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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小说创作现状与繁荣之思考（下）
□ 彭定旺 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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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先生与长江大学的石油教育情缘之一

会合江汉——和石油战士谈心
□ 李建明

67.xx声 xx神
这是全国各地方言中都没有的荆沙一带的特殊的副

词。在双声叠韵之后，加上一个“声”字，用在得字后面，强
调神态或神情。在专家的著述中，认定是声字，但是，仔细
分辨读音，有时候是声字，有时候是神字。例如：

气得吼吼声、忙得溅溅声、跑得栽栽神、走得蹿蹿神、
喘喘声、冷得忴忴神、冷得嗪嗪声（存疑）、哭得噎噎声、冻
得筛筛神、走的噔噔声、蹬蹬神、蹦得呁呁声、蹦得骏骏神

（存疑）。
68.黢黑 乌黢抹黑
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69.一抹黑
漆黑一片。引申为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抹黑。
70.罗连 糯黏
非常絮叨，一句话、一件事，反复纠缠。令人生厌。例

如：你尽说么事呢？罗连不罗连？！
71.裹裹粘粘
话说不清楚，表述没有逻辑，还特别喜欢说个没完。

有时候形容某件事、某种关系，不清不楚。
72.一抹糊
看不清楚。混乱或昏暗，例如：两眼一抹糊。
73.顺善 纯便
顺，读作 chun。孩子很听话，很乖，性格好，安静；不

顽皮。
74.神牵儿 潮神
很调皮，胆子大，鬼点子多，不安分的孩子或大人。指

大人时，贬义。
75.倒邪魅 倒血霉
倒，遭到，遇到。倒邪魅，遇到鬼了。倒血霉，损失惨

重，血本无归。
76.高猾 高猾下家
又聪明又狡猾的人。下家，可能从打麻将来。这里旧

时这个人，这家伙。
77.好佬 好佬角色
狠角色。
78.溜肩膀 不承担子 不承肩
不担担子的人。承，此地读作shen。
79.忽死人不抵命 糊死人不抵命
很会忽悠、糊弄。
80.溜溜滑滑
世故圆滑。遇事先跑路。

荆沙方言⑥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长江大学前身之一的江汉石油学
院，自1950年代建校以来，一直重视在
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根据形
势发展的需要，适时组织专题教育，同
时长期坚持开展“学石油、爱石油、献
身石油”的主题教育活动。

1983 年 5 月，石油院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在江汉石油学院召开，石油
工业部及江汉石油学院热情邀请魏巍
先生莅临指导，当时魏巍先生领导的 7
人写作组刚刚完成 60万字的《聂荣臻
回忆录》，正准备启程到聂荣臻元帅的
故乡四川省江津县收集资料，这次魏
巍先生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携同
夫人刘秋华女士、秘书赵延章先生（作
家，《聂荣臻回忆录》7 人写作组成员之
一、反特小说《第二方案》作者）等，与
当年的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师生、石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代表、石油部
相关领导会合于江汉。

一到古城荆州，魏巍先生不顾旅
途劳累，忙着听汇报，找老校友座谈，
与大学生见面，接受新闻媒体访谈，在

石油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
告，给江汉石油学院师生作报告，与师
生、会议代表、工作人员合影等，日程
安排得十分紧凑。

荆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的古城，一部 120 回的《三国演义》，
有 72 回提到荆州、江陵。魏巍先生
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荆州古城以及国
内著名的三国古战场之一的当阳长
坂坡古战场，再去宜昌考察。时任江
汉石油学院副院长宗有葆先生、校办
主任李文珍先生（原江汉石油地质学
校 副 校 长）、江汉石油学院勘探系副
主任王铁冠先生（北京石油地质学校
1953 级校友，200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 院 士）、石油部纪检组长王善庆先
生（学 校 前 身 、原“ 五 七 ”油 田 三 分 部
教 导 营 营 长）等石油部有关领导、魏
巍先生的随行人员以及学校会议服
务人员周开荣师傅等，一同参加考察
当阳古战场并在“长阪雄风”碑前合
影留念。

