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6月，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升格为
省级学会。受李城外热情相邀，京城不少文化名家
担任了顾问，我幸为其中之一。翻看李城外的《向
阳轩诗稿》及续编，我们之间的友谊有不少见证，有
相当多的唱和之作。

2017春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首《春》：
“风住见青天，春来放纸鸢。闻香花几日，赏绿韵经
年。门对梅湖月，墨飞雪浪笺。飘然诗思至，适意
即为禅。”引来诗词界几十位朋友的唱和。

李城外很快就发来唱和的好诗 ：“四月正晴
天，空中见纸鸢。清风吹暖日，广场戏少年。景胜
花前月，情敌酒后笺。春心随我动，何必去参禅。”
他不但自己唱和，还引来咸宁的诗词大家一起唱
和。李云石《步韵和林阳老师<春>》：“柳线荡春
天，棉云暖睡鸢。巢疏兰未嫁，林密笋当年。客路
愁生锈，樵童汗染笺。轻舟悠碧水，龙井满壶禅。”
王亲贤《步林阳先生原韵，兼和云石、城外二兄》：

“向晚暮春天，云间展一鸢。盘旋经旷日，漂泊欲穷
年。惯作游丝舞，勤题染碧笺。何当还旧树，理翅
悟空禅。”此事一时成为美谈。后两位先生至今未
谋面，也是憾事。《诗词之友》将这些和诗全文刊载。

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成立20周年时，李城外写
了一首七律：“人逢六六精神爽，廿载春秋品苦辛。
多少名流寻旧址，一群赤子献丹心。晋升国保昭青
史，唱响咸宁奏雅音。干校钩沉无止境，向阳文脉
永相亲。”一时引来许多文化名人纷纷和诗。作为
曾经在向阳湖生活过的“向阳草”，我也奉命和诗：

“史海潮平波淼淼，钩沉片纸欲窥寻。千余名士齐
南楚，廿载同仁辨北音。远籍校雠生蝶羽，围湖稼
穑葆冰心。风云际会人才出，星斗文章一脉深。”

时隔不久，李城外又推出《向阳轩诗稿新编》，
分为《咸宁杂咏》《五七干校行吟》《城外之旅》《我的
港湾》《弦歌集》和《酬唱集》。他有贺诗记录：“杂
咏咸宁源肺腑，行吟干校慰心田。向阳苦旅还宏
愿，城外归途赴港湾。酬唱历来亲雅士，弦歌岂止
属名媛。千余存稿无穷乐，迈步从头永续篇。”我
亦有和诗祝贺：“行吟卅载钩沉探，文化达人共垦
田。白鹭翩翩千顷稻，炊烟袅袅几家湾。挥镰昔
日谁名士，酬唱而今有楚媛。若问识途唯老骥，望
君奋进续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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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咸宁的好友李城外又要出版新书了，嘱托
我作个跋。这是义不容辞，应当的，也是必须的。

第一次见到李城外，似乎是 2006 年前后的
事。那时我正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总编辑。他
带来了不少研究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资料，
希望我提供一些人民美术出版社老人的联系方
式。李城外是一位传奇人物，父亲林锴给过我李城
外供职的小报，我是从小报上知道他大名的，小报
上刊载着许多采访下放向阳湖老先生的文章。为
了满足李城外的需要，我向老干部处要了若干他需
要的电话，尽可能地给他提供信息。

李城外对我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利
用一切出差机会，到北京采访当年生活在湖北咸宁
干校的老人。有时，一天采访多人，晚上回去赶写
成专访。正是这一段近乎疯狂的采访、写作，使一
大批著名的作家、学者、专家让大家重新认识。从
他们口述的历史中，回望那段特殊的年代、特殊的
生活，有着深刻而又不同的解读。李城外正是以
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拉开了重读中国干校历史
的序幕，与此同时，李城外，走进京城文化界人们的
视野。

干校这段历史，许多年轻人已经完全不了解
了。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太遥远了。我曾给外甥女
讲过“五七干校”的一些故事，她似懂非懂，直到有
一天她去宁夏旅游，看到了“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
校博物馆”，她才恍然大悟，有所了解，她原以为“五
七干校”是“武器干校”。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
事，还是这样一件一件现实生动地发生着。

