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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里发现不平凡，在不
平凡里发现平凡，这是文学创作
的小秘密。

我出生在饥饿年代，直到十
八岁考入邵阳师专才吃上饱饭。
一次写作课上老师布置作文，内
容是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别的
我都没印象，只对食堂里的饭菜
念兹在兹。饭菜是好是坏，天天有
吃，再平凡不过，我却发现平凡饭
菜里的不平凡，菜碗里竟冒着黄
灿灿的油星子。今人脑满肠肥，生
怕油腻要命，咱当年饥肠辘辘，一
旦饭菜里寡油少盐，小命宁肯不
要。每次一上饭桌，就死死盯着菜
碗，数里面油星几何。只要多数到
几个，就阳光明媚，幸福万年长。
相反油星子少，便觉得天昏地暗，
生无可恋。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我毫无保留，写进了作文里。独特
的发现，真挚的感情，文笔细腻流
畅，不正是文章正道吗？谁知作文
本发下来，只拿到七十分，属年级
最低，其他同学至少八十五分以
上，九十多分者也不乏其人。原来
其他同学笔下，不是老师诲人不
倦的风范，便是同学互学互助的
风采，抑或校园里春意融融的风
光，正中课任老师下怀。唯独我

“低级趣味”，那么多美好事物不
放在眼里，却津津乐道于菜碗里
的油星子，太没出息。

毕业分回县里，先教书，继从
政，又修志。十年后选调至市财政
部门，从秘书做起，再升副主任和
主任。一晃又是十年，拟单位工作
计划，写季度半年年终总结，撰各
种情况汇报，早已“著作等身”。诸
如此类，主要肯定成绩，归纳经
验，以便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我睁大发现的眼光，以当年
数菜碗里油星子的劲头，用小说
笔法书写政府和财政机关人事，

《局长红人》《裸体工作》《空转》

《一票否决》等中篇小说先后出
笼，被众多选刊选本纷纷选载，后
又陆续出版《官运》《位置》《心腹》

《仕途》（三卷本）等长篇小说。身
处党政要害部门的作家不多，读
者没见过以机关为题材的小说，
没想到看似平凡的机关生活进入
我的小说，竟然那么不平凡，于是
给我封了个“全国机关小说第一
人”。

文学创作是书写过程，也是
思考过程，更是心灵拓展和升华
过程。有道是，世上最辽阔的是海
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
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心灵可
抵达肉身不能抵达的任何地方，
我乐意用心灵瞭望远处，仰望高
处，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带着咱
们从何而来的追问，我开始研究
历史。历史有定论，又隐藏着很多
疑点。如风起云涌的晚清，随着蒸
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海洋时
代到来，中国也被卷入世界潮流，
实现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
型，其标志便是轰轰烈烈的洋务
运动，而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李
鸿章却背负着千古骂名。这到底
怎么回事，真相又是如何呢？

我一头扑进晚清史，深度介
入李鸿章的世界，写成近两百万
字的五卷本历史小说《李鸿章》。
作品上市后，读者爱不释手，觉得
书里提供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晚清
世界和非同一般的李鸿章。同时
通过认识李鸿章和那段非凡历
史，认清了来时路，为走向未来提
供了立体可感的参照系。

当年拿作文高分的同学早已
不再摸笔，我这个低分学生却笔
耕不辍，先后出版畅销小说六十
多种，字数超过千万。这全在于发
现的眼光，在平凡和不平凡的人
生中，屡有发现，时有感悟，再形
诸笔端，也就小有所成。（肖仁福，
城步人，中国作协会员）

平凡与不平凡
肖仁福

我从小就怀揣作家梦，却上
了一所师范大学，本以为一辈子
都要献身教育事业，毕业后却阴
错阳差当了警察。这一切，看起来
离作家梦越来越远了。如果当时
我还执着于当作家，不知进退，就
会陷入“梦”的困境。因为当警察
很忙，根本没时间拿笔；总跟社会
阴暗面打交道，与文学之美也搭
不上边。

案件经历多了，慢慢地会感
觉到其中的不凡。就像我们的吃
食，有些东西上不了台面，吃起来
味道却称得上耐人寻味。比如“鱼
杂”，作为鱼的内脏，大多数时候是
要扔掉的，但吃过的人都知道，那
份筋道和酥香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我怀着作家梦，当了三十年
警察，从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发现
了生活的情趣、意义。从案件里
发现诗意，发现日常的美，需要
有对社会、对人生的爱。我发现
几乎每一个警察都是对生活充
满热情，并且时刻能够发现生活
之魅力。他们时刻在生活着——
不是在活着，活着本身并没什么