1983年 5月 18日，魏巍先生为石
油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代表作了题
为《班门弄斧杂谈》的报告。报告的
开头，把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称为
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专家，对广大的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给予积极的鼓励与
肯定：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学问。它
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或者
说，它是把科学和艺术融为一体的这
么一门科学。同志们常说：‘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是艺术；晓
之以理就是科学。它既是艺术又是科
学，搞好这门工作的人当然就是做思
想政治工作的专家。”

魏巍先生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
和作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要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等三个方面，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做
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报告。

5 月 20 日，魏巍先生为江汉石油
学院师生员工做了一场大型《与石
油战士谈心》主题报告会，本人有幸
参加这次会议，聆听了魏巍先生的
教诲。

魏巍先生首先回顾28年前为江汉
石油学院前身——北京石油地质学校
第一批毕业同学送行的往事，以及与
之结下的深厚友谊。在报告中，他有
针对性地谈了5个问题：到石油学院是
不是“路走对了，门进错了”；好儿女志
在四方，何必“死守长江一线”；论“道
德和精神多少钱一斤”；论“马克思能
当饭吃吗”；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

报告快结束时，魏巍先生说：“最
后我为石油战士写了几句话，也算是
石油战士之歌吧。”

“安身石油战线，报效祖国母亲。
走遍海角天涯，为石油献我青春！”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魏巍

先生接着说：
“1955 年，我为石油战士们送行

之后，曾写过一首小诗，写了就放在
那儿，也没发表。大家一鼓掌，我就把
这首念了就算了，题目就是《我骑着
红马》”。

现 场 掌 声 雷 动 ，欢 呼 声 此 起 彼
伏。魏巍高声朗读道：

我骑着红马飞到新疆，我听见满
山 遍 野 都 在 歌 唱 。 看 山 外 并 不 见 一
个人影，也不见一个牧羊姑娘。莫非
这是大戈壁的风沙，可风沙声哪有这
样响亮？原来呵，这声音来自地下，是
石 油 卷 起 了 汹 涌 波 浪 ！ 仔 细 听 这 声
音，我吃了一惊，它们的情绪不很正常
…… 它 喊 道 ：你 们 都 翻 身 得 到 解 放 ，
为什么我就不能看看太阳？嘿嘿，看
来是原因只有一个，祖国还有懒孩子
懒 惰 的 姑 娘 。 我 忙 说 ：石 油“ 老 兄 ”，
请你煞煞怒气，你这种提法值得考虑
……它叫道：嗬！你不要把我当傻瓜
来 诓 。 他 们 是 害 怕 戈 壁 滩 上 的 风
霜！我也发怒了！我说：你不要把我
们 的 年 轻 人 冤 枉 ！ 看 那 边 是 谁 迈 着
嗵嗵的脚步。他们啊，已来自祖国的
四面八方！

魏巍先生《与石油战士谈心》报告
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是一堂
深刻而又生动的理想前途教育课，一
场深刻的思想洗礼课，影响着我们几
代石油人。

文艺对谈③

宾阳楼原名“寅宾楼”，俗称东门楼，始建于明代，清咸
丰十一年（1861年）重建。1987年 8月，由国家文物保护科
研所设计修复完善，同年正式向中外游客开放。楼台高9.5
米，宽12.65米，长34米，采用大木框架结构，气势宏伟，造
型别致，保持了明代建筑风格，“宾阳楼”由赵朴初题。楼
内有刘备、张飞、关羽、诸葛亮、赵子龙的仿铜塑像。楼外
立周仓等三国武士的仿真彩塑。楼下城门名寅宾门，俗称
大东门，是迎接朝廷来使和宾客的城门，因此门楼壮观，瓮
城也最大。

