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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个规律性现象，每当时代发生重大

转折和变革，文学这个精灵则闪亮登场，充当记

录时代、反映事件、表现人物的角色。攸县作家

旷荣积从军从政从商之人生经历，历时四年写

作，凝结其阅历和智慧的——长篇小说《风云》

应运而生。

《风云》以其宏大的视野、细腻的笔触，描述

宾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用讲故事的

方式，全方位勾勒了社会生态，特别是“资本放

贷、圈子文化、负债建设、权利角力”等问题。从

此角度讲，《风云》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力作。

全书以宾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经，

以建设“中等发达城市”目标下发生的故事为

纬，商界、政界、社会，众多人物在这里登台亮

相，人世风情在这里淋漓演绎，人物命运在这里

颠簸嬗变，家国情怀在这里耀眼生辉。

《风云》的史学意义表现在，全书对改革开

放这段历史，作出了生动、形象、真实、贴切的描

述。在作者的笔下，有一个个鲜活、启迪人的故

事，这些故事折射出当下社会发生的巨变，这种

变化能够激起人们内心的涟漪。

文学如何直面现实，表现时代生活，表现人

物的内心世界，是文学创作中的难题。《风云》直

面社会变革中的人物命运转折和物欲社会中人

的精神异动。作者未回避现实，大胆直面人物内

心世界，使得作品越过了事物的表象，揭示了人

性本质。

小说虚构的市委书记曾峰，为实现政治理

想，不惜走政治险棋，推动南城区开发建设，触

犯了中央兴建楼堂馆所禁令，受到党政纪严重

警告处分。龙之同样是个勤政的地方官员，他作

过贡献却居功自傲，热衷于圈子文化，最终身败

名裂。其警示意义在，无论做官还是做人，必须

谦虚谨慎；否则就会在“温水煮青蛙”效应中，迷

失方向、葬送未来。

《风云》塑造的边西卯州“胡润榜”首富廖

芮，以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著称，全书围绕他与

关锐的吞并与反吞并的股权之争，对政法两界

的阴暗面进行了周详描述。廖芮利用关锐深陷

资金危机，大肆高利放贷，蚕食远泰水泥实业及

干法水泥项目，引爆了与关锐的股权大战，遭到

关锐、桂平的强势抵制，解除了廖芮主导的承包

经营合同，扭转了企业亏损困局。没想到，廖芮

不惜动用政治力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成立

省级专案组查办关锐、桂平黑社会犯罪案。没想

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关锐向公安部、国家银监

局，举报廖芮高利转贷、非法集资、信用诈骗等

犯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

廖芮被绳之以法。廖芮的警示意义在，法律是红

线是禁区，不容任何人践踏。

《风云》一号主人公关锐，与老谋深算的廖

芮、为虎作伥的方宾、横行东江法坛的杨桄进行

了殊死斗争，作者不避周详，浓墨重彩地进行了

生动细腻而又惊心动魄的描绘，读来让人时而

快慰、时而叹息，时而高兴、时而愤怒，揭示了邪

不压正、光明必胜、正义必胜的主题，使小说给

人以希望以鼓舞，这是作品最让人感动的亮色。

最近认真细读了《守土集》才知道，陈

