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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群

此名如涛，激荡我心
新年赞歌

高兴

一颦，一笑，一回眸
用时365天

歇一歇，摆上一桌美味佳肴
悠悠品尝一杯美酒
絮一絮陈年旧事，听一听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那是在为平安度过这一年的庆祝吗
还是在为开启新一年征程而呐喊助威呢

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
今天，我们都唱着同一首歌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事情倍儿顺，身体倍儿棒，心情倍儿美

烟波江上诉流年
李阳阳

山中云，雨露垂
一点一滴流淌汇江水

江中象，沐风雨
一石一木轻饮漓江水

云中峰，直如弦
一笔一画
苍穹书龙凤，靖江遇古贤

江上雨，滴入梦
一舟一叶
渔歌伴月江花溅

风摇江岸，竹叶低垂
雨滴轻敲江水面
日月双塔雨幕间

腊八粥
韦克相（壮族）

晨霜初凝的腊八
锅中，食宝宝们在沸腾里缠绵
文火轻煮，慢炖时光
浓浓的醇香里熬出了年味
也熬出了春天的温暖

那年，严寒中那双干裂褶皱的手
精挑着谷物
多少沧桑与辛酸
谷物与豆果交织
甜蜜与温馨在锅里碰撞
母亲熬的腊八粥飘出幸福的味道

一碗粥盛满感恩的岁月
在腊八这天，顺着香气
泅渡归乡的梦潮

江城子·龙城新年
梁柳宁

金阳高照展娇容。味螺风，入怀浓。百里柳
江、相见画屏中。最是鱼峰歌海处，千人唱，万人
同。

一弯流水缀天弓。挂灯笼，炫霓虹。剁椒鱼
头、灵动似游龙。只待春酣花鸟闹，儿时梦，彼时
通。

注：“剁椒鱼头”指柳州五菱电车。

诉衷情令·新春感赋
梁柳宁

轮回时序又翻篇，骐骥着飞鞭。银蛇竞舞豪
杰，立大志、五洲连。

环宇阔，踏峰巅。尚先贤。盼来鸿运，两岸
团圆，再续云笺。

《《刘明涛诗文集刘明涛诗文集》》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刘名涛，只要一提起他，此姓名就如波
涛，激荡在我心间。几十年来，如果说有谁
给过我如老师般的写作指导，那么只有刘名
涛先生一人值得我敬其为师。1988年 3月名
涛师以 58岁英年在广西教育出版社任上仙
逝。那时，我就想写一篇记叙名涛师印象的
文章，而苦于一时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写给我
的好些书信，遂迟迟没有动笔。

最近，我与罗城籍作家何述强微信笔谈
了对名涛师的印象。述强评价道，“名涛老
师的诗文在罗城影响至巨，而且是深入骨髓
的影响。他是真正读书人，真正才子”。述
强的大著 《凤兮仫佬》，书名灵感就来源于
名涛师的诗句“五百涅槃焚又生，凤兮岁岁
看罗城”，更深切感佩名涛师的浓浓乡情，
以及他文字雨露对故乡文学后辈的深度滋
润。他是德高望重的罗城文化名人，在广西
文化、出版界也占有崇高的地位。为写一篇
回忆名涛师的文章，近日我又复清查了一遍
散乱堆叠的“文纸资料”。幸得天助，让我
终于找到三通名涛书信！虽然这远远不是我
原先拥有的分量，却给了我行文的契机。

第一次见名涛师，是1979年。彼时我还
在河池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业余与挚友石
磊合作，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 《忠魂
剑》，发表在河池县办的文学刊物 《龙江》
杂志上。恰逢名涛师来金城江出差，有一天
随意到设于河池县文化馆的《龙江》编辑部
来走走，遂有了我们与他相识的机会。当时
他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我和
石磊恭敬地将发表有《忠魂剑》的一册样刊
奉呈给他，请他指教。想不到，第二天上
午，他所下榻的宾馆服务员打来电话，说有
一封信给我俩，叫我们去取。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名涛师写的，
毛笔字 （他出差居然也带毛笔），满满六七
页信笺，前六页，昨夜写，最后一页“又
及”，当天清晨上车前补写。此信是他的读
后感，仔细分析了 《忠魂剑》 的可取之处，
还谈及创作历史小说的观点，并明确告知，
他要将《忠魂剑》拿去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叠彩》丛刊发表！这对于我们真是喜出
望外的好消息。

