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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重庆市举行的第

二届知青杯文化文艺健身会上，

来自北京、广东、江苏、浙江、湖

北、湖 南、四 川、陕 西、上 海、天

津、香港等地区的 800 多名老知

青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互动。作

为 湖 南 知 青 代 表 ，邵 阳 知 青 文

学作家龙国武不远千里自费与

会 ，并 给 各 省 的 知 青 友 人 带 去

了 3 套 共 7 本 由 他 参 与 编 写 的

知 青 文 集 ，其 中 包 括 全 国 性 知

青 群 体 纪 实 文 集《中 国 知 青 纪

念文集》。

“知青”是一段历史的代名词

一间几平方米的破旧传达

室内，临窗架着一张旧书桌，桌

上摆满了各色书籍，倚墙立着一

个 门 已 经 松 动 的 旧 木 柜 ，柜 门

小 心 地 上 着 锁 ，一 张 窄 得 无 法

翻 身 的 小 床 放 在 角 落 里 ，铺 放

在 床 上 的 棉 被 显 然 历 史 已 久 。

风不停地从并不严实的门窗缝

隙钻进来。就是在这样一间简

陋的小房间里，龙国武 14 年如

一日，亲手编写出了 3 套 7 本知

青文集。

“再困难也要出书，知青文

学是民族的财富。”个子不高的

龙国武身上有着一股上世纪六

七 十 年 代 人 的 理 想 主 义 精 神 。

回忆起那段知青岁月，龙国武百

感交集。1968 年冬天，初中毕业

生龙国武在邵阳市绥宁县白玉

公社插队。10 年知青生涯，他过

得 非 常 艰 难 ，白 天 要 劳 动 挣 工

分，晚上孤身住在牛棚。尽管身

患肺结核，经常咯血，但龙国武

仍坚持完成自己分内的劳动任

务。龙国武向记者坦言，生活上

的苦没什么，当时最让他难以忍

受的是精神寂寞。对知识的渴

望和对群体生活的向往让当时

正值热血青年的他煎熬难耐，唯

一 能 给 他 些 许 慰 藉 的 就 是 书

本。10 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学，甘

愿冒着被抓去批斗的危险向其

他知青借书，一次，他意外地得

到一部《法国作家评传》，让他大

开眼界。

“这些书和经历影响了我的

一生，没有它们我就出不了知青

文集。”回忆往昔，龙国武感慨不

已，“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历史

有 着 特 殊 的 贡 献 ，在 国 家 困 难

时，知青们积极响应号召，到最

艰 苦 的 地 方 去 ，主 动 为 国 家 分

忧。在我心里，‘知青’是一个崇

高的名词。正是因为那段知青

岁月的积淀，回到邵阳市后，我

才能动笔写出这些事。”