意味，生活却意蕴丰富。这不能
不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觉得
这些警察的所思所想，就是“作
家”的所思所想。那时我不是“作
家”，但我突然想到，我要将每一
个警察都是作家的事让大家知
道，那是2013年。

秉着这一想法，我写了长篇
小说《非常突围》，发表在《啄木
鸟》2014年第九、十期上。这是我
首次发表长篇小说。小说主题和
人物引起很大争议。“文体和人物
都不合主流审美”，是大多数人给
出的评论。那段时间，我内心七拱
八翘，苦思主流审美到底是什么。
小说中真实流露的，就是我观察
和思考的精髓。

不过，这部争议小说，至今还
常常被人谈起，据说让人“印象深
刻”。我坚持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工作之余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每一
秒笔耕不辍，随后连续发表了八
部长篇小说。虽然文本谈不上精
品，自己也不敢自诩“作家”，但离
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舒中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发现日常杂碎的诗意
舒中民

亲爱的同学们：
杨万里有诗云：“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韩愈也有赞美
石榴花的名句：“五月榴花照眼明，枝
间时见初子成。”我们的校歌里也写
道：“柳翠波融，桃艳荷雍，名乡品韵
承风。”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也
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真可谓是红
生翠长、花荣果丰、蓬勃向上。在这样
一个美好的季节里，我们在这里为九
年级同学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

岁月的脚步如此匆匆，三年的
时光已悄然逝去。三年前，你们还是
天真烂漫的少年，带着好奇，带着憧
憬，也带着几分懵懂进入了水浸坪
乡中学。去年，你们又跨进了美丽的
芙蓉校园，幸运地成了芙蓉初开的
花朵。在这三年里，你们身体长高
了、知识丰富了、思想形成了、品德
提高了、能力增强了、眼界开阔了，
有了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运动
场上，有你们拼搏的身影；清晨的霞
光中，有你们琅琅的读书声……你
们度过的是青春燃烧、活力迸发的

日子。磨剑三载出锋芒，雏鹰羽丰当
翱翔。送你们去诗和远方的列车已
经到站，我们将原路返回，你们将远
走高飞，永久留下的是母校和你们
的相互眷念。

在这毕业的骊歌将要唱响的时
候，我们都心潮澎湃。希望你们把母
校的校训、校歌记住，做到正雅博
恒、敦明旷毅，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
人、一个有梦想的人。梦想是创造的
源泉，是追求的动力。希望你们立志
笃行、团结奋斗，希望你们如芙蓉花
一样独立自强，不随波逐流。

希望你们把做人、处事的道理
学会，壮大自己的格局，提升自己的
境界。“阅透人情知纸厚，踏穿世路
觉山平。”切记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

的步履走过岁月，自觉约束身心，坚
守平和与宁静、坦然和安祥。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乐观对待
生活。未来不可预知，你们每个人都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来的终究
会来，要敢于接受，勇于承担。一定
不要向困难和挫折低头，要永远珍
惜生命、热爱生活。

同学们，你们是清澈的山泉，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
涛”。母校是你们的青春驿站，离别
是自然的，但不必惆怅。芙蓉长开，
千载芬芳。母校关注着你们，老师牵
挂着你们。我诚挚地祝愿你们生活
充满阳光，人生写满辉煌！

（邓星汉，武冈市芙蓉学校第一
校长）

终归大海作波涛
——在武冈市芙蓉学校九年级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邓星汉

当年，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在今
双清区渡头桥镇江口村（现在江口
村和光辉村合并成为姚喆村）。那
时，江口村叫江口大队，属邵东鸡笼
公社管辖。

一年的五月份，生产队要把一
些草料送到邵阳城区的肉联厂。生
产队队长要我和船工姚满叔等几位
同志负责运送。鸡叫三遍的时候，我
们就从家里出发。草料先天晚上就
已装好，我们上船后稍作检查就开
船了。这艘船是机帆船，并且是用柴
油做燃料的，只需一位师傅掌舵就
可以了，其余的人只管坐在船头欣
赏两岸迷人的风景。