题江陵古迹
□ 启功

江陵从古号雄州，
骏足危樯据上游。
楚子北朝隳旧业，
孙郎西顾有深谋。
人歌白雪今传节，
史纪朱申昔驻游。
但祝安澜天堑阔，
彩云白帝下飞舟。

鱼评：
此诗探寻江陵古韵，以史为鉴，寄意遥深。首联描绘

江陵之雄伟，颔联追思楚子、孙郎旧事，颈联以白雪、朱申
之典，抒古今变迁。尾联则祈愿江山安澜，国泰民安。

全诗古意盎然，笔力雄健，实乃佳作。彩笔凌云，白
帝飞舟，尽显诗人之胸襟与情怀。 （老鱼）

老鱼：荆州本 土 小 说 创 作 在 面 对
数字化、网络化和新媒体等科技变革
时 ，应 如 何 调 整 其 创 作 、传 播 和 接 受
方式？

彭定旺：数字化、网络化和新媒体
不仅改变了传播速度和渠道，也改变
了作品生产方式和阅读群体。有了AI
人工智能，写作不再是停辛贮苦的活
儿，也不再是神秘高深的事了，只要有
表达欲望的人都可找到自己的“文学”
方式，找到网络发表渠道和自己的读
者群体。而所谓的主流文学期刊除了
赠送给固定读者（比如作协会员）外，
几乎没有普通订户，而这样的刊物却
又有海量来稿，你如通过自然投稿，而
被看中的可能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小说创作者，
其一，要掂量自己的写作能力和传播
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
挤不上刊物，网络也有很好的纯文学
平台，同样体面、雅致而有尊严；其二，
要走出象牙塔，抓住紧贴时代的题材，
如扶贫攻坚、自主创业、特殊人群（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行业（工艺
大师、非遗传人等）等，或者挖掘历史，
找寻祖宗遗留的文化财富，不遗余力
多调查多采访，收集素材查找资料。
总之要躬下身段深入生活，才可能写
出好作品。

长篇小说《花鼓》的作者蒋彩虹通
过多次采访，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创
作时间达十年之久，被纳入省作协的
扶持项目后，最终才得以出版，这种创
作精神是值得荆州小说家们学习和追
求的。

无论你是什么形式的创作，首先
要定目标、立志向、下功夫，写出过硬
的作品。对于传播和接受方式不必
事先考虑，就如鸭子还没打下来，就
在想是烧着吃还是烤着吃，那就本末
倒置了。

AI写作日趋完美，在大数据面前，
作家的创作总会带着人类思维的缺
憾，正是这种缺憾之美才使得文学永
远不会被智能取代，所以我相信文学
不会消失。

老鱼：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荆州

本土小说有可能形成哪些新的流派或
风格？其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将如何
演变？

彭定旺：在当下，文学绝对是“80
后”“90后”的天下，“50后”逐渐消失，

“60后”作为不倒翁常青树的，我看也
没有几人。没有人能够雄霸天下，在
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能留下令后人崇
敬的人和作品不会太多。就本省来
看，“80后”“90后”作家令人看好的，如
宜昌的宋离人、马南，黄冈的废斯人，
武汉的倪江、俞之之等等，他们的作品
除了成熟饱满外，在叙事上或多或少
都带一些先锋意识和现代主义元素。
荆州本土的八零后九零后作家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关注，或者说走得还不够
突出。初见端倪的张春莹是他们中的
佼佼者，已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在
作品数量上还要乘势而上，站稳脚根。

无论如何，在未来文学发展中一
定会形成非传统的叙事风格，荆州概
莫能外。至于流派，如果没有某一地
域，某一层级的高能作家带来轰动的
社会效应而形成特有现象和风尚，是
很难形成流派的。

追求世界本源、社会真相、人性本
质是作家们一贯的创作理念；追求文
学本质和艺术表达，体现文学价值是
作家们的艺术追求，作品要有生命力，
万变不离其宗。

老鱼：对于荆州本土小说的批评
和研究，现有的文学评论体系和学术
资源是否充分？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
行拓展和深化？

