝新节庄严而隆重，
还有一系列活动，第一碗新米饭
要给狗吃，因为传说稻种是狗从
天上偷来的。虽然有天兵天将追
杀，但白狗拼死回到人间，身上的
谷粒被天河里的水冲掉了，只有
露在水面的狗尾巴上还粘着一些
谷种。为什么狗尾巴草总是高高
翘起，指向蓝天？因为狗尾巴为
保护稻种，一直翘着。淳朴的农
民还要把新稻苗拿给牛尝新，之
后全家再在一起吃饭，且必须等
最年长的长辈吃了第一口之后，
大家才依次动筷子尝鲜。

这个节日，充满了仪式感，也
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的韵味。希
腊神话里有普罗米修斯盗火，邵阳
有狗偷稻种，两个故事相映成趣，
颇发人深思。

范诚的文字，自然真诚。他没
有正襟危坐引经据典堆砌资料，没
有华丽的辞藻，就那么原汁原味、
娓娓道来，倒有点像黄昏时一群村
民聚在大树下乘凉，摇着蒲扇讲过

去的事情。《吾乡吾土》里每篇文章
篇幅不长，看多了关于故乡的大部
头长散文，读这本书顿感轻松愉
悦。故乡美食这一辑使我垂涎欲
滴，恨不得立马打电话订购一份，
一饱口福。

范诚的文风温暖平实，朴素如
泥土，也厚重如泥土，书中处处流
露着对故乡的绵绵深情，蕴含着浓
浓的人间烟火味道。这本书也很
适合用来给学生拓宽视野，让孩子
们跟着父辈一起，寻找来时路，精
神还乡。

有位作家说：“每一分，每一
秒，我们都在挥霍时光。我并不想
回头，也不想挽留。因为，我知道
我只是时间旅行者。可是请你相
信，就在此刻，我还在用心记录，收
获每段时光的温暖。”消失在远山
的火把、大红花被，穿越时空的棒
槌、扦担，夫夷江上的排古佬、越城
岭上的放油郎、挑脚的与跑脚的，
百里脐橙香、崀山青钱柳、仙草铁
皮石斛、桐叶粑与苦荞粑……范诚
细致地刻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
人们，描摹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曲
线。他熟悉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熟悉那里的文化和历史，他
的写作自然打上了故乡的烙印。
他在纸上重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
故乡，也写出了一个地方的灵魂。

（高求忠，湖南省作协会员）

一往情深写故乡
——读范诚新作《吾乡吾土》

高求忠

初识刘志坚先生是在 1988
年。那时我刚开始学写作，在《散
文》等期刊上看过他的不少散文，
特别是他刊登在《邵阳日报》上的

“宝庆风情录”系列散文，把邵阳
的民情风俗写得如诗如画，令我
十分崇拜。那年10月，我在邵阳
教育学院学习。一天，我走进了
滑石新村，轻轻地敲响了《新花》
编辑部的门。门开了，一个清瘦
俊朗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我怯
生生地问：“请问这是《新花》编辑
部么？”他微笑着说：“是的。”看到
他那微笑的面容，我一下轻松了
许多，就清晰地问道：“那……您
是刘志坚老师？”他点点头。我从
兜里拿出《小巷的音符》请他签
名。他把书放在茶几上，给我倒
了杯热茶，轻声地说：“请喝茶。”

然后才拿起钢笔在扉页上签了
名。

想不到我慕名已久的大作家
如此和蔼可亲，心中的拘谨顿时
消失了。我便从兜里掏出文稿请
他指教。他拿起那篇散文稿看起
来，边看边用红笔划作记号，看完
后，他鼓励我几句，然后提出修改
意见。那部中篇小说，他说“留
下，三天后再来拿”。事后，我根
据他的意见修改了那篇散文，投
寄到《邵阳日报》，居然发表了。
那部中篇因情节太单薄，主题不
明确，需重构、充实、扩展，三十年
后我依他的建议修改扩展成长篇
小说出版了。此后，我一见到他
的书就买来读，一见到他文章就
收集，并专门设立一个剪贴本。
近日，我在网上发现了《刘志坚的
散文世界》，立即下单买下。这是
一本精装书，有 30 多万字，拿在
手里沉甸甸的。书到了，我便如
饥似渴般地阅读起来。读后总觉
余味在心，余香在口。