看准了的事不能等，只能干

当那场“接受再教育”的运

动尘埃落定后，龙国武于 1978 年

知青大返城时回到邵阳，被安排

在市塑料厂担任保卫工作。文

章因时而著，有了创作条件的龙

国武开始考虑为那一代人共同

的记忆做些有意义的事。10 年

的知青岁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

不竭源泉，他将那段特殊时代中

的爱恨情仇全部化作感人的文

字，点滴记录在他的作品里。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龙国武

以知青生活为题材陆续在地方

及中央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数

十篇。1998 年，他的散文《没齿

难忘战友情》与梁晓声、叶辛、张

抗抗等知名作家的文章一起被

收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

出版的《知青老照片》一书中。

龙国武的文学之路越走越

宽。他发现，虽然很多个人和单

位都声称要编写反映中国知青

那一代的文学作品，但除了零散

的、不全面的作品偶见出版外，

大多数的计划都胎死腹中。

“看准了的事不能等，只能

干！有条件要干，没条件，那就

创造条件干！”当时的龙国武生

活 条 件 并 不 好 ，他 和 爱 人 都 在

塑 料 厂 上 班 ，一 起 供 养 两 个 正

在 上 学 的 女 儿 ，而 且 当 时 龙 国

武的工作也从保卫科科长被调

整为普通保安，以 50 多岁的年

龄开始每天三班倒的生活。尽

管条件很艰苦，但龙国武依然以

“湖南骡子”的倔劲开始编写知

青文集。

自 1999 年编写邵阳知青回

忆录系列开始，他参与编写了关

于邵阳、湖南和全国知青的 3 套

共 7 本文集，共计 800 余万字。其

中，耗时 3 年才得以完成的《我们

这一辈：中国知青纪念文集》堪

称知青文学的里程碑。当时他

想请作家梁晓声为其作序，寄去

了四大本书稿。梁晓声在看完

书稿后，被深深地感动了，给龙

国武的回信中说“顿时觉得手中

的书稿对我产生一种一言难尽

的亲和力”，以致他毫不犹豫地

为其作了题为《中国知青——城

市知青与农村之间的纽带情怀》

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上山

下 乡 不 是 一 般 性 质 的“ 中 国 特

色”的“运动”，而是所谓文化大

革命这一将中国搞得无比混乱

的“运动”中的“运动”。整整一

代人，首先是“被运动”了，其次

才是怎样在“运动”之中从精神、

思想、情怀、命运诸方面自我救

赎的历程。他还写道：“一个无

书 的 时 代 ，一 个 读 书 犯 罪 的 时

代；一个在上学的年龄集体被取

缔了学习机会的时代，一个谁若

坦言自己想上大学便注定将遭

到批判的时代——整整一代人

的青春，乃是在这样一种大时代

背景之下度过的；而后来又一个

事 实 证 明 ，恰 恰 是 这 样 的 一 代

人，非但没整体上垮掉，反而整

体上成为中国特别具有承受力

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辈：中国知青纪

念文集》分上下卷，共 收 录 300

余位知青的作品。在人手和资

金 都 极 度 缺 乏 的 情 况 下 ，龙 国

武联系知青好友筹集了 16 万元

出 版 资 金 ，并 亲 自 精 选 编 辑 每

一部作品。

然而，这套龙国武心血的成

果却几乎被人断送。在 此 困 境

下，龙国武以惊人的毅力用了 3

个 月 又 将 书 稿 重 新 编 写 改 稿 。

在 那 一 段 拼 命 赶 稿

的日子里，龙国武每

天 除 了 吃 饭 、睡 觉

外，就是坐在旧书桌

前 编 写 。 简 陋 的 编

辑 室 内 放 着 两 桶 冷

水，累了就泼些冷水

在脸上提提神，困了

就 在 长 条 木 凳 上 靠

一靠。2011 年底，该

文集终于付梓，得到

了老知青和文学界知

名人士的高度评价。

岁月蹉跎，青春无悔

一直支撑着龙国

武坚持编著知青文集

的，就是他认为知青

文化不能缺席于历史

的信念。“知青岁月的

存在让我们有了一面

历史的镜子，以创造

现在和未来更好的行

为 模 式 。 更 好 的 价

值，更好的历史。”在

这一信念的激励下，

龙国武借知青文学这一平台变

磨难为资源，《中国知青纪念文

集》已经为国家图书馆、湖南省

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等图书馆收

藏，为西昌知青博物馆、河南郏

县知青纪念馆等图书馆和知青

纪念馆收藏。

“目前，有 1700 万以上当年

的知青散落在全国各地，而且多

已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通过

知青文学来发展邵阳的 知 青 文

化 旅 游 ，扩 大 邵 阳 的 文 化 影 响

力，以文化促发展，可以让我们

这些知青为家乡尽最后一点余

热。”目前的 3 套 7 本知青文集，

已经让邵阳成为了全国的知青

纪 实 文 学 大 市 ，但 龙 国 武 还 有

个 宏 伟 的 目 标 ，就 是 将 邵 阳 打

造成知青文学的“桥头堡”， 并

且他一直在不懈努力中。目前

龙 国 武 已 经 开 始 了 中 国 知 青

纪 念 文 集 另 外 6 卷 的 编 辑 工

作，依然是在那间很简陋的“编

辑室”内。

知青文化所蕴藏和辐射的

力量和智慧决不仅仅是对历史

的厚赐与造化，更是对今天和今

后的陶冶和润泽。对知青文化

的关注与研究越多，越能感觉到

知青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腼腆文静，这是湖南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的美术老师杨代习

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作为总

策划人，杨代习谈起将于 5 月 17

日举办的湖南首届青年聋人优

秀艺术作品展时说：“我只想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他们做

点事。”