彭定旺：对荆州本土小说的批评
和研究，目前仅限于序跋和读后感之
类的文章，还谈不上批评和研究的理
论层次。即使是这样的理论写作者都
很少。一方面写作者中大部分人缺少
文学理论写作的专门素养，二是文学
爱好者都是以原创为发端，而不会把
理论写作作为起点，三是缺少理论平
台和研究气氛。

就目前资源来说，一是《荆州日
报》“书香荆州”栏目，应该是相对专业
的平台，我在这个栏目就发表过不少
的文学评论；二是新书发布和作品研

讨会，对文学批评和评论起到了很好
的交流作用；三是由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办的《荆州文艺观察》公众号，专
门发表文学理论文章，营造了批评的
理论氛围，对提高作家们的文学鉴赏
能力和评论水平起到了些微作用。除
此外，还有长江大学文学院这个重要
的资源，虽然他们对我们本土文学时
有帮助，但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今后可以考虑由长江大学争取
“荆州本土作家研究”的课题立项，成
立工作室，或是由长江大学把“荆州本
土作家研究”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的选
题；再就是鼓励本土“理论家”对荆州
小说作脉络上的梳理、对重点作家作
跟踪研究、对重点作品作精深剖析。

老鱼：您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什
么样的评价和期待？

彭定旺：我是个追求文学趣味的
人，自认为在语言味道、叙述方式、文本
内涵上有一定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受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我的小说
中有很多荒诞元素和先锋意识，比如
《千脚泥》《到街上去》《内奸》《断耳》《杳
行日记》《家宏来信》等篇，都有一些对
传统必然的“解构”，对现实语境的消
解和颠覆；《黑狗点》《肥皂手枪》在现
实场景里用荒诞、夸张抽离出特立独
行的人物，先锋而又不失却本土化。
在本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本人创作了
当代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小说《陈抱
帖别传》《楚老师的狗事》《老枪》等篇，
还有描写以荆沙本土为历史背景，以

“姜道明”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油菜
花黄》《二爷的飞机》《追逃记》《奔突
记》等，以上作品在《芳草》《作品》《文学
界》《湖南文学》《红岩》《安徽文学》等杂
志上发表后，收到了不错的反映。

在几十年的业余小说创作中，自
己觉得越来越通透了，以发表为目的的
功利心在困顿中变得越来越淡漠，但文
学情结挥之不去，写作和阅读仍旧是日
常行为和习惯。在未来的计划中，我想
把已经写成的近十万字的“姜道明”系
列整合成一个长篇。但愿和荆州本土
小说家们一道走出藩篱，突破瓶颈，为
荆州小说的繁荣共造辉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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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拾遗

魏巍先生（前中）与会议工作人员合影。

魏巍（前排右二）与随同考察人员在长坂坡合影。

开 栏 语

即日起，本版推出全新栏目——“诗画
荆州”。

在方寸之间，我们将致力于编织出一幅
幅生动而深邃的荆州画卷，让历史的痕迹、
人文的气息与自然之美在光影间交织，诗意
盎然。

“诗画荆州”栏目，旨在以独特的艺术视
角捕捉荆楚大地的绝代风华，以镜头记录荆
州古城墙的雄浑、长江之水的浩渺、纪南城遗
址的沧桑、章华寺塔的静穆以及其他众多名
胜古迹与美丽风光的瞬间。每期栏目将以一
幅精心挑选的风景建筑摄影作品为引，配以
详尽的历史背景与景观介绍，引领您步入那
幅生动的画面之中。

我们还将邀请现当代诗人与作家，为每
一处景观创作一首诗歌，以此赋予画面更深
邃的灵魂。同时，将从美学、历史、人文等多
个维度对作品进行点评，帮助读者在欣赏美
图的同时，理解荆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
价值。

让我们一起，在“诗画荆州”的世界里，
穿越时空，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岁月流转与
文化底蕴，共同见证并传承这份属于荆州、
属于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敬请期待每期的
精彩呈现，共同书写这本未完的“诗画荆州”
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