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百年之后，我的灵魂化作一朵云，飘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看着她变得更好更美。”

武大退休教授为咸宁写情书
图/文 记者 马丽

“我生不在此，死亦不会在此。但是，愿百年之后，我的灵
魂化作一朵云，飘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看着她变得更好更
美。”6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徐臻一大早乘高
铁来到咸宁，坦荡热烈地向来高铁站接他的人表达了自己对咸
宁的爱意。

同时，他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两本书——《红豆杉诔》《天岳
关祭》。他称这是自己写给咸宁的动人情书。其中最动人的情
书当属《红豆杉诔》。这本书得到国家林业总局重视，不久将到
崇阳召开研讨会，或将此书拍摄成电视剧。

当日，徐臻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咸宁的故事和创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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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在咸安区大幕乡桃花尖村一个红豆杉苗木培
育基地，徐臻一边观赏着红豆杉树，一边介绍，这个基
地是他在《红豆杉诔》杀青之时发现的。每每看到这个
基地，他内心就升腾起一种欣慰感：“曾遭受自然灾难、
人为盗伐的红豆杉获得新生了。”

在这片基地，徐臻向记者介绍他的另一本书《天岳
关祭》，书中描述了发生在通城大地上令人难忘的战斗
历史，表现了以黎云豹、葛隽逸为代表的英勇的通城人
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

《天岳关祭》是徐臻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
也是通城第一部反映抗战史的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应
该被铭记，英雄应当被缅怀，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
际，这本书是献给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卫国英烈们最
好的祭奠。”去年，徐臻向通城县捐赠100多册《天岳关
祭》。

“给历史作故事的笺注，给过去的岁月作新闻报道
式的补充。”在《天岳关祭》的后记中，记者看到这样一
句话。这句话，不仅是徐臻创作这本书的动机，还是他
为咸宁写书的动机。他通过书，将自己曾在咸宁22年
的生活、感悟记录下来，就是对“过去岁月”的祭奠。

徐臻说，退休之后，他有个梦想，就是为咸宁六县
市区各写一本书。如今，他已经写了四本，出版三本。
出版的三本为《红豆杉诔》《天岳关祭》《药姑山颂》，属
于“幕阜山系列小说”。

徐臻介绍，《药姑山颂》是因写《天岳关祭》意犹未
尽，今年8月刚刚完成的。《药姑山颂》延续表现了通城
人民的革命精神，以纪念“八二0”暴动九十周年。

徐臻表示，接下来他将写羊楼洞。写羊楼洞是他
心中“幕阜山系列小说”里的一部，一个梦。为了写好
这本书，他已收集了70多本资料，还因此练就了一身茶
道技艺。

“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咸宁这片山水的感恩、感
怀。”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用写书的方式，抒发自己对
一个城市的热爱，这种行为值得尊敬，这种行为也是这
座城市的骄傲。

徐臻老先生正在写着，我们静静地期待着……

C 近期打算，为县市区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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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4岁的徐臻是汉阳人。1965年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蒲圻师范任教。1969年，被集中到向阳
湖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了四年，后又调任咸宁师专（现
湖北科技学院）教授文学概论。

1983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文学理论的同
时，参加了第一届中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取得
电影课教师资格。1988年，调任武汉大学新闻系，讲
授《影视艺术概论》等课程。

在咸宁的20多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咸宁的
每一个角落。他翻越咸宁每一座山，感受咸宁山
水的美好；他走遍每一个村庄，听农人们讲民间故
事；他徒步从向阳湖走到嘉鱼，打动了心爱的姑娘
……

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在了日记里，也
刻在了记忆里，成为他如今创作的重要源泉。

有一天，他和一个学生从崇阳县桂花林场经过
时，发现了一棵古老的树，树干粗壮，高耸于林海

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棵树披红挂彩，旁边还建
庙祭祀。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棵树是红豆杉，但他知道这
棵树肯定是一棵“神树”，否则怎么会受到如此高的待
遇呢？这棵树因此被他记住。

多年之后，他知道那棵“神树”就是红豆杉。它是
我国的“国宝”，植物界的“大熊猫”。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而肆意砍伐、盗伐红豆杉，他
甚是心痛。