不久后，《忠魂剑》 发表于 《叠彩》 丛
刊 1980年第二期。他得知我是执笔者之后，
就开始直接与我联系。有一天，他打来电
话，约我将《忠魂剑》扩展成15万字之内的
一部小长篇，嘱我将提纲和样稿写出来。为
此，我激动得几夜睡不好。

《忠魂剑》 是写太平天国将军与英国牧
师的故事。扩展篇幅前，我恶补了一番历
史，重新构思，写了大纲，书名定为《自由
之轮，向天京开去》。以太平军的英籍将领
呤利原型为主角来展开故事情节。还将开头
一万多字的样稿写了出来，发表在 《金城》
杂志1981秋季号上。

名涛师收到我寄去的大纲和作为样稿发
表的小说后，给我写了封长信，大意是，提
纲太铺张，已经是大长篇的格局了，15万字
的小长篇这么铺排，是很难收拢的。他以李
栋、王云高的小长篇《彩云归》为例，详述
了其作为小长篇的成功写法要点，说这小长
篇 《彩云归》 就是同名中篇在杂志上发表
后，扩展为长篇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另外，他再次肯定《忠魂剑》那把剑在中外
人士之手转来转去的构思，有诗意，有象

征，还说，这小说可贵在写了背叛和救赎、
理念和宽容，判断对错的迷茫，不作是非结
论，有可与当下思考对接的衔接点。他不喜
欢太扩张的构想，不赞成我另起炉灶以英军
菲茨中尉 （呤利） 为主要人物，他希望我再
构思，仍旧回到原来的太平军将领与英国牧
师的骨干故事去……

他的这些意见，令我搁笔思考了很久，
及至消化了，觉得有道理。按照他的指点重
新动笔之时，我已调到河池地区文化局，事
务倍多，写作时间远远不如我在河池县文艺
队那时有保障。河池行署所在地金城江当时
有个自治区直属的新华印刷厂，名涛师，以
及陈肖人、刘硕良都不时到这里来签发校
样，他们都与我投缘，一致谋划要调我到广
西人民出版社，刘硕良还嘱我做好从事外国
文学编辑的准备。我遂开始读外语书，以拾
回大学所学的专业。鉴于时间捉襟见肘，更
主要是自感扩展《忠魂剑》为长篇实在才力
不济，有次去南宁，我当面向名涛师和陈肖
人“举白旗缴械”，自动放弃了这个选题。
此长篇选题有始无终，辜负了名涛和肖人两
位老师的期望，亏欠了一份大爱。迄今我还
为此感到愧疚，为大失良机而懊恼。

当时，重写的书稿毕竟已经拉扯到了五
万多字，敝帚自珍，我整理了一下，使其可
以独立成篇，最后仍用《忠魂剑》为题，收
进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喋血英魂》里。

那时，因《忠魂剑》搭起的关系，我不
时与名涛师通信，出差到邕，还去编辑室拜
见他，到他家书房喝过茶。他多次写给我的
信，如今只找到三通，这是非常大的损失。
现将这宝贵的三封书信录如下，并信手做简
单评点。

安群兄：
翻开今天的 《羊城晚报》，第一篇就读

你的短小说 《“墨海”题签》，感慨不禁，
立即铺纸摇笔，给你写这封信。

这应该说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短小说的
佼佼者。奇巧而不失真，虚构而无痕迹，主
题积极，彰扬正面，而使人感到亲切自然，
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有人说书记这类人物
难写，看来不把书记当作“人”，而是当作

“神”，那当然难写；如果当作“人”，我看
写也不难，你不是写出了一个既刚正无邪又
饶有人情风味的书记来了吗？这篇小说虽然
短，但书记的形象已经完成，他给读者留下
了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这篇小说要是投到 《人民日报》 副刊，
我敢说肯定会用，它应该登上更加辉煌的大
雅之堂。

我主张多写些短小说。许多一万字的小
说，还不一定比千字小说打动人，这已为近
年的实践证明。短小说写多了，有十把二十
篇好的，可以成家，可以获奖。

紧紧握手！
名涛

一九八三，八，三，上午

名涛师大我十多岁，书信却称我为兄，
阅之如闻其声，温软亲和。他将友人好作品
视为己出，即使一篇小小说，也不吝赞誉。
这种赞誉，是认为作品确实与他自己的文学
观共振，让他感到兴奋所致。这兴奋，如同
当年他对 《忠魂剑》，发现了亮点，迅即捕
捉，并以彰扬力推一呈快意。而被力推的，
是籍籍无名之辈啊。这是眼光锐利的老编辑
才具有的发现文学品质的能力和爱心！

