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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黄文秀离开 5 年多
了，但她依然活在人们心里。怀念黄
文秀的方式各不相同，剧作家林超俊
选择的方式是书写和宣讲，一写就写
了 5 年，长篇报告文学、微广播剧、
舞台剧、电视节目、微电影、配乐朗
诵、歌曲等先后问世，宣讲会一讲就
讲了 100 多场，足迹遍布新疆、辽
宁、山东等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有些朋友、同行不理解：“这么
多年了你怎么还在写她？”他自嘲：

“没办法，陷进去了。”云淡风轻的回
答背后，是一次次不辞辛劳的采访、
一场场不计名利的宣讲，是一个个看
似偶然、实则坚定的选择。

挖掘黄文秀的故事

让一件件往事“重见天
日”

林超俊就职于广西文联，此前曾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当过法官，在
广西广播电视台做过编导。作为广西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他担
任过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大型综
艺晚会和各种舞台剧的编剧、导演，
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
鹰奖、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
马奖”、中国戏剧奖、中国出版政府
奖等多项国家大奖。讲故事对他来说
不算难，但如何讲好黄文秀的故事，
却是不小的挑战。

2019年 6月 17日凌晨，黄文秀遭
遇山洪罹难，6月 28日，林超俊就踏
上寻访黄文秀故事的旅程。花费约10
个月的时间，林超俊采访了近 200
人，从黄文秀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本科、研究生的同学、老师，到与
她共事的领导、同事，从她的亲人、
朋友，资助过她的爱心人士，到她帮
扶过的村民，都一一寻访。“我要采
访的对象已经不在了，只能通过旁证
材料来了解她过去的故事，一些点点
滴滴来印证，这个工作量极其的大，
面对的困难会更多。”林超俊说。

黄文秀在不同的地方求学、工
作，每个阶段接触的人都不同，为了
拿到第一手资料，林超俊不断穿梭于
南宁、百色、田阳、乐业各地，想方
设法挖掘线索。他还不远千里，前往
黄文秀本科就读的山西省长治学院采
访，只为寻找到黄文秀更多的故事。
单是黄文秀生前驻村工作的百坭村，
他就去了10多次，也因此见证了村道
从泥泞的砂石路变成硬化水泥路。

那时，公开报道中还未涉及黄文
秀读高中时的情况，林超俊通过多方
寻访，了解到黄文秀是“全国扶贫状
元”、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帮扶
过的无数百色贫困学子之一，又在图
书馆找到《南方日报》一篇关于陈开
枝第 101次到百色扶贫的报道，顺着
这篇报道的线索，让黄文秀与陈开枝
这位“广州亲人”之间的珍贵往事

“重见天日”——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6月，在百色祈福高中复读的黄文
秀领过陈开枝筹集的助学金；2017年
12月12日，当时挂任百色市田阳县那
满镇党委副书记的黄文秀，当面向陈
开枝表达了感激之情。

在林超俊的挖掘和书写下，更多
的人知道了这段情缘并被深深触动，
其中包括陈开枝本人。“全国扶贫
状元”陈开枝出生于1940年，被称为

“永不言倦的扶贫老人。”1996年中央
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部署，广东
帮扶广西，广州对口支援百色，时任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陈开枝自此与百
色结下不解之缘。1996 年至 2023 年
间，陈开枝到百色市考察 126次。他
牵线搭桥共募集资金 8亿多元，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0万多人。

林超俊记得，陈老看到自己与黄
文秀当年在那满镇的合影时，不禁感
慨万千、红了眼睛——他在记忆深处
找到了关于黄文秀的片段，既对自己
帮助过这么优秀的青年感到欣慰，又
为她的逝去而伤心难过。“开枝主席
很珍惜与文秀的这种缘分，因为这个
更对百色多了一份深情，觉得要培养
更多像文秀这样的干部，决心要办

‘文秀班’。”林超俊说。
在陈开枝的牵线搭桥下，2020年

5月至 2024年 6月，百色市教育基金
会共募集到资金8000多万元，在全市
大学、高中、中职、初中、小学等70
多所学校创办“文秀班”218个，资
助学生超1.09万人。

志愿宣传黄文秀

“宣传文秀是永远可以做
下去的事”

不止是黄文秀与陈开枝老人的故
事，林超俊还挖掘书写了黄文秀的许
多故事。5年来，他创作了长篇报告
文学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

《时代楷模》，并担任国家广电总局迎
二十大重点电视节目 《闪亮的坐标》
（黄文秀专辑） 和 61集系列微广播剧
《新时代的芳华——黄文秀》 的编
剧、导演。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李炳
银对长篇报告文学《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黄文秀》 给予高度评价，他在

《脱贫攻坚行动的报告文学一瞥：读
懂中国的厚重书写》一文中写道，这
部作品在他看来是“迄今描绘表达黄
文秀精神事迹最真实全面、深入生动
和富有情感体会的作品”。

《新时代的芳华——黄文秀》 微
广播剧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关
于黄文秀题材的国内首部长篇系列微
广播剧，填补了该题材在广播剧这类
文艺体裁上的空白。今年 2月，林超
俊凭借该作品荣获广西文艺最高奖
——第十一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编剧奖）。电视节目 《闪亮的坐标》
（黄文秀专辑） 在网络平台的浏览量
超7亿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通过这些作品，人们知道了黄文