《刘志坚的散文世界》分八
辑：风情之廊、乡情之忆、世情之
感、人情之常、闲情之趣、友情之
悦、物情之思、文情之雅，后面附
有名家述评。前言里，了解到他
在报刊上发表散文约1400余篇，
出版散文集13部，另编写人文丛
书多部，作品获奖43次约100余
篇。看到他这些堪称辉煌的成
绩，让我这个“铁杆坚粉”由衷地

佩服。
第一辑风情之廊，大多是从

《那岂是乡愁——宝庆风情录》选
入的，分“山水若锦”“风情写珍”

“文化掇萃”“人杰采英”四节，每
节 11 篇美文。刘先生用那生花
妙笔，对邵阳（宝庆）这一片古老
而又年轻的土地，进行了历史的
透视和艺术的概括。刘先生笔下
有文坛圣哲、教育先贤、医林诗
客、僧尼方士，也有革命先烈、清
官良吏、善士才子……他思接千
载，目尽古今，人间善恶，世事沧
桑，尽收笔底，为读者展示出宝庆
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第二辑乡情之忆，主要是从
《小巷的音符》录入，共 25 篇华
章。作者热爱家乡，经过他那饱
蘸感情的笔，一股看似浅淡却内
涵深沉的恋乡怀乡之情跃然纸
上。故乡的红鲤、朝天辣、乌桕
树、红薯、雨伞等一些在常人视野
里极不显眼的风物，在他的笔下
却活跃起来。

第三辑世情之情，是从《西风
吹梦》《昨夜星辰》《一窗山海》等
文集收录了 25 篇佳作。作者行
文潇洒，聪颖灵动。在静美中注
入新的活力，笔墨睿智明辨。像

《戏说麻将》一文，语言戏谑，意趣
横生，令人捧腹，发人深思，大有
鲁迅先生笔墨的老道和辛辣。

第四辑人情之常，是从《世风
一叶》《红尘风景》《窗含西岭》等

文集收录 25 篇写人散文。作者
以平常之心体察大千世界，深谙

“点滴寻常事，洞悉世人情”的玄
机。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从偶
然发现必然，从纤细处发现人性
美和深沉的爱。像《谈匠师傅》

《卖鱼老人》《黄山铺路工》等，诸
多的凡人小事，经过他的真切描
述，像串串珍珠熠熠生辉。

第五辑闲情之趣，也收了25
篇文，是作者寄情于山水，描绘祖
国大好河山的佳作；第六辑友情
之悦还是25篇文，是作者记叙与
文友诗朋相互交往的友谊，或对
故人的缅怀之情，令人阅后喟叹
不已；第七辑物情之思，仍然是
25篇，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万
物冥思之后所悟出的哲理；第八
辑文情之雅的篇章则收录对邵阳
境内城市、山水、风物的赋文 28
篇，作者用简短精炼的文句，抒写
了对本地山河、文物古迹、风物民
情的热爱和赞美，篇幅短小，精致
而有内涵，走笔轻灵，给人快意。
至于碑文7条和诗词56首则是作
者对不同体裁的尝试，成绩斐然，
令人敬佩。

古人云：“桃李不言而成蹊，
有实存也。”当你欣赏完这本厚
厚的散文集后，你自然会明白
刘志坚先生为何会享有“三春
文苑花千树，不及刘君笔墨香”
的美誉了。

（林日新，武冈作协副主席）

三春文苑花千树，不及刘君笔墨香
——读《刘志坚的散文世界》

林日新

野莽的嗓门极有名气，其吼声在作家中和
出版界肯定数第一名。如果你的听力还不错，那
么，很有可能会被这头来自北国的狼吼成一个
聋子。如果你的耳朵聋了很久，又很有可能被这
头狼吼成个正常之人。所以说，野莽的吼声是一
把双刃剑。