李城外最大的功绩，是让人们了解共和国一段
不可忘却的干校历史，从而让今天的人们回望历
史，获得启迪。

我曾对李城外讲，一辈子，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坚持不懈地做，就会成为一个行业的“祖师爷”。如
果不限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放眼全国，他就是全
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众所周知，全国研究知青
文化已成气候，而研究干校文化仍然远远不足！一
语成真，如今的李城外因捷足先登，已成为这一文
化领域的奠基者。他身为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兼职
教授和省委党校硕导，不仅在咸宁大专院校和中小
学开课，到省城武汉、到各地讲学，而且还作客国家
行政学院大讲堂、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和牛津大学。

全国共有1497所干校，研究干校这段历史，谁
也绕不开李城外。在他的策划下，咸宁市委党校率
先成立了“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其意义重大，
毋庸言说。李城外有诗记之：“一千四百九十七，干
校钩沉我第一。从此掀开新页码，胸装华夏一盘
棋。”2013 年5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国务院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城外还利用一切机
会寻访全国各地五七干校旧址，并受邀指导河南信
阳五七干校书籍的编纂和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陈
列馆等的展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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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止高山终不悔，诗家落笔万千言”
——李城外《向阳轩诗稿续编》跋

向阳湖，是上世纪60年代末湖北咸宁的地理标志。
当年，隶属文化部的6000名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学
者、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及家属来到湖北咸宁，围湖造
田，孕育出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地名——向阳湖。
文化部五七干校共26个连队，涵盖了中国文联、中国作
协、出版局、电影局、故宫、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单
位，还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
华书局、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

围绕“向阳湖”这个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地理标志，李城
外做足了功课，做足了文章。他先后创建向阳湖文化研究
会、向阳湖文化书院和向阳湖文化沙龙，创办全国唯一的
研究“干校文化”的报纸《向阳湖文化报》，编著《向阳湖文
化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向阳湖文化丛书》（武汉
出版社出版），还创办了五七干校资料收藏馆。原新闻出
版署署长宋木文曾撰文《抢救向阳湖文化的特定历史意
义》，高度评价李城外所做的工作（《新华文摘》2014年第23
期）。国家画报《人民画报》还推出了有关专辑，全国政协
委员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也曾为此鼓与呼。

李城外为“向阳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恐怕即使是李
城外自己也难以“如数家珍”。“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坐落
在湖北咸宁干校的中心地点“452高地”上，里面的展览馆
也倾注了李城外的许多心血。为了搞清楚文化部五七干
校的历史，李城外几乎以一己之力，耗费了大量精力，——
还原干校的建制，干校的来龙去脉。清晰的图片，讲述着
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

2008年，咸宁组织了一次“向阳情-咸宁缘”的活动，
请了几位原文化部五七干校的老同志，也请了几位当年随
父母去干校的子弟——“向阳花”，我也在其中。那是我
1972年离开干校后第一次回到向阳湖，一切都是那么熟
悉，又是那么陌生。

看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览馆中的介绍，才知道
当年向阳湖聚集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冰心、沈从文、冯
雪峰、张光年、周巍峙等等，都曾在这里生活。大量的图
片，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流连忘返。这些图片、文
字的搜集工作，难度显然相当大。我曾生活过的25连，也
聚集了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出版家。几十年后，我策划出
版了《童年的干校》，并写了三本《北总部胡同32号——人
民美术出版社的老艺术家们》（现已出版2本），其中曾在向
阳湖生活的就有邵宇、沃渣、邹雅、刘继卣、卢光照、秦岭云
等著名的艺术家。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也是我写作的最
大难点。

展览的末尾，有两张年轻人的照片，表现的是小五七
战士。一张是大名鼎鼎的影星陈宝国，另一张居然是我，
这个展览应当是李城外担任的总策划吧？

其实，在当年的“五七中学”中，走出了许多名人。我
的同学周月，做高仿真印刷，仿真故宫藏《千里江山图》，很
有特点。全国做高仿真的有几千家，我问他有何过人之
处，周月告诉我，他可以从故宫调出原图，比对制版、印刷
的差异；同学郝晓光，创新出版了世界竖版地图，打破了以
往大家的习惯思维框框；还有一位至今没有谋面的同桌张
长义，他参观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看了我的照片给
我打电话，我已经全然不记得这位同桌了，他笑着说，哪天
开直升机带我到鸟巢去拍照，原来他是中国大陆滑翔伞第
一人，开了一家飞行俱乐部。

