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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曹晓彤 杨纯

近 百 年 来 ，洞 庭 湖 周 边 被 占 洲 、围 垦 、造

田，被迫接受大量的各类污水，作为“洞庭之心”

的大通湖，也未免厄运。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

大通湖水质有了根本性好转。2019年，大通湖水

质摘掉了劣Ⅴ类帽子；2020年，大通湖实现Ⅳ类

水质目标，其中 6 月、12 月达到Ⅲ类；2021 年 10

月，大通湖国控断面水质监测为Ⅲ类水质。

如今，大通湖水草茂盛、鱼类繁多、万鸟翔

集。短短几年，这个大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

变化？这本《洞庭之心——大通湖水环境修复

报告》，能够带我们找到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践行

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到安吉县余村考察，以充满前瞻性的战略眼

光，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

这一重要理念已经走向全国，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

识和行动。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推动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8 年，

在湖北武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并于同年在湖南岳阳，殷殷嘱

托要“守护好一江碧水”。

为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湖南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数次来到洞庭，来到“洞

庭之心”大通湖，研讨、研制大通湖水环境修复

方案，把“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政治责任落到实

处，彰显湖南人民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同样，益阳方面迅

疾、严密、科学地制定相关方案，拿出过硬措

施。于是，一场以大通湖区委、区政府为主要实

施者，全市生态、农水等系统参与，大通湖区周

边县市配合的“大湖水环境修复行动”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

在 这 场 艰 难 、深 刻 而 又 不 无 宏 伟 的 行 动

中，有从上到下党组织的责任担当，有一位位

党员干部的辛苦付出，更有十万大通湖儿女的

理解、配合、付出及奉献。为了还“大湖”一泓碧

水所做的一切，时代将会铭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生命体验

湖南山有魂、水有灵、人有情、文有脉。为

生动展示湖南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指示精神，广大作家深

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场，放眼新时代，寓情山

水间。

2021 年到 2022 年，作家高汉武四下洞庭，

去拜访大通湖的“老湖子”们，听他们讲大湖的

前世今生；去约见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水吃水如

今离船上岸的渔民，聆听他们的不舍、伤痛及

牺牲；去把酒相敬顶着烈日在湖上种植水草的

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读他们心的鲜红、

脸的黝黑；也访问了这些年来一心倾注在大通

湖上的各级政府领导、各个部门官员，听他们

讲述一路的艰辛和不易……

通过访问 40 多位参与这场水环境治理行

动的当事人，作者得到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

用生动细致的文笔，记录了自 2016 年以来，历

届湖南省委、省政府以“退养、截污、疏浚、活水、

增绿”十字为指导方针，对大通湖水环境修复的

全过程。全书文字灵动流畅、人物刻画栩栩如

生，同时又颇具思想深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本

书就是一幅大通湖画卷，是新时代的大通湖史。

关于人与自然的深度探讨

高汉武认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不是对自

然的表层临摹，而是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所

谓“相看两不厌”。

人与自然从来都是相互依靠，而又相互对

峙的，时而握手言和，时而分道扬镳。如果说，人

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水的历史，那么，人与水之

间的这场“进退”与“角力”，早已演绎千年。

在自然面前，人到底应该站在哪里？生存

是人类的刚需，自然亦有它自己的法则。要保

护还是要发展，这不是一个单选题。任何过分

强调自然至上而忽视人类发展需求的论断必

将在现实中难以存续，就像文中所引用的那

样：“创建天人合一的幸福家园，具体到大通

湖，就是既不否定过去，又要正视现实，以诚

心、初心修复与水的关系，与水站在同一方，重

获农垦人及他们的后代们与水的和谐，与水共

生、共享。”

现在，与大湖和谐共处的人们享受着幸福

与安宁。他们在湖上荡舟行船，在东岸绿色长

廊、十里水乡花海带悠游小憩，山清水美的湖

区也吸引了无数慕名前来的游客。一切曾在昨

天远去，一切又在今日回来。大通湖人把“湖”

还给“湖”，把“水”还给“水”，就这样，实现了幸

福的持续。

当“绿水青山”成为国家的宏大叙事，广袤

的神州大地，从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到巍然绵

延的祁连山脉，从沃野千里的东北平原到草木

葳蕤的热带雨林……一幅幅美丽中国的图画，

铺陈在青山绿水间。大通湖上，“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巨幅标语高高挺立，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它们是千年大通湖的一道美丽的“新风