2010年春，徐臻参观桂花林场，查阅了林场的历
史，见到了年轻时候偶遇的那棵红豆杉，并了解了红
豆杉的培育及种植情况，于当年写成了电视剧本《青
春红豆杉》，打算拍摄成电视剧。只因机缘不巧，
2012年，徐臻大病一场，拍摄之事搁置下来。

“有些事，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徐臻说，正是
因为这场大病，让他更加关注红豆杉，也促使他完成
了小说《红豆杉诔》。

五十年前，在崇阳偶遇一棵红豆杉A

2012年，徐臻检查出来得了肠癌。两年时间内，
他遵照医嘱的同时，非常关注癌症方面的信息。他获
知，红豆杉树中可以提取紫杉醇治疗癌症；红豆杉树
24小时全天候释放氧气，是雾霾的天敌。

两年后，他的身体康复了。而他对红豆杉越来越
感兴趣。经考察，他发现，他奉献了22年青春岁月的
咸宁市是中华大地红豆杉树木的生长宝地。

咸安大幕乡桃花尖村有两棵紧挨着的红豆杉，一
公一母，有五百多岁了；那里遍山是新培育的红豆杉
树苗。崇阳天城镇桂花林场，有着树龄近三百年的红
豆杉。通城黄龙山宾馆附近新种植的红豆杉，有二十
余年的岁月……

“我明确了：应该钟爱一切森林、应该保护森林、
保护生态，让我们活在一个绿色健康的世界上。这里
包括向一切盗伐森林的罪行作斗争。”徐臻检视旧作
《青春红豆杉》，重新规划，花费3个月时间，写出长篇
小说《红豆杉诔》，以“诔文”表述红豆杉这一珍贵的树

木，在咸宁这块福地浴火重生了，凤凰涅槃了！
《红豆杉诔》借助红豆杉这一珍贵物种，以洪下

8.14武装斗争、通城8.20暴动等红色革命为背景，塑
造了以戴氏一家三代为代表的普通百姓为保护绿色、
保卫生态、美化家乡坚持奋斗、不吝付出的感人形象，
反映了崇阳的概貌，凸显了崇阳的生态、文化等优势。

它用横跨一百多年的时间，再现了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斗争，给人们的启示是：敬畏大自然的一切，热
爱有尊严的、向上崇真、善良勤奋的一切生命。这一
点对崇阳、对有着众多古树的国家森林城市咸宁而言
尤为可贵。

崇阳宣传部长王良永称，这本书是崇阳历史的教
科书，树立了生态发展的理念，这与该县着力推进开
放、生态、富裕、文明、幸福“五个崇阳”建设相一致。
书中故事主要发生地崇阳桂花林场也已获省联投集
团青睐，不久将开发成旅游胜地，为崇阳经济发展做
贡献。

五十年后，以小说《红豆杉诔》抒怀B

我市书法家覃修毅

赴意大利交流书法艺术
本报讯 记者李娉、通讯员李蒲松报道：7月31日，

由中国《书法报》社与意大利斐墨当代书法学会共同举
办的“中意书法交流论坛暨书法笔会”在意大利举行，我
市知名书法家覃修毅应邀出席活动并为意举办方挥毫
题赠“学无止境”墨宝。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增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扩大
《书法报》和中国书法的国际影响。

覃修毅供职于市国税局，系资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第四届湖北省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现为省青年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省书协行书专业委员、省书法院研究
员、楚天书法院特聘书法家，是我市在书法艺术领域创
作成绩最为突出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5次入选书法专
业“全国双大展”（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和全国书法篆
刻展），为全省之冠。是我市“全国双大展”的唯一入选
者、中国书协“当代名家系统工程”唯一入选者和“湖北
省十大青年书法家”唯一入选者，2013年被中国书协评
为书法进万家全国先进个人。

8 日，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村委会涂鸦文化大厅墙
面，该村的千年古桥、黄茶等特色元素成为涂鸦的内容，巧
妙串联画到厅顶和墙面。涂鸦由中国美院、湖北美术学院
进行绘画创作。县书法家协会免费用笔墨在墙面上写下