李城外到北京采访了几百位当年在干校劳动的文化
界大佬，不经意间，让干校的子弟相互联系起来，开创了向
阳湖微信群，微信的力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其中也
有李城外的功劳。

那年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客人看到桂花三度开花，很
是惊奇，咸宁人同样激动。李城外写了一首诗，记录了我
们看到的奇景。他的七绝《参加“向阳情·咸宁缘——文化
名人看咸宁”活动》有云：“文化名流未了情，已别南鄂几十
春。桂花有意开三度，香气袭人最暖心。”其时我还不知道
他在写格律诗，更没有诗的沟通，但心有灵犀，我写下一首
《回咸宁五七干校有感（五）》：“数年梦里境，今日任缰循。
桂子三开蕊，残荷几盖鳞。老房迎老友，新竹拂新人。难
忘昔时事，少年得趣真。”同样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李城外胸怀天下，气度非凡，敢为人先，这些在他的诗
作中有所体现。

他在《<向阳湖文化丛书>出版感赋》中说：“七卷丛书
散墨香，披肝沥胆不寻常。一人负起千斤担，留与方家论
短长。”“一人负起千斤担”，豪迈之情之外，透露出他的困
苦艰辛。一个人忍辱负重，彳亍前行，走在无人开垦的布
满荆棘的道路上，且不知终点在何方，虽然也有朋友和领
导的支持，但周围也充满了怀疑、嘲笑。但李城外始终坚
信自己的信念和判断，坚信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先作出
成绩，任人评说。

一年后，他写下《五十岁生日自勉》；“天命难违如意至，
但凭小酒长精神。五七探秘今生恋，愿作中华第一人。”因为
有了“愿作中华第一人”的凌云壮志，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李
城外才赢得了今天“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的美誉。

李城外作过多年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又是一位充
满激情和正义感的诗人。他关心时政，敢于发表自己的观
点，针砭时弊，见识不凡，令人拍手称快。

他敬重鲁迅，并以鲁迅为题材写了多首诗词。他在《纪
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写到：“又诵名诗有的人，参生悟死
长精神。文章风骨皆学范，俯首横眉不丧魂。”有的人，指臧克
家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文章风骨”、“俯首横眉”是
他的追求。他在《访北京鲁迅故居》中写到：“老虎尾巴人向
往，身临其境我迷痴。一支秃笔清尘世，使命担当且效之。”

“一支秃笔”是表现鲁迅，“使命担当”则是李城外心底的呼声。
同样写鲁迅，李城外在《谒上海鲁迅先生墓有所思》中

写到：“大著何人比，峰高自不同。文革犹可训，神化损尊
容。”一方面表现对鲁迅的敬仰，一方面对媒体有神化鲁迅
的倾向给予批评，明确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还有一首《西江月·“五一六”有感》：“十载中华内乱，
九州日子艰难。狂飙席卷路曲弯，赫赫红头文件。 \ 论史谁
云探索？编书人为奇观。文革记忆忌风干，悲剧安能重演？”
李城外明确表明态度，文革不能重演。那年，咸宁市咸安区
到北京组织活动，许多当年的老干部参加，一些老干部当场
捐献了有文物价值的物品。我看见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位姓
邓的老干部手里存有一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许多事件、数据，
连我当年从北京到咸宁的粮食定量都记得一清二楚。里面
还有很珍贵的史料，记录了连里有三位“五一六”分子。这也
是我第一次看见文字记载。这三位我都有交往，其中两位我
还和他们谈起这段历史。我提议邓姓的老干部捐出这个笔
记本，他开始有些舍不得，但还是在掌声中捐出这个笔记本，
但愿在“向阳湖文化名人博物馆”开馆时再睹旧物。