文潭先生出道较早，二十岁开始接触文艺

评论，一开始是从事诗歌评论，后来慢慢

涉足其他的文学门类，乃至琴棋书画，兴

趣广泛。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以株洲本

土文艺作者的作品为主，也关注株洲以外

的文艺名家，《守土集》寓意守望本土文

艺，收录了他从事文艺评论工作 30 余年

的 90 余篇评论，由著名作家聂鑫森老师

作序，知名报人莫鹤群写跋，全书共分五

辑，书中提到和涉及两三百名作者，既有

高度，又有深度。读完后掩卷沉思，头脑里

主要有以下印象。

谦逊恭敬的治学态度

俗话说，文如其人。《守土集》处处令

我感受到了作者谦逊恭敬的治学态度。读

聂鑫森小说集《贤人图》，他说：“几十年

来，他‘首重道德修持’，博览群书，涉足围

棋、书画、篆刻，待人热忱，笔耕不辍；及至

近年、宝刀不老，温润如玉，呈敦厚长者、

儒雅文人风范。”在省作协举办的万宁小

说研讨会上发言时，他认为“万宁的小说

往往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着笔点。她的创

作历程也是能够给予年轻作者以启示的。

她具有写作天赋，但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

会，她对文学创作持之以恒地坚守，是其

能够达到今日成就更重要的原因。”评价

姜贻斌中篇小说《月光》时，他说：“小说对

人物的刻画、对时代氛围的描摹、对方言

俚语的运用，均是亮点，值得称道。”

对名家如此，对新人亦是如此。如对

株洲青年网络诗人踏浪诗集《浪尖上的舞

蹈》高度评价：“我想直白地说，年轻的诗

人就是浪尖上的舞蹈，诗途中的行者。她

‘舞’，舞得自我、忘情；她‘行’，行得执着、

无悔。”对另一个年轻的诗人刘波，当有人

质疑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时，他又为其

辩解，就连单位年逾八旬的门卫董好邨送

来一本自己的诗稿，他都认真看认真写评

论，对老人家高度肯定，认为他“为人谦

和、生活简朴、工作负责”。对三年级的小

朋友作文，他也热情撰文，加以鼓励。书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比皆是。

高度概括的评论手法

我们以《“炎帝文艺奖”获奖作品印

象》为例。诗歌部分，评价刘克胤的诗，他

这样表述：“枯树也好，牛也罢，诗人实际

上写出了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和

边缘感。诗人的心是热的，而眼光是‘冷’
的，这冷热之间的反差造就了作品的冷峻
之美，增添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散文部
分，他以熊罗生的散文为例，认为“熊罗生
以独到的笔触，文情并茂，史实相生，今昔
融合，通篇散发着‘谜一般的诱惑，梦一般
的幽怨，愁一般的酸楚’，可谓底蕴十足”。

点到即止的善意提醒

文艺批评不是一味地唱赞歌，陈文潭
显然深谙此理。只是出于对作者自尊心小
心翼翼的维护，他的批评往往是“点到即
止的善意提醒”。合上书，心里满满的感
动，硬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我觉得文章

篇幅过于短小，但每个人的写作习惯和风

格也不一样，短小未必是坏事，何况报纸

因为篇幅所限，多发千字文。正如聂鑫森

老师在序言里所说：“文潭的评论，很少高

头大章，大多短小、精致，见思想、见性灵，

特别是一些具有诗意和哲理的关键性评

析，耐读而让人颖悟。”