景”。

（《洞庭之心——大通湖水环境修复报告》，

高汉武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段华

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张步真新

著《江湖之远》，是一部为汨罗江和洞

庭湖寻根铸魂的力作。

自从范仲淹在邓州跨越时空凭

岳阳楼仰天一啸，岳阳就成为历代以

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的灵魂栖息地，

也成为当代有识有为有担当者的精

神加油站。而且，忧乐情怀、忧患意

识，在湖湘大地尤其是岳阳版图上，

传承有序，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屈

原，续于“凭轩涕泗流”的杜甫，集大

成于心忧天下的范仲淹，而继往开来

者有左宗棠等众多仁人志士、社会精

英。

张步真先生煌煌大作以“江湖之

远”冠名，将忧乐情怀主要发源地岳

阳历史上先贤鸿儒、迁客骚人的豪华

阵容从容展示。全书贯穿的是忧国忧

民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凸显了作者所

代表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

想与文化担当。

张步真先生在超过半个世纪的

时光里，用脚步和心灵丈量湘东北的

历史经纬和时代标高。深沉的汨罗江

赋予了张步真深沉的记忆，巍峨的连

云山见证了张步真的追花夺蜜，他推

出了《满足》《老猎人的梦》《魂系青

山》《朱二升请客》等一系列力作。

汨罗江是世间少有的源东流西

的河流。出生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

张步真经过大山的熏陶和名江的洗

礼，随着工作岗位的调动来到长江洞

庭交汇的巴陵古郡开放之都。在大江

大湖、名楼名岛，张步真的精神世界

更为充盈博大。

张步真发现舟楫之便给岳阳带

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除了魂归汨水

的两缕伟大诗魂外，一大批怀经天纬

地之才的文学巨匠，以漂泊者的姿态

乘 舟 而 来 ，在 岳 阳 楼 上 挥 洒 天 下 情

怀，在洞庭湖上抒发凌云壮志。他们

大多怀才不遇却壮心不已，遭遇流放

贬谪仍然心忧天下。他们惨遭厄运，

流寓湖湘，不是投亲，就是投水，一边

挥毫，一边挥泪。张步真用独特的视

角审视云集慷慨悲歌之士的这方水

土，他看到了洞庭湖上一场千年不辍

永不谢幕的忧乐情怀大合唱，忧患精

神的大接力。他认为：“湖湘之魂”在

这场千年接力赛中最终形成。

张步真透过《离骚》《九歌》《登岳

阳楼》《岳阳楼记》等瑰丽斑斓的文

字，看到了历代先贤先哲忍受着身心

的煎熬，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在八

百里洞庭的清风碧波上翩然起舞，在

四面湖山万家灯火前耿耿怀忧。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屈原，目睹家国危亡，

惊闻郢都失陷，有心报国，无力回天，

于是选择了另一种飞翔，在汨罗江上

悲壮一跃，伸出双臂拥抱了永恒。长

期受忧乐情怀熏陶的洞庭赤子左宗

棠 ，以 屡 试 不 第 入 赘 他 乡 的 尴 尬 出

身，历尽劫波，成功逆袭，以抬棺入疆

的弥天之勇和浩然正气，收复天山南

北广袤国土，用湖湘赤子心忧天下的

使命担当，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张步真怀着崇高的使命感透过

历史烟云进行现场探觅，用上下求索

的精神研究列传、正传、外传，抽丝剥

茧，沙里淘金。不少彪炳史册的历史人

物在他笔下焕发出新的光泽，而刘璈、

吴獬、苏舆、徐君宝妻等一些尘封在岁

月深处的本土精英，经过张步真苦心

孤诣的田野调查，潜心重塑，使之精神

抖擞、仪态万方地走进中国文学和历

史的人物画廊。

张步真怀着对汨罗江和洞庭湖

的无限敬仰，对舜帝及其二妃、范蠡、

屈原、杜甫、李白、柳宗元、范仲淹、徐

君宝妻、左宗棠等的无限敬畏，寻访

其邈远而真切的足迹，再现其抽象而

具体的形象，重塑其仿真而写意的英

姿，抒发其浓烈而深沉的悲苦忧乐，

测量其进亦忧退亦忧的精神标高。

开卷满目斑竹蓝芷、凛然正气，

掩卷满耳九歌回荡、楚声绕梁。读着

读着，我似乎读到了一位文学湘军的

宿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沿着汨罗江边

洞庭湖畔辛勤跋涉的勇毅足迹，读到

了一颗关注民生凉热忧乐天下的不

已壮心。

（《江湖之远》，张步真著，人民

出版社出版）

成新平

久居衡阳，彭玉麟的名字如雷贯耳：“清

代四大中兴名臣之一”“著名水师统帅”“中

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彭玉麟的故事耳

熟能详：他出生于湖南衡阳县渣江镇，终生

倾慕梅花，“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

一生”；他一生忠君爱国，“不要官，不要钱，

不 要 命 ”，嫉 恶 如 仇 ，刚 直 不 阿 ；他 年 近 古

稀，督师广东，整顿海防，调兵遣将，取得击

败法国侵略军的“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

捷”……

这些零散的、浅层次、碎片式的资料留

存在我的记忆里，使我对彭玉麟产生了一种

深深的敬仰。作为一个衡阳人，为拥有彭玉

麟这样的杰出人物感到骄傲和自豪。

近日，彭万熙先生编著的《直心梅骨彭

玉麟》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捧读半

月有余，感受良多。该书对彭玉麟进行了客

观、系统、生动的描述，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

故事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没有

传奇人生的跌宕起伏，甚至不少文字好像是

“组合”成篇的，但伴随这 20 多万朴实跳动

的文字，彭玉麟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伟岸、

丰满、鲜活。

彭万熙先生不惜笔墨，浓墨重彩，从“玉

麟风骨、玉麟勋业、玉麟学脉、玉麟交游、玉

麟诗联、玉麟书信、玉麟家风、玉麟年谱”等 8

个侧面，来展示彭玉麟的成长轨迹、道德情

操、人生追求、为民情怀和治军治家思想、江

防海防经验、刚直清廉品格、文化艺术成就

等，对其人格风骨、独特气质、君子交游、家

书诗联均有涉及，为我们全面系统研究彭

玉麟，推介宣传彭玉麟，讲好彭玉麟故事，

弘扬彭玉麟精神，推动衡阳经济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增强衡阳人的文化自信，提供了