教聋哑人作画萌生办展念头

20 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代习结识了年仅 8 岁的聋儿佳

佳。“当时我正在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读书，为了让佳佳学点

特长，他母亲让我教他画画。”从

那时起，杨代习便与聋哑学生结

下了不解之缘。

1994 年，杨代习进入湖南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担任美术老师，

出于对聋哑学生的特殊感情，他

利用课余时间自办了一个聋哑

人绘画培训班。“他们很可爱，也

很有天赋。”杨代习认为，虽然这

些聋生身体有缺陷，但他们的领

悟能力极强，稍加指导便可以作

出很好的作品。尽管这些学生

有天赋，但是沟通障碍仍然是横

亘在杨代习与他们之间的鸿沟。

杨代习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湖

南大学授课时，如果希望学生将作

品画深一点，一句话便可以传达

他的意思，但是要让聋生理解这

个“深”字很不容易。为此，杨代

习专门学习过手语。

由于被学生们求知若渴的

眼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感动，

2010 年 7 月的一天，杨代习萌发

了为青年聋哑人举办一次作品

展的想法。“我想通过举办展览

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创作更多的

优秀作品。”杨代习说。

据杨代习回忆，20 年来他共

教过 100 余位聋生，其中有 60 人

考上了大学。

贡献画作促成展览

为了促成展览的举办，杨代

习一直在努力。寻找主办方、选

择展览场地、筹集资金、募集作

品等一连串的准备工作摆在了

这个没有任何办展经验的老师

面前。

杨代习告诉记者，为了寻找

一个合适的展览主办方，从 2011

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他和爱人以

及学生家长一直奔波于各大企

业和单位之间。“很多企业和单

位都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举办

青年聋人艺术作品展没有什么

意 义，只 会 徒 劳 无 功。”杨 代 习

说。尽管多次碰壁，但杨代习并

没有放弃，他认为总会有“识货”

的单位接受这个展览。在多方

努力之下，最终确定了湖南省博

物馆作为此次展览的主办方，并

由北纬国际传媒公司等多家企

业协办。“能进省博物馆展厅举

办展览，是一个极大的荣誉。”谈

及这些杨代习很欣慰。

筹 集 资 金 ，是 展 览 成 功 举

办 的 保 障 。 为 了让相关企业赞

助 展 览 ，杨 代 习 捐 出 了 自 己 得

意 的 多 幅 作 品，总 价 值 近 30 万

元 。 据 杨 代 习 介 绍 ，截 至 记 者

采访当天，他为办展已垫付了 6

万 多 元 。“ 很 多 人 认 为 我 是 疯

子，但 我 觉 得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没 有 对 与 错。”杨 代习说。

为了让展览不仅仅局限于

画 展，杨 代 习 还 征 集 了 许 多 由

聋人创作的其他类型优秀艺术

作 品 。 据 统 计 ，此 次 展 览 共 展

出 优 秀 作 品 200 余 件 ，包 括 国

画、油 画、书 法、摄 影、木 刻、工

艺 作 品 等 多 种 形 式 。“ 展 现 自

强 、自 立 、积 极 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是 本 次 参 展 作 品 的 主 要 特

征。”杨 代 习 介 绍，在 收 到 此 次

展 览 的 邀 请 之 后 ，青 年 聋 哑 艺

术 家 们 表 现 积 极 ，对 展 览 有 着

高度的热情。

用感恩之心唤起社会关爱

湖南首届青年聋人优秀艺

术 作 品 展 虽 然 目 前 尚 未 开 展 ，

但 已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关

注。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朱

训德在此次展览画集上写下了

自己的评价：“在这些作品里流

淌着心灵之美的光辉。”

出 生 于 湖 南 靖 州 的 杨 代

习 ，从 小 家 境 贫 寒 ，他 能 顺 利

地 完 成 学 业 并 能 到 世 界 艺 术

之 都 法 国 巴 黎 留 学 4 年 ，与 社

会 各 界 对 他 的 帮 助 分 不 开 。

谈 及 举 办 此 次 展 览 的 初 衷 ，杨

代 习 说：“ 在 我 困 难 时，社 会 上

的 热 心 人 帮 助 过 我 ，现 在 我 想

用 实 际 行 动 去 帮 助 那 些 有 困

难 的 人 ，特 别 是 我 身 边 的 残 疾

人。”他呼吁人们要常怀感恩之

心。

任清，长沙人，一岁多时因

高烧导致双耳失聪，2006 年起跟

随杨代习学习绘画，作品以油画

见 长 。 此 次 展 览，任 清 有 12 幅

作品参展。“为了让儿子读上大

学，他读高一时，我骑着自行车

在河西大学城的数家画室寻找

指导老师，许多画室都拒绝接受

聋生。”谈起为儿子找老师的经

历，任清的母亲李美云很无奈。

她认为，此次画展可以为残疾人

提供一个展示自己、认识自己的

平台，能够让残疾人的作品摆脱

孤芳自赏的困境。

“ 如 果 展 览 进 行 顺 利 并 且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认 可 ，我 们 会

考 虑 在 全 国 进 行 巡 展 ，希 望 全

社会多关爱这个弱势群体。”杨

代习说。他表示，展览结束后，

大 部 分 作 品 将 归 还 作 者 ，少 部

分 作 品 可 能 拍 卖 ，用 于 帮 助 残

疾人事业的发展。

目前，湖南首届青年聋人优

秀艺术作品展的前期准备工作

已 基 本 完 成 ，展 览 的 主 题 为 自

强、自信，预计展出时间为 4 天。

在 无 声 的 世 界 里 播 撒 爱
———访湖南首届青年聋人艺术作品展总策划杨代习—访湖南首届青年聋人艺术作品展总策划杨代习

本报驻湖南记者 黎 鑫

给无悔的青春留下历史的记忆
——访湖南省邵阳市知青文学作家龙国武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述 实习记者 杨砚池 通讯员 高 启