《守 土 集》几 乎 是 陈 文 潭 先 生 三 十

年笔耕的一个汇总和缩影，结集出版不

过是表明他“守土”的责任与足迹。正所

谓 ：“ 三 十 功 名 尘 与 土 ，八 千 里 路 云 和

月。”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做一件事，采风

调研、座谈探讨、红色团建、跨界联手，

把株洲评协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人生有

几个三十年哪！我以为，这恰好充分体

现了他的文艺担当。

抢劫类的电影要拍出新意不容易，在看

《临时劫案》之前，我一直避免被剧透，但总无

意中刷到预告中郭富城的“大龅牙”形象，这跟

他本人过去的一切角色形象都不同，很有特

点，特别叫人好奇。

这个电影讲郭富城饰演的“龅牙”悍匪梅

蓝天因为意外遇到另外两个跟他一样倒霉窘

迫的中年“衰男”，临时邀请他们与自己一起抢

劫的故事。一般的劫案电影就算抢劫过程出现

问题，也顶多是安排点儿枪战和飞车打斗的

戏，但这部电影里，更多表现的是那些意外、巧

合与不巧，那种精巧的构思与冲突特别出其不

意，剧情看似简单，但剧情环环相扣，剧本其实

非常难写。因为意外一发生就不可收拾，各种

横生枝节，夹杂着无厘头、巧合、荒诞、愚蠢、幽

默、讽刺、悲情……各种风格掺杂在一块，不同

于以往港片，但荒诞不经中又有港片的血性和

精气神在里面。

人会因为一个错去撒谎，因为这个谎要再

撒一个谎，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失控了。整

个电影心酸又讽刺，搞笑又伤感，很考验演员

的演技。

郭富城饰演的“龅牙悍匪”看上去像个憨

厚大傻子，其实性格变态，神经质又冷血，一边

杀人不眨眼，一边像个极有礼貌素质的人一样

喜欢说“谢谢”。这种人灵魂很有层次感，他变

得如此扭曲，是确实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悲剧和

不幸，儿子被雷劈死，妻子被人侮辱打伤，他的

处境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他个人的经历是一

条主线。同时他因为一场意外，认识了出租车

司机阿怂（林家栋饰演）和他的朋友慕容辉（任

贤齐饰演），他们三个临时组成了一个团伙，两

个中年窝囊废，一个已变成狠人的窝囊废，决

定去抢劫。阿怂和他朋友其实并不很想去，但

是也没有办法。在车上他们开始了一些谈话，

同时相互间有了一些了解，甚至产生了一点共

鸣和友谊，到这个地方“龅牙”是有一点感动

的，对另外两人也有了同情与信任，他的内心

深处还是有一些温暖的，只是他受过的伤害太

大，已经不相信这个世界了。

“龅牙”这个人的性格很复杂，他是一个好

丈夫、好爸爸，同时又是一个狠心冷血的人，这

些矛盾的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有一定的悲情色

彩。郭富城不算天赋型的演员，没能特别无痕

迹地将一个角色复杂的性格和命运立体地呈

现出来，但演出了这个劫匪的怪诞与神经质，

那种受了刺激后的不太正常，那双眼睛里面的

愚蠢鲁莽。但是角色本身苟延残喘的悲凉，那

种想做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不得的无奈与辛酸，

就呈现得稍差一些。三个主演在一块对戏的时

候，也感觉并不特别自然和有气场，像在各演

各的。

“龅牙”最后自然是没有抢到钱，还搭上了

一条命，也就是说，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

成，拼了命也没能换来好生活，又豁出性命去

犯罪，一步错步步错，直到人生被毁灭，最后怎

么都是个死。我等凡人看来，皆不胜唏嘘。他最

后奄奄一息时仍用力拖着那袋钱，想拖回家交

给妻子，给她想要的好生活，但最终死在路上。

这是人性，人是有一种侥幸心理的，但最终要

为犯罪付出了代价。

电影的结尾很不错，有一种浓烈的悲情，

我认为悲情是一部电影里面很具有艺术性的

元素，如果能够将悲情很好地展现出来，电影

的灵魂就出来了，就不是一个僵硬的作品。电

影中的悲情是电影对人性与命运绝佳的环境

渲染，是电影与观看者所产生的一种连接与共

鸣。并不是一个人表现出伤感或流泪的表情就

叫悲情，是整个周遭环境、人的境况、人的神情

共同塑造的一种氛围，在这种悲情的氛围中，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什么叫命运，什么叫活着，