翔实珍贵的史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

现实意义。

《直心梅骨彭玉麟》一书，以辩证的思

维、纪实的笔法、朴实的文字，向读者呈现

了彭玉麟少年立志求学、中年立志报国、晚

年著书立说等精彩故事，特别是以彭玉麟

为圆心，以他的活动时空为半径，向广大读

者展示了中国晚清时期政府的腐败无能，

在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

头，一批有血性、有良知、有思想的中国人

为救亡求存不懈努力，“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群雄逐鹿、奔走呼号、血

染沙场、英雄辈出，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

千。书中还对彭玉麟的诗联、书信、年谱，原

汁原味进行了摘录，让读者深深领略到儒

家风范、寒士精神、梅花风骨中所蕴含的独

特韵味。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明显不足，比如对

彭玉麟“梅花风骨”形成的铺垫，对他“刚直

不阿”个性的过于张扬，对他“血染征袍”场

面的渲染，对他“勤苦力学”家训的诠释，包

括一些文字的修饰，还显得不够精美，有待

作者进一步修正与完善。

总之，《直心梅骨彭玉麟》一书构思独

到、史料翔实、文字朴实、内涵丰富，因厚重

而鲜活，因深刻而生动，因真实而精彩，不失

为一部颇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读本。

（《直心梅骨彭玉麟》，彭万熙编著，天津

古籍出版社出版）

马珂

重读文学经典，又一次被现代作家、革

命烈士郁达夫的名作《迟桂花》深深感染。小

说将美丽聪慧、芳龄 28 岁的女主人公莲儿

誉为迟开的桂花，赋予她纯洁忠贞、暗自留

香的人格魅力，表达出郁达夫对自然与美好

的向往及仰慕。民国时期生活动荡、民不聊

生，而作者笔下的迟桂花却清新自然，充分

展现出作者乐观的革命情怀，给读者传递了

积极向上的力量，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多

桂木”的记载。因其枝繁叶茂、花香浓郁，加

之低调内敛、暗送芬芳的崇高品德，被赋予

美好、吉祥、奉献与忠贞的寓意。在古代，中

榜登科被称作“摘桂”，获得殊荣被誉为夺得

“桂冠”，桂花还被大臣们作为供奉给皇帝的

贡品，以示忠诚。

我的童年时光是随爷爷奶奶在小山村

里度过的。屋前的草地上，生长着一棵高大

的桂树，夏日洒落阴凉，秋日风送暗香。深秋

的阳光恬静温馨，奶奶总爱在早餐后带着小

板凳邀我一起去桂花盛开的那片草地晒太

阳。可桂花的芳香留不住好动的我，奶奶就

给我讲好听的故事。

伴随天气的日渐变凉，屋前草坪里的桂

花开始零落。奶奶就在树的四周铺上干净床

单，让一粒粒小米般大的黄色桂花落在上

面，然后收集起来晒干，撒上红糖腌制在玻

璃罐中。喝粥或饮茶的时候，放入一勺，满口

都是香甜的味道。

因了童年 的 美 好 经 历 ，桂 花 成 为 我 人

生 中 难 忘 的 记 忆 。大 学 毕 业 在 外 地 生 活 ，

每 到 十 月 都 会 抽 空 带 上 茶 水 和 零 食 秋 游

赏 桂 。回 湖 南 工 作 后 ，于 业 余 时 间 去 暗 香

浓郁的桂园边走边做深呼吸，是我晚秋时

节最热衷的一项户外活动。离单位不远的

湖 南 烈 士 公 园 ，是 秋 日 赏 桂 的 绝 佳 场 所 。

围绕烈士陵园的近 4000 株桂树，中秋过后

就陆续开花，像绿色海洋中泛起的一簇簇

金色波浪。

我国古代文学典籍中，以桂花为题材的

诗词歌赋数不胜数。西汉文豪刘歆、司马相

如等，都分别在流传千古的名作《西京杂记》

《上林赋》中对桂花大加赞赏。文学空前繁荣

的唐宋时代，名家大咖纷纷加入歌咏桂花的

行列，刘长卿、刘禹锡、李白、杨万里等，均泼

墨挥毫，留下了一首首歌咏桂花的千古绝