龙国武在他简陋的“编辑室”里给无悔的青春留下历史的记忆

杨代习作品：《同行》

杨代习指导学生绘画 黎 鑫 摄

（上接第一版）

高雨乔还荣获过湖南省文

化信息宣传与报道先进个人、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先进个

人等奖项。“她是一个很务实的

姑 娘 ，事 情 交 给 她 办 我 们 放

心。”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副

馆长邓镰说。

刘海涛：
整合资源才有出路

2010 年上半年，应改革的

需 求 ，常 德 市 临 澧 县 将 丁 玲

大剧院、荆河戏剧团、县艺术

团 合 并 ，组 建 了 临 澧 县 文 化

演 艺 集 团 。 近 两 年 时 间 ，丁

玲 大 剧 院 接 待 活 动 的 场 次

和 经 营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30% ，

荆 河 戏 剧 团 、县 艺 术 团 的 演

出 场 次 和 演 出 收 入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45%和 25%。

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与

临 澧 县 文 化 演 艺 集 团 总 经 理

刘海涛密不可分。“ 只有整合

资源才有出路。”刘海涛介绍，

在演艺集团成立之前，临澧县

的 演 出 阵 地 和 团 体 面 临 着 人

数 少 、人 才 少 、经 费 少 、设 备

少、收入少的“五少”困境，集

团成立之后，通过统一整合资

源，分工协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

2011 年上半年，临澧县杨

板 乡 仙 女 村 的 一 位 企 业 家 在

家乡投资，修建了一座“ 仙女

庙”，竣工之际打算举办一个

简 单 的 庆 典 仪 式 。 得 知 此 事

后 ，刘 海 涛 主 动 联 系 该 企 业

家，并和自己的团队为“ 仙女

庙 ”竣 工 庆 典 做 了 精 彩 的 策

划 。 原 本 简 单 的 仪 式 变 成 了

集歌舞古装戏表演、曲艺节目

表演等活动于一体，为期 3 天

的重大活动，通过该活动，临

澧 县 文 化 演 艺 集 团 共 获 得 了

3 万元的收入。

“我现在每天都想着如何

让集团盈利。”刘海涛表示，在

担任丁玲大剧院院长时，压力

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他得考

虑 集 团 内 所 有 院 团 的 发 展 问

题。虽然有压力，但刘海涛相

信在政府和市场的引导下，临

澧县文化演艺集团的未来会越

来越好。

（上接第一版）

传播湖湘茶文化
的金字招牌

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始终

倡导做茶应做文化，将文化与

经 济 发 展 紧 密 结 合 ，相 互 渗

透。董事长简伯华认为，作为

湖南的茶业龙头企业，怡清源

应该担负起传播 湖 南 茶 文 化

的社会责任。本着这份责任，

怡 清 源 深 挖 湖 南 茶 文 化 ，其

独 创 的 野 尖 黑 茶 茶 艺 、潇 湘

八 景 茶 艺 、桃 花 源 擂 茶 茶 艺

等 经 典 茶 艺 已 成 为 湖 湘 茶 文

化的金字招牌。

茶 文 化 艺 术 团 的 茶 艺 表

演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怡 清 源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也 提 高 了 怡

清 源 茶 产 品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

据 康 晓 玲 介 绍 ，去 年 公 司 的

经 营 业 绩 比 前 年 增 长 了 3

倍 ，今 年 业 绩 的 增 长 速 度 也

非常喜人。

在此基础上，怡清源茶业

有 限 公 司 积 极 投 入 公 益 文 化

活 动 。 怡 清 源 茶 文 化 艺 术 团

进 机 关、下 社 区，活 跃 在 各 类

公 共 演 出 场 合 。 特 别 是 2010

年，由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发

起 倡 议 的“ 祥 和 中 国 节”申 遗

大行动从北京发起直至湖南，

数十家媒体现场参与，影响了

数百万人，在日益流行的洋节

面 前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的 影 响 力 。2011 年 张 纪

中 以 湖 南 黑 茶 为 题 材 拍 摄 电

视剧《菊花醉》时，怡清源茶业

有限公司更是大力支持，成为

《菊花醉》唯一战略合作伙伴。

怡 清 源 茶 文 化 艺 术 团 在

国 内 国 际 舞 台 上 呈 现 的 一 出

出如诗如画的黑茶茶艺，为观

众 带 来 清 新 的 潇 湘 神 韵 和 黑

茶之乡安化的神秘气息，也带

动湖南黑茶产业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

把青春献给这片文化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