会为那些悲剧之人产生同情。在这儿我们看到

一个人曾怎样经历巨变与痛苦，怎样变得冷

漠，变得心如死灰或不正常，怎样为普通的生

活付出一切，然后就像蝼蚁一样死去。这个主

题就非常具体，而且充满感情与深意。

看完芒果台的音乐综艺节

目《声生不息家年华》后，竟然有

依 依 不 舍 的 感 觉 。在 这 档 节 目

里，太多金曲余音绕梁。印象最

深的是金曲盛典夜那期，随着节

目组给出演歌手安排的一个个

奖项颁出，让人欲罢不能。一个

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办到最后竟

有了年度音乐盛典的感觉。

作为一个生活中不能少了

音乐的人，我从《声生不息港乐

季》追到了《宝岛季》，又从《家年

华》的第一期追到了最后一期。

在这档节目中，我看到了很多喜

爱的歌手，听到了许多好听的歌

曲 ，专 业 歌 手 们 诚 意 满 满 地 演

唱，真是“声入我心”。

在被音乐深深打动的同时，

歌手们演唱之外的感言或表白，

也让我无比动容。

比如赵雷的《成都》，像说话

一般娓娓道来，听着听着，就有

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到玉林

路的小酒馆坐一坐的冲动。韩红

和黄妈（黄绮珊）都是歌坛顶尖

高手，她俩演唱的《成都》，竟然

把我唱哭了。

韩红 9 岁之前随父母在成都

居住，后来父亲过世，母亲改嫁，

年幼的她只能只身前往北京，投

奔奶奶。刚到奶奶家，小小的韩

红就放下行李，拿起扫把，抢着

帮奶奶干活，无依无靠的她只想

证明给奶奶看，她不会成为奶奶

的负担，会好好读书好好做人。

这段特殊的成长经历，成就了现

在热心公益的韩红。她在舞台上

哽咽着唱完了这首歌，身后的屏

幕上映着她心底的独白，“而我

对成都的思念，也永远地留在了

那老旧的站台上。”

真性情的黄妈泪点很低，想

哭就哭，想笑也毫无顾忌地咧嘴

大笑。她相较从前清瘦了许多，

但妆容精致，状态很好，显得比

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当年刚出道

的她，曾在成都的酒吧里驻唱，

也是在那里，她狠狠地爱过，也

被狠狠地伤过。时间是最好的良

药，如今的她说：“好在这些往

事，在玉林路的小酒馆里，过了

三巡，就烟消云散了。”作为公众

人 物 ，她 有 着 常 人 所 没 有 的 勇

气，直面感情的挫折，直面没有

孩子的遗憾，也直面观众对她外

貌 的 指 指 点 点 ，非 常 率 真 与 豁

达。

还有永远沉稳的陈楚生，是

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喜欢他清澈

的声音直击心底，喜欢他不惜背

负天价赔偿，也要维护自己的爱

情。十几年过去，他爱情甜蜜，家

庭 美 满 。实 力 不 允 许 他 永 远 低

调，他再次快乐就业，归来仍是

少年，真是可喜可贺。《家年华》

节目组给他颁发的是音乐品质奖，他说他很喜欢

品质这个词，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和追

求。也正因为这两个字，他再次出道，就成了《披

荆斩棘的哥哥》里的 X-Leader，也有了《胡广生》

《凄美地》《词不达意》等一首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周深有着被天使吻过的独特嗓音。他在《声

生不息家年华》的舞台一次次突破，终获创新突

破奖。让我意外的是，他说他其实没想过要创新，

只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很多演出的机会，他只好不

断挑战自己，慢慢才有了越来越多的舞台和空

间，也发现了更多的可能。

作为《声生不息家年华》的扛鼎歌手、中国流

行乐坛的顶级男歌手，孙楠的获奖感言，让我看

到了时光给予一名公众人物的成长。

孙楠上世纪 90 年代就出道，已获奖无数。正

因为曾经一次次登顶荣誉的高峰，所以心中时常

充满可能从山顶掉下来的恐惧。《声生不息家年

华》是档竞演类的音乐节目，孙楠说，当节目组找

他时，他曾一度犹豫，犹豫背后就是对失败的恐

惧，这也是他当年参加湖南卫视音综节目《歌手》

中途退出的原因。后来，他看到那英在《声生不息

宝岛季》玩得很嗨，再加上小女儿的鼓励，他才同

意上节目。

正如胡彦斌所说，孙楠佛系了。孙楠也坦言，

现在的自己，只要观众愿意听，他就愿意唱，不论

舞台有多大，哪怕在路边也可以。云淡风轻的孙

楠，我好喜欢。

正如韩红所说，音乐是有灵魂的，打动人心

的，永远是人和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声生

不息》系列音综节目，让故事乘着音乐的翅膀，飞

向永恒。

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沟通信息、表达

情感的工具。从两汉到魏晋以来，已经成

为固定的文体。它除了叙述家庭琐事外，

也记载了时代的社会风云、历史事件，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科技高速

发达的今天，提起家书，年轻一代似乎感

到有点陌生，在他们眼中，似乎有点“另

类”。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中

的一封信，改变了两个儿子的一生的命

运，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至今，《曾国藩家

书》在教育子女成才方面还具有十分重要

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教育孩子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自己动手的能力。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

