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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第三届邵阳旅发大会开幕
式文艺演出晚会上，非常欣喜地听到了由杨
文国作词、王溢作曲，张映龙、王馨演唱的歌
曲《紫薇花开香天下》。这是一首以感人的歌
词、动人的旋律、迷人的演唱而能流传久远
的金曲，是艺术家们倾情奉献的一首新时代
大美邵阳的文明颂歌，体现了创作者力求通
过文艺力量让文明建设热潮在大美邵阳深
深激荡的情感寄托与精神追求。该作品由邵
阳市委宣传部、邵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以及邵阳市新华书店联合出品。在创作和推
出过程中，得到了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杨志慧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作品之所
以感人、动人、迷人，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
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格局宏大，主旨宏深。长期以宝庆
为名的邵阳，是山川秀美之地，物华天宝之
地，人文瑞庆之地。这里，有四面山川之美。
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雄踞湘中湘西南。独
特的地理地势，丰富的地形地貌，涵养了包
括世界自然遗产、国家公园在内的众多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使这里成为湖南自然资源最好的旅游大市
之一。这里，有八方物产之茂。以奶品、药材、
铜鹅、卤菜、茶叶、米粉、茶油、蜜橘、脐橙、猪
血丸、黄花菜、金银花为主打的邵阳红系列
特产，绿色有机，品味俱佳；新型工业，智能
制造，也以强劲态势形成旅游新名片。这里，
有千古人文之盛。召伯甘棠布政，白善筑土
为城，传播着古道仁风。唐朝咏史诗人胡曾
一诏退敌的传奇，宋代理学宗师周敦颐主政
于此书写千古名篇《爱莲说》的故事，激励着
历代官员士子的人格构建。晚清将军群体的
形成，魏源、蔡锷、吕振羽、贺绿汀等文化名
人的涌现，使铁打宝庆熔铸了丰厚文化内
涵。汉、苗、瑶、侗、回等区域内聚居兄弟民族
的和谐交融，催生了非遗的璀璨，特别是祖
籍新宁县的伟大科学家和教育家钟扬，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称号。而

“不占最上春”“长放半年花” ?、以“好运、
和平”为花语的紫薇花，作为邵阳市市花，以
其坚硬的枝干、美好的形象、持久的花期、不
争春色的奉献，更是很好地代表了邵阳人坚
韧坚强坚定的精神特质。同时，古今中外的
实践也证明，文旅行为是文明形态的传播
器，文旅线路是文明建设的传播带，文化旅
游重点区域是文明风尚的核心区与集散地。

正是面对如此宏阔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本歌曲词作者杨文
国先生，作为生长于此、十分熟悉并热爱这
片沃土热土，且以歌曲《信仰》荣获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的词作者，他大胆自信地以邵
阳市市花紫薇花为主体形象主要意象进行
主题开掘，将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内涵体现
在作品之中，以紫薇花开香天下的历史自
信，将本届旅发大会主打歌曲升华创作成了
新时代邵阳文明城市建设的主题歌，旨在激
励邵阳各族群众像紫薇花一样，以奋斗与奉
献精神品格贡献于伟大新时代之邵阳家乡。
作品在唱段的处理上，也紧扣主题主旨独运
匠心。第一唱段将丹霞崀山、云上花瑶、红色
南山、雪峰铁杉四个板块徐徐展开，铺陈展
示出大美邵阳主体风貌。第二乐段则突出文
明建设两个主题层次、本届旅发大会主办地
红色南山苗乡城步和代表全市其他区域的
雪峰铁杉两个板块，并作重复咏叹，凸显了
本届旅发大会的主体主阵和阔步走向未来
的文明建设主题主调。

二是构思精巧，词句精妙。好的歌词贵
在以少胜多，微言大义，形象生动。作为本
届邵阳旅发大会主题歌和文明邵阳建设的
赞美诗与宣传曲，作品精心选择最独特而
典型的形象与意象将两大主旨无缝对接，
有机融合，让人感觉自然贴切，浑然天成。
歌词着重将新宁、隆回、城步等三届旅发大
会承办地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要
素高度凝炼而形象地再现，让自然之美与
人文之美交相辉映。唱新宁，充分展示世界
遗产丹霞之魂崀山的无穷魅力与新时代楷
模钟扬种子精神的永恒价值。咏隆回，集中
展现的是古老而美丽的花瑶风情和中国近

现代改革开放先驱魏源的思想光芒。赞城
步，国家公园南山草原的瑰丽、红军长征老
山界红色故事的悲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高山红哨的时代荣光，在这里融汇交
织。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以雪峰山与资江河
为代表的整个邵阳大地，到处是如长苞铁
杉一样团结奋进向善向上的文明图景。这
些集思想性、艺术性、典型性于一体的形象
事象意象，给歌词插上思考与想象的翅膀，
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思想空间与美学疆
域，带给受众以强烈熏陶和感染。