唱。仅宋代诗人杨万里，就留下了 106 首描

写桂花的诗词。最广为人知的要数他的《咏

桂》：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

吹得满山开。

桂花的品格也影响到当代国民。女性

中，以桂花为名者数以万计。有资料显示，全

国名叫“刘桂花”的女性共计 31961 人，而在

桂花之都浙江杭州，名叫“桂花”者达 2118

人，其中“陈桂花”有 358 人。

杭州是最早将桂花作为市花的省会城

市。1983 年 7 月，经杭州市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决定，将桂花确定为杭州市花。

次年 9 月 25 日，安徽合肥市人大常委会也表

决通过，决定广玉兰、桂花和石榴花为合肥

市市花。在我国，将桂花作为市花的还有咸

宁、苏州、桂林、信阳、南阳、马鞍山等近二十

座城市。

文献记载，桂花于明代末期（日本江户

时代）东渡扶桑。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桂树又经广州传入印度和英国，并在英

国得以广泛栽种。之后还传入法国、荷兰及

印度尼西亚等国。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国家

以及东南亚各国，大多已拥有桂花，并以地

中海沿岸国家生长的桂花最为繁茂壮观。

桂花之所以获得古今中外世人的喜爱，

关键在于美得低调、美得无私、美得纯洁，给

人留下了美好印象。

《像草木虫鱼一样生活》
朱光潜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本书的主题是：生命本该如此，一个人

要怎样生活才能自由自在，才能真正地享

受到生命的恬静与安然？与生灵万物一样，

接纳生命给予的一切馈赠，此身，此地，此

时，就是自己。学会领略美，提升自己的人

生趣味，顺着本性去生活。

全书选取了美学大师朱光潜的代表作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美书简》

《谈修养》《西方艺术史》等，进行了合理选

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了作者对于

人生、修养、艺术的态度和观点。思辨的治

学理念、美学的启蒙教育融于一体，引导青

年读者勤于思考，热爱生活，提高修养，发

现美的存在。

《中国百年诗歌选》
谢冕 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谢冕

先生编选的近现代诗歌选本，囊括了自 19世

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末的近五百首诗歌，收

录诗人众多，作品宏富，较为清晰地展现了

中国百余年诗歌的发展轨迹和面貌。

和其他选本相比，本书的显著特色是采

取了新旧诗混编的体例，给一向被忽略的近

现代旧体诗以一席之地。其用意在于强调二

者不可割离的历史关系，使读者注意到其间

复杂的传承与裂变，从新旧辉映中得到中

国百余年诗歌发展的较完整印象。

这本书，是美丽中国的缩影
——评《洞庭之心——大通湖水环境修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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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一部颇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读本
——读《直心梅骨彭玉麟》一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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