后，他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说：余家后

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若沾染富贵

气息，则难忘有成（《曾国藩家书》）。因为

世家子弟容易有一种先天性的优越感，他

们的平台往往都很高，对人容易颐指气

使。所以曾国藩要求儿子们在家中不要摆

少爷架子，要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甚至

要锄草、拾粪，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这

些观点在今天不算新奇，但在晚清那个时

代，在大官的家庭，能让孩子做这样的事，

是十分罕见的。

曾国藩教育孩子的第二个重点就是

培养孩子办实事的本领。让他们在实践当

中去历练，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曾

国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安徽出差。

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在北京的

十二岁儿子曾纪泽写信，交代曾纪泽找人

借五百两银子，用于他和母亲等人从北京

返回湖南的路费。信中还交代他处理北京

住房、家具、书籍等所有的家务事。很难想

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办这么多的事，

可见在此之前，小小的曾纪泽就经常帮助

父亲处理日常相关家务，在管理、治理事

务方面显示出超人的天赋。

曾国藩教育孩子的第三个重点就是

从小就要尊重人。曾国藩在另外一封家

书中交代曾纪泽，经常请左邻右舍吃饭、

吃酒，称呼上一定要尊重。成为两江总督

后，曾国藩又让曾纪泽管理整个总督府，

帮助曾国藩处理具体事务，这对曾纪泽

的成长又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人们常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出生于富贵之家

的曾纪泽，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管理家庭

的重担，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政成功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曾国藩教育孩子的第四个重点就是

学业有专攻。曾国藩有两个儿子：曾纪泽、

曾纪鸿。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育、悉心培养

下，这两个儿子都成长为社会杰出人才。

长子曾纪泽取得了清朝历史上唯一一次

外交胜利。清朝，俄国占领了我国新疆伊

犁，并且强行霸占伊犁周围七万平方千米

的土地。曾纪泽“但凭口舌巩山河”，为中

国要回了伊犁周围一大块土地。这是鸦片

战争之后，清政府唯一一次外交胜利。而

曾纪鸿则成了晚清著名的数学家，他把圆

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一百位，这在当时的

世界数学界，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咸丰

八年（1858年），曾国藩给他的两个儿子写

了一封家书，希望两个儿子能弥补他一生

中的三个遗憾：第一个遗憾是不懂天文学

和数学；第二个是做事缺乏恒心，很多事

有始无终；第三个是书法上写字太慢，没

有自成一家。你们两个一定要替我雪此三

耻。这封家书对曾纪泽、曾纪鸿两兄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封家书，让他的

二儿子曾纪鸿决定要研究数学，后来成了

著名的数学家。可在晚清当时，人们认为

最光荣的事只有一个：就是当官。这封家

书，对长子曾纪泽的影响最大。曾纪泽做

事非常有恒心，硬是凭着一本英语字典，

居然把英语学通了，后来成为著名的外交

家。这都是曾国藩对儿子严格要求、教育

的结果。《曾文正公家书》的一封信改变了

两个儿子的命运。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常常在

不经意间忽略了许多生命中更重要的东

西，如家书交流。情感、信念、意志等这些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需要父母静下

心来跟孩子们、家人们慢慢分享。《曾国藩

家书》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一点点感悟。人

的一生很短暂，拿起笔来，写下记录饱含

深情的文字，必将历久弥香，成为我们一

个家庭永久的宝藏。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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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教子
张盘龙

书评
守土必有责 文艺好担当

——读陈文潭的《守土集》有感
段淑芳

长篇小说《风云》的
警世意义

彭新富

错误的代价与悲情
——看《临时劫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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