安群同志：
来信收到。一次评奖中①，两个本子获

胜，可算凤毛麟角，可贺。
上次惠赠的《金城》亦已收到，只是因

为你说还要到外地校对，故而未给你复信，
累你远念，抱歉。

中篇小说②可直接寄陈肖人，并给其附
信。我从旁敲边鼓，尽力帮忙。现在强调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正是时候，就请赶快寄来罢！

匆复，紧握手！
刘名涛

一九八三，十二，十二，夜

此处①指河池地区戏剧评奖。②指《混
沌南疆》，实是电影文学剧本，以秦始皇进
军岭南为题材，不属革命传统教育内容。时
任《影剧艺术》主编曾面告我该刊留用，后
由于“办刊思路有变，题材调整、选题压
缩”的理由，又通知不用了。我遂投石问路
于名涛师，当作“电影文学剧本体小说”按
其嘱咐寄陈肖人。肖人认为这纯粹就是电影
文学剧本，不是小说，不合刊用。此作后来
直接收进我的中篇小说集里。

安群同志：
近好如常，念念。
昨天小常①来邕领奖，到家看我。说到

你曾向其提起，过去惠赠我的那本《微型小
说选》 ②不知收到没有，很是挂念。听他这
么说，我倒是万分惭愧起来。近两三个月，
忙忙碌碌，有时又外出，收到你的书后，没
有及时复信，累你远念，真该打屁股。

《“墨海”题签》被收进集子，说明编
者是有眼光的。那作品确实写得好。第一个
认为好的是《羊城晚报》的编辑，他能在成
千上万的来稿中选发这篇东西，这本身就是
一种评价。第二个认为好的是我，我一看，
不禁拍案叫绝，以至忍不住连夜给你写信表
示祝贺。第三个认为好的是这本书的编者，
他能选进集子，这是对已发表的作品的一种
社会检验。可见，凡是好的作品，社会是自
有公论的。你当了河池地区戏剧研究室主
任，我十分高兴。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正
当年华，定会做出突出成绩来。目前广西的
剧本创作非常落后，如你能筹划搞一个有地
方特色的大东西建立大影响，就将成为刘三
姐第二。

常剑钧也有写戏的才能，听说你们想调
他，我非常赞成。还听说明年你们打算让他
到中央戏剧学院深造③，这就更好了，这点
请你们设法玉成，不但他本人感激你，作为
同乡，我们都感激你。仫佬族应该出点人
才，不能老是包玉堂一个。

随信奉上书二册，请检收。
紧握手。

名涛顿首
一九八四，十一，十二，深夜

这里的①指常剑钧。②指编入拙作
《‘墨海’题签》 的 《微型小说选》。③当
时我是河池地区文化局艺术研究室主任，
从罗城调常剑钧到我室的调令已经办好，
但与此同时剑钧已经决定先赴上海戏剧学
院就学，此调令遂撤销。剑钧毕业后，直
接从罗城调南宁。

名涛师见 《微型小说选》 收了拙作
《“墨海”题签》，喜不自胜，其兴奋和骄
傲，素朴，纯净，折射了他的眼光锐利、文
学自信和不老童真。他总是注意发掘家乡文
艺新人，扶植新秀，给予指导。与我交谈
时，他多次谈到他看好当时在创作上刚刚冒
尖的罗城作家常剑钧和唐海涛。我信告他剑
钧的调动、就学动向，他很高兴，就好像是
他自己的好事一样。海涛的小说创作后来果
然小有名气，只是没有坚持走创作道路，到
日本过日子去了。剑钧则一直与名涛师过从
甚密，常得教诲，果然不负厚望，创编出了

“刘三姐第二”《新刘三姐》，以及其他佳
作，成为广西戏剧创作领军人物。名涛师冀
望“仫佬族应该出点人才”，如今也果然如
是，闪耀出了以鬼子、潘琦、常剑钧、何述
强为代表的罗城作家群，当下在文坛产生影
响的罗城作家确实已经不止“老是包玉堂一
个”。

最后一次见到名涛师，是我在漓江社译
文室工作之后，他时任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
辑。那次我从桂林赴邕出差，到他办公室拜
访他，只见他正在埋头于一叠厚厚的材料
里。我信口叹道：“刘老师，真忙啊！”他抬
头说：“不忙就出丑了，你看我们某些编辑
出的这种低级错误……”说着他递了一份选
题申报表指给我看，那上面好几处是他改动
过的笔迹。此时，他在逐字审核、订正该社
的选题计划文字。不料几天后，竟在桂林听
到他突发急病仙逝的噩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