秀小时候帮助弱者的事、她发动宿舍
姐妹一起考研的事，她对广西民族传
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她与“无锡亲
人”的故事、她的家风、她研究生毕
业后返回百色参与家乡建设的决心
……一件件“小事”平凡却感人至
深。

从故乡到远方，再从都市回到乡
村，从心怀梦想到脚踏实地……林超
俊笔下的黄文秀，是可爱的、真实
的，也是伟大的。这一路记录的点点
滴滴，令林超俊为之动容。他希望让
更多的人知道黄文秀的故事并从中获
得力量，宣讲就是其中一个方式。其
间，他恰好被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
委选聘为“红色文化专家组”成员，
于是就此走上了宣讲之路。2019年至
今，关于黄文秀的报告会、宣讲会、
讲座，他一共讲了 106场，现场聆听
的观众累计约 5万人。无论是区内的
高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
北京、上海、广东、山西、辽宁、新
疆等省 （自治区、直辖市），只要工
作能安排开，他都尽量克服困难去宣
讲。

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宣讲
属于志愿服务，讲课费之类坚决不
收。“我去宣讲不是为了要报酬，是
想把文秀的这种正能量传递下去，哪
怕只影响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也值
了。”林超俊说。

有一次，他应邀到新疆乌鲁木齐
市宣讲，也许是因为不适应气候环
境，宣讲会刚开始他就出现流鼻血的
症状，后来是一边塞着棉球，一边把
文秀的故事讲完了。

今年 5月 21日，林超俊所作的黄
文秀精神宣讲活动的第 100场在广西
职业师范学院相思湖校区举行，其独
特的视角、细腻的讲述和真挚的情感
引发在场数百名师生的共鸣，现场掌
声不断、气氛热烈。讲座结束后，记
者随机采访几位同学，受访同学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他们或被黄文秀的精
神品质所感染，或从她的故事中得到
启发。

宣讲 100余场，是林超俊之前给
自己定下的小目标，也是一个新的起
点。“我会继续讲下去。”林超俊说，

“有些人觉得这事该翻篇了，是因为
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宣传文秀是永
远可以做下去的事。”

像黄文秀那样活

“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活得
有价值很重要”

写黄文秀故事的过程，对林超俊
来说有时像在“照镜子”，他的脑海
里会不时闪现这样的问题：“假如有
一天我突然不在了，我能给这个世界
留下什么？”“和革命年代打江山的烈
士们比，我们还活着，已经很幸福
了，我们要怎么活？”

林超俊在黄文秀身上找到了答
案。

“我觉得应该像文秀那样，做一

个干净的人，不要有那么多私心，不
要太计较得失。”林超俊说。“从文秀
身上，我更能体会到，要做成一件好
事、践行一次信念或许并不难，难的
是一直坚持下去，时时行，处处为。”

林超俊30多年来一直坚持主旋律
创作，他写过很多正能量的人物，但
大多扮演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角色，而
在写黄文秀故事的过程中，他不仅是
书写者，还是促进民族教育发展、推
进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实践者。

他为百坭村的特色产业持续发展
出谋划策，推动烟叶产业扩大规模。
还为百坭村与黄文秀的母校——长治
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架起沟通的桥
梁，帮助村里砂糖橘、鸡、鸭、山茶
油、茶叶等农产品建立稳定的销售渠
道，解决了种植户、养殖户的后顾之
忧。

林超俊出生在百色市田东县农村
的一个壮族家庭，老家和黄文秀的老
家田阳距离二三十公里，两地的语
言、自然环境非常相似。这也让他对
黄文秀一家、对百坭村有了一份特别
的感情。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遇到难
事会找他商量，他会给出真诚的建
议。她想建一座能还原妹妹成长经历
的纪念馆，他也帮着出主意、想办
法。

他所做的事早已超出一个剧作家
的“本分”，也会有身体吃不消的时
候，但他觉得，“一说到黄文秀的
事、百坭村的事，总觉得好像跟自己
有关”，能帮就帮，能做的都尽力去
做。

林超俊未来的规划还是和黄文秀
有关，他打算再写一本关于黄文秀的
书，写她离去以后乡村的巨变。他还
要推动中小学生开展学习黄文秀品质
主题研学活动。黄文秀的母校计划将
黄文秀大学期间的故事拍成一部电
影，他应邀进行电影创作，剧本目前
正在创作中。

他说，德国有个作家写了一部经
典巨著，名字叫 《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是大家米切尔·恩德的巅峰之
作，在德国耳熟能详的程度等同于中
国的《西游记》，被多次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动画片、芭蕾舞剧、歌剧、
话剧等，也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这
是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因为当你把
这个故事读完后，它又会由这个故事
引出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又
会引出一个另外的故事……就这样，
它成了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黄文秀就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要代代相传下去。”林超俊说，

“她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是时代楷模，也是我心中
的楷模。我想告诉大家，英雄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是她的奋斗、她的成长
轨迹造就了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
人、普通的家庭，同样能培育出像她
一样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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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秀生前留影。

▲2019年国庆期间，林超俊 （右三） 给文秀家人
带去《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图书样稿，并开
始第五次深入采访。

▲61集系列微广播剧《新时代的芳
华——黄文秀》。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