不过，我最喜欢听他的吼声——也包括许多
作家——因为其一旦吼起来，不说国人苏醒吧，
至少我是苏醒过来了，而且都是从美梦中苏醒过
来的。紧接着，我的耳膜就被强烈地震动起来，心
脏也怦怦急速地跳动着，仿佛往日的少数民族在
擂响激越的战鼓，号召村人抵抗土匪的进攻。其
实，野莽是个报喜不报忧的朋友……他要么说你
的小说被转载了，要么说你的小说被选入了某个
选本，或列入某某丛书。你说这种吼声谁不喜欢
听呢？他甚至还很直爽地说稿费是多少。我便调
侃道，你这不是暴露了国家机密吗？

而且，他说话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好
像他立即做出了勇士状，就要奔赴某个救灾的
战场。如果我一时还没有听清楚，请他再重复一
遍，那就不得了了，他的吼声至少要提高八度之
多，像高音歌唱家，将声音集中在细长的电话线
里，根本就不怕把你的耳朵震聋。

一天，我和朋友们豪气冲天，点菜筛酒。谁料
我刚端起酒杯，他居然打来了电话，好像我在吃
饭没有叫他，他就要拿我是问，或是严厉追责。我
刚想说老兄有何贵干，他竟然吼起来了，似乎要
阻止我拉动内需的勇敢行动。虽有几年不曾联
系，他的嗓音仍然不减当年，其吼声把我杯中酒
都吓得弹跳了起来，居然像朵朵浪花。他解释说，
上次他主编一套书，将我列入了“黑名单”，因我
回复不及时，很遗憾没有列入，他却说下次一定
要将我重新拉入“黑名单”。你看，他的嗓门不是
响起来了么？他并且说，要我赶紧回家打开电脑，
说是关于出书的事情，云云。他还说，具体内容都
在我邮箱里。我一听，愧疚不已……无奈地放下
酒杯，赶紧搭车回家。我没有说错吧，野莽之声，
便是希望之声，这个希望不是又来了吗？

2002年至2004年，野莽和中国作协创研部
主任、被文坛称为中国新时期首席评论家的雷
达，以中国作协的名义，主编了一套名为“中国
作家档案”的大型书系，计划出版100卷中国当
代重要作家的小说集。其实，他曾经主编过很多
50卷到100卷的大型图书，文坛戏称“野百卷”
（似有贪大求洋之嫌疑）。在陆续出版的前三辑
中，湖南籍作家有韩少功、何立伟、聂鑫森，后几
辑还计划收入残雪、姜贻斌、王跃文等。不料前
三辑出版后，情况发生了重大逆转，先是因图书
滞销而出版搁浅，接着野莽离开出版社去从事
自己的写作（竟弃作家们不管了，大有擅自离岗
之责），再接着雷达不幸去世。于是，这套100卷
书系的计划彻底告停。

但是，野莽的记性很不错，仍然记得他曾经
承诺过的事情。2019 年他在美国期间，闻知著
名编辑家、《山花》杂志主编何锐因病离世，他便
决定以何锐和《山花》的名字，主编一套名叫“锐
眼撷花”的丛书，以逝者生前熟知的形式，纪念
自己的老朋友。因此他在选择作者时，竟然又想
到了我。于是写邮件告知我，让我在三天内自编
一本小说集发给他，而我竟阴差阳错，过了五天
才看到这个邮件，于是事情就这么耽误了。因此
他在国际长途中把我吼了一顿。其实，吼归吼，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他心里就放不下。又过了
一年，他把我补入这套丛书的第二辑。这一次，
我再不敢动作迟缓了，他居然接连给我出版了
两本小说集，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在他心里，
似乎是前生欠下的债。

坐在返回的车上，我为野莽的这通电话深
为感动，因为他曾经说过要给我出书，时间过去
了一些时日，也无消息，我便以为没有路了，谁
知他仍然把朋友的事情挂记在心，好像做出的
承诺一定要实现，不然就愧对朋友，真是具有侠
士之风。虽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等重要，而
在某个时候，精神文明还是要高出一头。所以，
我痛舍美酒，急赴家中，赶紧去看邮件。刚走进
家门，他的电话又响起来了，其声音仍然是嚎
叫，像是那个什么嚎叫派的成员之一。

他究竟是不是嚎叫派成员之一，暂且存疑，
有待组织调查。

（姜贻斌，邵阳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野莽的吼声
姜贻斌

◆印象记

◆读者感悟

◆《邵阳文库》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