“诗言志”，“言为心声”。李城外的诗直白，很少用隐
语，这是他诗的特点，也是他做人的追求。

李城外生活、成长于咸宁，在市直机关历任政研员、科
长、主任、秘书长、局长、书记、部长、校长、院长、馆长，按他
的资历，论他对咸宁文化的贡献，在仕途上被提拔重用，应
在情理之中。但他热爱文化、热爱文学，屡屡平调，与“升
迁”擦肩而过。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以为憾，反以为荣。他
有两首《生日抒怀》，也是他一生追求的写照：“曾游城外柳
含烟，回望心湖絮万千。一套丛书成筚路，六编诗稿入骚
坛。向阳天地随时住，干校风云伴我眠。儒冠何愁临界
点，码文砌字岁无边”；“新冠未染倍思甜，吾辈折腰五柳
前。应笑廿年挑重担，且讥七品靠边缘。不求官场青云
上，只望文途后裔延。帽子盈筐值几许，钟情莫过向阳
轩。”李城外以诗歌的形式，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一一展现。

李城外做干校文化研究，初始于对干校老干
部、老专家、老艺术家的采访，慢慢开始积累材料，
研究曾经发生在湖北咸宁大地的故事与事件。职
业的敏锐让他进而考虑将干校文化纳入国家层面
的研究，更进一步的是将全国的干校文化研究推
向全社会。这个过程是快乐的，同时也是痛苦的，
在无人走过的道路上，没有坚韧卓绝的信心和能
力，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今天，我们看到李城外在
干校文化上所取得的成绩，谁能想象他背后付出
的辛劳。在他成功的道路上，有献花，有掌声，更多
的让李城外难以忘怀的也许是荆棘遍布，也许是无
路可走，也许是筋疲力尽，也许是步入黑暗、黎明前
的绝望。

爱书、读书是李城外的精神支柱，是他成功的
重要条件。

李城外当年顶职接父亲的班，没有上全日制大
学，成为他的终身遗憾，他在许多诗作中都表达了
心声。他在《题李熟了中戏大门留照》中写到：“鲜
红毛体多潇洒，父梦儿圆苑绽花。何幸青春不自
满，更期早大赏奇葩。”其子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
中戏读博，并成为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这足以让
他欣慰。

更值得一提的是，爱书、读书，成为李城外一生
的习惯。他虽然只是毕业于电大，但读过的书远远
超过一般大学生、硕士、博士读过的书。他曾作为
湖北省电大学员的唯一代表出席国家开放大学校
庆，并被评为杰出校友。可以说，通过读书，提升了
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使他有远高于同代人的学识
与见解。

李城外爱书，爱到常人难以理解的状态，只要
他看到图书，就想方设法将其搬回自己的家。我也
是爱书之人，比起他，我连小巫都算不上。我单位
出版美术图书，多是大部头，分量重，但他来社里做
客，不论期刊、图书，只要点头可以拿走，不论多少，
来者不拒，打包快递回府。我曾参观他家的藏书，
数量之巨，超过一般的小图书馆。他曾说：“回首收
藏几近痴”，就是他藏书的写照。他曾有诗《闻获

“全国书香之家”感赋》：“藏书万卷常沉醉，香气袭
人潜入门。家在咸宁观世界，庭前花卉正撩人。”藏
书万卷应当不止，万卷已不是虚数，“家在咸宁观世
界”正是他的观世界，从书中了解世界，显示出他的
胸襟气度。我有一副非常喜爱的自作联：“诗文定
向悲欢拾，学识须从世界观。”与他的读书理念无疑
是遥相呼应的。

我在担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有多个提
案提到“全民阅读”，也有专门关于建立“国家阅读
节”的提案，像这类提案，全国政协的前辈们提了近
二十年。阅读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
关重要。李城外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他
大量阅读是分不开的。

李城外在《当选<藏书报>2015年“十大藏书人
物”感赋》写到：“无心插柳留春色，水到渠成金鼎
杯。小雅更添风雅兴，文思泉涌壮思飞。”正是这“无
心插柳”，开阔了他的眼界，“水到渠成”地成就了他
的研究干校文化的大事业。我不由得感慨，地域不
分大小，事在人为，作为地级市的咸宁，因为有了李
城外，才有了向阳湖文化和干校研究这道靓丽的风
景，才有了这一在全国乃至海外的著名城市名片。