歌词中，对大美邵阳四个板块的描绘与
赞美，可谓一咏三叹，唯情唯美。在这里，我
们看到“崀山的美丽鲜花，把丹霞的风霜融
化，钟扬故事绽放种子的精华”；我们欣赏

“虎形山迎春嫩芽，把瑶乡的风情描画，魏源
故里迈开图强的步伐”；我们感受“南山的红
色哨卡，把草原的热情播洒，老山界回望着
深情的牵挂”；我们参悟“雪峰山铮铮铁杉，
把大地的向善表达，资江碧水荡漾文明的浪
花”。这些词句，让山川之美、人文之美、历史
之美、时代之美、发展之美一一呈现，细腻灵
动而晓畅，都自然贴切，雅俗共享，备显神
采，备见精妙。在后面两个层次的文明建设
主题词句中，“点亮希望，凝聚力量”作为邵
阳市志愿者协会的主题口号，也得以巧妙切
入歌词，与“英姿焕发”“一路生花”的人们一
道，朝迎晨露暮送晚霞，风雨无阻让梦想飞
扬，把温馨送给灯火万家；一起走过秋冬跨
越春夏，让紫薇花开手留余香，将大爱献给
朗朗天下。在这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
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得到了恰当
体现与热情讴歌，意趣情趣理趣得以和美共
生，相得益彰。在句段结构上，作者则深得宋
词元曲或三句或四句等句式灵活多样自然
交错的要旨妙道，长短错落有致，平仄抑扬
雅切，韵律和谐得体。如诗如画又朗朗上口
的歌词，以其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很能
打动人心，振奋人心。

三是曲调优美，演唱和美。王溢是当下
我国乐坛很具原创力很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近年，其众多作品风靡海内。他也是一位路
子宽广、风格多样、敏于并长于创新的音乐
家。其代表性歌曲《兄弟干杯》《幸福谣》等作
品充满男人的豪情与霸气。2016 年他继励
志单曲《梦想之旅》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后，
又大胆尝试，推出了伤感主打单曲《你让我
放手》。其艺术实践充分展示了他很强的创
作实力和内在的文化自信。这次与杨文国先
生合作的这首《紫薇花开香天下》，则比较集
中地体现了他努力将国风音乐与湖湘地方
音乐元素有机结合的积极探索。歌曲根据歌
词辞句凝炼典雅、句式长短结合的新国风特
点，将中华传统国乐旋律的正大端庄、当代
流行音乐的清新轻快、湖湘本土音乐热闹活
泼跳跃跳脱的曲风特点巧妙嫁接，显得十分
流畅优美，特别圆融和谐。

两位歌曲的演唱者都是邵阳本土走出
的当今国内歌坛新生代实力唱将。张映龙
曾是星光大道月冠军歌手，全国农民歌手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侗族歌手王馨是中央
电视台《寻找刘三姐》冠军歌手、中央民族
歌舞团青年歌唱演员。两人都长于民族唱
法。他们合唱的《天下邵阳红》《大家同唱一
首歌》等宣传邵阳的歌曲在本土传播广泛，
很具影响。这次两人再度合作演唱曲风与
以前作品有较大变化的《紫薇花开香天
下》，是挑战，更是重大的突破与胜利，堪称
又一次完美合作。作品中，张映龙的演唱雄
浑高远，深沉有力；王馨则歌声甜净，悠扬
婉转，柔美动听。两者配合默契，和谐得体，
歌声都很具穿透力，感染力。 两人的合作
刚柔并济，男声如洪钟大吕，具矫若游龙之
势；女声则如空谷幽兰，有翩若惊鸿之美。
从形象气质而言，也是帅哥靓女，表演成熟
稳健，动作收放自如，可谓强强联合，上佳
组合。他们的演唱把歌词的意境和意蕴演
绎诠释得生动饱满，激情充沛。这充满自信
自豪正能量的歌声，必将激发广大家乡听
众长久的共鸣，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视听
享受与精神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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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建设热潮
在大美邵阳豪迈激荡

——歌曲《紫薇花开香天下》赏析
张千山

一 直 以 来 ，儿 子 的 作 文 水
平总是让我忧心忡忡。每次他
的作文本发下来，上面总是布
满了老师红红的批注，批评他
的文笔生硬、内容空洞。看着那
些刺眼的红字，我心中五味杂
陈，不禁开始寻找提升儿子作
文水平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引导他学
会观察生活，获取灵感。一个周
末，我带着儿子去公园，指着一朵
花说：“你看这朵花，它的颜色是
怎样的？它的形状又如何？它在风
中摇曳的样子，给你什么样的感
觉？”儿子仔细观察后，开始用自
己的语言描述。我鼓励他把这些
细致的观察和内心的感受写下
来。渐渐地，他学会了在生活中捕
捉那些微小的美好，作文中也开
始出现了生动的细节。