《坳上溯源》、《乡贤文化》、《村规民约》等内容。据了解，
涂鸦大厅占地160平方米，用于举办村里大型节会。

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向辉 摄

日前，由嘉鱼县85岁高龄的作协会
员郑绪斌所著长篇小说《清风传奇》，在
《今古传奇》年度全国优秀军事小说奖专
辑发表。

他的这个成就，一举创造了嘉鱼文
学史上 3个第一，即：嘉鱼作家中年龄
最大、发表杂志级别和规格最高、第一
个在省级纯文学杂志发表长篇小说。

近几年来，郑老创作长篇小说和电视
连续剧《清风传奇》、《南嘉来了李先念》、
《大岩山风云》等10多部，共计 500多万
字。

“我是文学路上的苦行僧！”硕果累累
的郑老说。

苦难中的文学修行

1932年10月5日，郑绪斌出生于嘉
鱼高铁岭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自幼便喜
爱“作文”。有一年下大雪，他突发灵感，
创作了一首儿歌《下雪了》，其中几行他至
今都记忆犹新：“北风吹起大雪飘/桃李树
枝变银条/座座山头戴孝头/条条江河增
源头/大麦小麦盖被头”！当时，私塾先生
夸他想象丰富，文笔流畅，从此经常布置
他写诗、作文。

12岁那年，有一个被称作三枪支队支
队长的杨劣绅，在村里胡作非为，当他发

现郑家有几亩田地，便以手枪被郑绪斌已
故一年多的二叔借走未还为由，逼郑家交
钱抵枪，并抓走郑绪斌。郑父申冤无门，
不得不卖田三斗抵债。郑绪斌异常气愤，
以笔为剑，写诗发泄心中仇恨：“一手遮天
黑良心/无事生非坑害人/我将苦练笔作
剑/劈开乌云见光明”。

黑暗的旧社会使郑绪斌从小就悟出
一个道理，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来与世间
的不平作斗争。1949年6月，17岁的郑
绪斌考上简易师范学校，他的文学才华顿
时如鱼得水，学校出校刊、举办文学兴趣
班、诗词比赛等活动，他总是一马当先，由
此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笔耕不止，一盏枯灯，经常伴他一个
人创作到深夜。郑绪斌夜以继日地创作
着，并用好友的名字，相继在《萌芽》、《湖
北日报》、《民间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作品。

任教期的创作“修炼”

1961年8月，郑绪斌被调到嘉鱼县高
铁公社长江学区任教，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基础上，他全身心投入创作。

他发现民兵表演的节目形式单一，剧
种少，便尝试着编写了一个八幕楚剧《三
亩田》，反映的是财主用假卖田约占去农

民三亩田，红军救出龙玉虎，最终在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过上了好日子的故
事。当时的汇演空前成功，受到县武装部
干部职工一致好评。

“堂堂嘉鱼县，人杰地灵，难道就出不
了几个作家？”多年来，郑绪斌不仅自己苦
心创作，还甘当人梯，不遗余力，扶持当地
文学新苗。高铁岭镇佐金山村有一个家
境贫寒的农村学生李雪梅，也是位文学爱
好者，尤其爱好创作小说和戏剧，他的一
篇描写农村变化的戏剧作品《山村夜色》
被郑绪斌发现，如获至宝，立即帮他字斟
句酌地改，最终在《湖北戏剧》上发表，这
是嘉鱼县农民的戏剧作品第一次发表在
省刊。

类似这样辅导作者的事例举不胜
举，通过他的文学扶持，有的成为了省、
市级作协会员，有的成为中央电视台的
编剧。

退休后的写作修为

1983年8月，郑绪斌退休了，“教育的
舞台虽已谢幕，文学殿堂的大门却刚打
开”。他决心与时间赛跑，全身心地投入
到文学创作中来。

1998年夏季，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
洪涝灾害，他被解放军指战员们大无畏的

抗洪抢险精神所感动，深入实地采风半个
多月，创作了长诗《解放军——中流砥
柱》。部队首长深受感动，召集数千军人
召开大会，请郑绪斌现场朗诵这首长诗，
并推荐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是他写
作生涯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2014年10月，郑绪斌患上前列腺癌，
可他仍坚持笔耕不止。有一次，他躺在病
床上边打吊针边写稿，药水打完了，回流
的血液充满了吊管却全然不觉。儿女们
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意欲夺下父亲的书
稿，可郑绪斌难过地说：“你们不要我写
作，还不如要我去死！”