把卷李城外的《向阳轩诗稿》，再读《向阳轩诗稿续编》，
感慨颇深，两本诗集，前者的时间跨度为1993年至2019年，
分为一至六编；后者则辑录了2020年至2022年的诗作，分
为七至九编，不但诗多，且分量更重，比起以前他擅长七绝，
后面创作的七律尤其多，厚重凝练，诗意更为精彩。2020年
8月，他在《<向阳轩诗稿>逾千首感赋》中说：“闲暇倍涨终能
望，拙作翻番应可期。”果然，如他所期，仅三年的时间，他又
创作了千余首诗词。

李城外的诗是直抒胸臆型的，字字与内容相关，从不拖
泥带水，很少用典，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他笔头勤，出手快，
可谓出口成章。如《向阳湖文化名人赞》（108首）和《东岳文
化名人赞》（36首），由衷敬仰，点评精到；他的《向阳湖纪事
诗》（57首）生动再现宏大历史文化场景，为历史存照，领风气
之先。

他在创作中又能雅言、俚语互用，生动活泼。其中尤以
七律中的雅言最多，联句亦十分精彩。 如在读《聂绀弩旧体
诗全编注解集评》中，李城外写到：“未愁炼狱耽奇句，敢笑含
冤铸美篇。”对仗严谨新颖；《重读王小波有作》中联句：“未见
逢人甜口笑，但凭竟日笔尖磨。”颇有聂绀弩的笔意和风范；
《送张士军先生之武汉》中的颔联和颈联：“天命未愁多岗转，
江城且赏数峰奇。边缘有空磨书艺，本色无求尚布衣。”宽对
恰当，表现得十分从容准确，写出了张士军调往武汉任湖北
省文联党组书记的状态，也写出自己恋恋不舍的心情。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领导就像那流水，换了一届又一届，而咸宁
干校文化就像那营盘，李城外坚守不动。又如“捡漏何辞新
与旧，贪心只为趣和情”，“风涛已远沿湖啸，流韵犹存入枕
眠”等等，对仗工整且诗意盎然。

在李城外创作的60首《疫期日志》中，俚语随处可见，似
打油且生动。比如描写疫情期间护士戴口罩的辛苦：“更有
美眉和尚脸，秒杀旧版木兰辞。”“美眉和尚脸”词语生动有
趣。写李文亮：“澄清勇士沉冤事，喝令昏官卷被窝。”“卷被
窝”，一词恐怕在几千年的诗词史上都罕见，笔法犀利，沉着
痛快，堪称一绝。还有“名宿微博诚苦口，羞煞套话万千条”、

“侠肝义胆驱邪气，网友天天转贴忙”、“非独环卫成风景，外
卖还加快递哥”等，亦让读者印象深刻。又如，他的咏怀诗
称：“云卷云舒乘兴览，花开花落等闲瞧”，“为官率意留棱角，
编著齐身不闪腰”。“等闲瞧”、“不闪腰”等词汇是当今常用的
鲜活的话语，入格律诗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

他在《成都会流沙河先生》中有云：“半生淋苦雨，诗品显
风流。重晤长怀想，成都瘦老头。”一番敬意通过近似俚语的

“成都瘦老头”，幽默地表达出来。
李城外的交游广，朋友多，尤其陪同不少海内外来访的

文化人，时留佳作，其中有我们共同的朋友和领导，在他的诗
中时有体现。如《陪同唐双宁先生考察向阳湖》有云：“职场
风采一时褪，书画田园正扩边。”轻松调侃，读之爽快；又如
《读周文彰先生<咏瀑布诗>》：“未达黄果如临境，已入庐山
更相知。”跨越时空，想象丰富，称得上神来之笔。

多年来，我一直想听听他讲课，那一定是情感互动交流
的高潮时刻。2013年，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李城外正巧
到国家行政学院讲课。那天，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做了一场

“关于书法源流”的讲座，做讲座时，看见李城外来捧场了。
也是那天，学院里贴着海报，晚上是李城外的关于干校历史
文化的讲座，我非常想去听，不巧，被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耽搁
了，没能去听他的讲座，成为我的遗憾。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字，该打住了。最后，还是以收入
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向阳轩诗稿》中我的贺诗作结吧：“向
阳花簇向阳轩，五七追寻问本源。仰止高山终不悔，诗家落
笔万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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