心想这次出差会十分枯燥，五
个大老爷们没有相投的爱好，一路
上只会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
傻笑。可没想到，船离了码头没几分
钟，姚满叔就一手扶着舵，一边唱起
山歌来。别看姚满叔人长得五大三
粗，嗓音那真是不错。

“乡里妹子进城来，乡里妹子冇
穿鞋。何不嫁到我城里去，上穿旗袍
下穿鞋。”

“城里的伢子莫笑我，我打赤脚
好得多。上山挑得百斤担，下田捡得
水田螺。”

一曲唱完，姚满叔咳嗽几声，接
着又唱:“金打铁，银打铁，打把铁钳

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
回家学打铁。”

船不知不觉就到了黄家坝。那
时，邵水上筑有好几座水坝。船过了
黄家坝，很快就到了渡头桥。那时的
渡头桥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集镇，供
销社、粮站都坐落在这里。因为要赶
时间，我们就没有在渡头桥停靠。

姚满叔丝毫不觉得疲倦，继续
引吭高歌：“高山大岭一树槐，槐树
底下搭戏台。早来三天有戏看，迟来
三天看戏台。”姚满叔一路将山歌丢
出木船，引得两岸不少男女老少驻
足张望。船在水上走，歌在天上飞。

不知不觉，船穿过了青龙桥，驶
过了高庙潭，停靠在肉联厂冷库边
的码头。

于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邵水
飞舟”就结束了。

(赵大明，双清区作家协会主席)

邵水飞舟
赵大明

古树林

暂且叫它古树林吧！之所以这么
称呼，是因为林，因为林的“古”，以及
那份“古”里的苍劲、巍峨。徜徉在那样
一份葳蕤豪迈的葱绿里，心不由得多
了一种敬畏。那千姿百态的秀美，铺陈
了万种风情，给人注入了一种莫名的
力量。

“古木丛青霭，遥天浸白波。”本已
车程劳顿，疲惫满肩，拾级而上，却被眼
前一片夏日里蓊郁苍翠的古树林所吸
引。花瑶古树林，有树一千余棵。有一种
叫水青冈的树，枝繁叶茂，蓊蓊郁郁，遒
劲的枝条向着湛蓝的天空昂首铺开，笑
看流云飞渡，静听鸟雀婉转。每一棵古
树，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传奇。

导游指着一棵水青冈和一棵叫白
栎的古树说，这是一对“夫妻树”。树的
外形真的奇妙，一棵高大雄伟，一棵略
微纤瘦柔曼，它们裸露的树根纵横交
错，层层叠叠。阵阵山风掠过，两棵互相
依偎的树，更是风情万种、神韵生动。枝
枝叶叶总关情呵！置身此景，心便如清

水洗过，淡凉如秋月。风声回荡，疑是梵
音入耳。想起陆游的诗句来：“纷纷红紫
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

在当地人的心里，每一棵古树都
是有灵气的。我们在故事的余韵中，缓
缓离开。一层薄薄的山岚氤氲在身边，
似要隔开那滚滚的红尘。回眸处，古木
苍苍，山谷幽静。

草原梯田

听隆回的同学介绍，夏天看梯田，
是最好的时机。远望，层层叠起来的翠
绿如缎如绸，应和着天边的白云，将你
带进一个充满诗意的仙境。我们在同
学的介绍中，对梯田愈加增添了无穷
的幻想。

沿途，路况甚好。尽管是暑日炎
炎，可通往梯田的路上却是凉风习习。

大家奇怪得很，当空是白花花的太阳，
可青山掩映的公路上却清凉如水，仿
佛初春。车窗开着，山风扑面而来，顿
觉神清气爽。

很快，就到了草原梯田。初看它，
真不敢相信，梦里出现过的美景居然
离自己这么近，就蜿蜒在自己的脚下。

山坳里的梯田青葱欲滴，娇嫩可
人。一株株水稻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块
块梯田似乎都是一个形状，如半个翠
绿的“月亮”，散发出绿莹莹的光芒；又
似一块块璞玉，通体碧绿、澄亮。清风
掠过，浩瀚的绿里，传来淡淡清香。俯
瞰着层层葱绿，心绪不由得飞扬起来。
如此诗意胜景，内心早已是绿意蓬勃
了，不得不叹服人类的智慧与力量。

（粟碧婷，任职于新邵县寸石镇花
桥学校）

隆 回 漫 记
粟碧婷

◆漫游湘西南

◆六岭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