也许是他对文学的虔诚热爱感动了
上苍，在医院医治了一年，郑绪斌的前列
腺癌竟奇迹般消失了！

老骥明知桑榆晚，不用扬鞭自奋
蹄。如今，年过八旬的郑老先后创作并
出版了《中华历史人物诗词》、《逃婚》、
《义门三兄弟》、《向阳风雨》、《南嘉来了
李先念》等10多部电视剧，其中有6部出
版发行。先后加入中华诗词学会、湖北
省作家协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诚哉斯言，郑
绪斌就是这样，以“苦行僧”的精神，“富
矿”猛掘者的干劲，“航标工”的坚定情怀，
为嘉鱼县的文学创作点亮一盏明灯。

文学路上的“苦行僧”
——记嘉鱼县老作家郑绪斌

通讯员 舒爱民 孙剑

（上接第一版）市政管理处启动三级防汛预案，全体
干部职工分别奔赴各处抢排积水；市交管等部门积极行
动，封闭部分积水路段，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市城管执法局
迅速组织防汛抢险突击队赶赴各积水路段，设置警示牌。

咸安区加密会商，区领导迅速赶赴各自防区查看指
导抢险救灾，组织人员力量紧急开展排涝排渍，提前转
移群众2700余人，并做好群众安置工作。

崇阳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各自所联系的乡镇、村指
导救灾，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技术人员对水库河堤、交
通桥梁、地质灾害防范点等加强防范、排险。

通城县12日20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县“四大
家”领导和水库包保县直单位迅速赶赴包保水库，加强
值守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并指导乡镇抗灾救灾。

其他县市区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把防汛战场当做两
学一做考场，确保老百姓生产生活安全，最大限度减少
财物等损失。

第一时间救援

8月13日，咸安区的一个村庄被大水淹没，积水深
达3米，一家七口人被困危楼中。危急关头，消防官兵紧
急奔赴现场，摸黑将这七口人救出。

消防官兵涉水救人的场面，屡屡在这场洪灾中出
现，感动了无数人。

20米宽的洪流中，一根绳索架起“生命通道”，崇阳
县消防中队消防官兵张正鹏攀绳抢渡过河固定绳索，往
返24次救出21人。因为他的壮举，群众亲切赞誉他为

“抢渡哥”。
我市全体消防官兵严阵以待，哪里有灾情，哪里就

有他们的身影。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些
可爱的消防官兵，始终坚守在抗洪抢险一线。

截止8月14日16时，市消防支队共接警情106起，
出动车辆160辆次，舟艇309艘次，官兵1153人次，营救
疏散被困人员2062人。

公安民警，也是一支重要救援力量。咸安区官埠派
出所民警，赶到旗鼓大道南玻公司附近地段，一遍又一遍
地走进齐胸深的积水中，将7名被困洪水中的群众救出。

咸宁市公安局抢险突击队员，前往咸安区桂花镇一
木材厂，将被洪水困在厂区内的两名群众救出。

全市公安机关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应急工作机制，全
力以赴投入防汛救灾，做到“洪水不撤公安就不撤”，最
大可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初步统计，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2160余人次，救
援车辆280余台次，冲锋舟90余艘次，开隐患排查、安全
转移、交通疏导等工作。

第一时间保障

据初步统计，截至14日13时，暴雨共导致我市57
个乡镇17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32.2万亩，倒塌房
屋74间，转移人口16508人，直接经济损失53927万元。

灾情发生后，我市积极主动应对灾情，全力保障受
灾群众生活，力争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根据受灾情况，咸安区设立向阳湖镇宝塔中学和马
桥镇高赛小学两个临时集中灾民安置点，紧急调拨发放
救灾资金和物资，切实解决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将灾区群众生活安排工
作摆到首要位置，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房
住、有病得到及时医治。

在咸安区马桥镇高赛小学安置点内，37名受灾群众
安置在此。区民政局送来了50床棉被，镇里自备了2000
份方便面，2000瓶水，镇卫生院派来6名医护人员。

各地加强应急值守，认真排查各类险情，切实强化
人员转移和避险，特别是落实好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
重点群体的看护和转移工作，不漏一户一人，确保群众
安全。同时，配齐配强救灾人员队伍，及时对库存救灾
物资进行清点和补充，做好应急保障准备。

全市民政部门派出42个工作专班深入重灾乡镇走
村串户，开展查灾核灾，建好灾情台账，为下一步救助工
作提供准确详实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