第二个方法是告诉他多读
书，积累优美的词汇和句式。我
特意挑选了一系列适合他年龄
段读的书籍，既有经典的文学
作品，也有富有童趣的故事集。
每当他读完一本书，我都会和
他 一 起 讨 论 书 中 的 情 节 和 语

言，引导他体会不同作者的写
作风格和技巧。慢慢地，他的作
文中开始出现了更加丰富的词
汇和多变的句式，文章也变得
更加有层次感。

第三个方法是教他勤学苦
练，不断反思和修改。我鼓励儿子
多写，无论是日记还是随笔，都可
以成为他锤炼文笔的平台。每次
他写完一篇文章，我都会和他一
起仔细阅读，指出其中的优点和
不足，引导他思考如何改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的作
文水平逐渐提高。他的文字变得
更加生动形象，内容也丰富了许
多。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公园
春天景色的文章，文中细腻地描
绘了春风中的花香、阳光下的草
地和孩子们嬉戏的场景，让人仿
佛身临其境。老师把这篇文章在
班上当做范文朗读，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把这篇文章张贴在教室
后面的“学习园地”上。

有一次，儿子拿着作文本兴
奋地跑到我面前，展示他新写的
文章。我仔细地看起来。那些生动
的描写、流畅的叙述和独特的感

悟，都让我为他感到骄傲。而他也
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自信和成
长，逐渐发现了写作的乐趣和意
义。看着儿子在写作上的成长和
进步，我深知我付出的努力和汗
水都是值得的，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欣慰。

教儿子写作文的这段经历，
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的力量。作
为家长，我们不仅仅是孩子的引
导者，更是他们的支持者和陪伴
者。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需
要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去浇灌他
们的心灵花园，让他们在阳光和
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而当我
看到儿子的作文本上那些越来越
多的赞美和肯定时，我知道这就
是教育最美好的回报。

如今，儿子已参加工作，对写
作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我相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他会用文字书写出
更多精彩的文章。而我作为他的
父亲，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鼓
励他，陪伴他在写作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黄田，绥宁人，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

我 教 儿 子 写 作 文
黄 田

崀山揽胜 颜克明 摄

周乐国老师的《赤子师魂：平民
教育家周方先生传》（以下简称《赤
子师魂》），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周老师热情地将书惠寄于我，使
我得以一读为快。

这是一部凝聚作者深情与汗水
的著作。周老师是湘潭大学退休教
授，系周方的长孙。周老师广泛搜集
资料，并利用珍藏几十年的周方手
稿、书信、照片等，撰成这部30万字
的著作，向读者展现了其祖父周方
先生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以实现教
育救国理想的感人形象和崇高境
界。

周方，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
新化迎官桥（今新邵县迎光乡）一个
耕读世家，父亲周蓉轩做过宝庆濂
溪书院的山长。1979年3月1日，周
方病逝于北京。从青年时代起，周方
就向往光明，追求进步。1915 年他
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常与毛泽

东、蔡和森等热血青年聚集在湘江
之滨、岳麓山下，孜孜探寻救国救民
真理。1921 年，他创办民范女子职
业学校，开创湖南平民教育的先河；
1931 年，又创办枫林实验学校，躬
行开门办学思想。抗战期间，他将学
校内迁新化，并赴重庆开办枫林实
验班，受到周恩来两千银圆的嘉奖。
解放后，周方将长沙、新化的枫林、
民范等学校捐献给国家，后被聘为
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文史
研究馆馆员。周方晚年迁居北京，为
国家建设、祖国统一献计献策，并在
北京东城区自费兴办街道图书馆，
义务开办扫盲夜校，竭诚为市民奉
献余热。

《赤子师魂》共12章，从周方的
家乡风物和家世渊源写起，系统介
绍了他平凡而卓越的人生经历。全
书脉络清晰，史料丰富，叙述生动，
人物形象既个性鲜明，又生动鲜活。

武馆棍术表演、筹款办学、访问锡矿
山、与蔡和森一家四代交情等章节，
均娓娓道来，读来情趣盎然。

周方一生以教育救国为职志，
几次毁家兴学。他自称：“未尝一日
而不思以此‘救国’‘建国’也……自
从事教育，即不敢妄自菲薄，便以救
国建国，悬为理想企图。”《赤子师
魂》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周方“磨血”
办学的场景。在长期办学的基础上，
周方摸索出“三化”“四自”“五子”的
教育思想。“三化”即“以劳动化医游
惰，而造成健全的民族；以生产化医
消费，而造成丰乐的民生；以社会化
医自私自利，而造成普遍的民权”。

“四自”即严格要求学生做到“自治
治人，自立立人，自养养人，自卫卫
国”。“五子”即“训练学生具备纯洁
的脑子、强健的身子、万能的手膀
子、勤快的脚脖子、流利的嘴巴子”，
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教
育思想，曾被教育界名流陶行知、张
伯苓等人赞为“切实可行的新教
育”。

※学林漫录

赤 子 师 魂赤 子 师 魂
——记平民教育家周方

陈扬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