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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作 家 和 文 学 工 作 者 应 该 把

“引领社会风尚，弘德立心铸魂”

作为坚定的政治担当和神圣的职

业使命。从总体上讲，湖南作家队

伍是一支听党话、跟党走，紧跟时

代、贴近人民的作家队伍；但不可

讳言的是，职业道德意识薄弱、言

行逾规失范等问题也在文学界不

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加强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十分必

要。

第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做

到人品、文品和职业道德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

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

的工程师。”加强文艺家职业道德

建设，既是党对文艺家的政治要

求，也是文艺家自身素质建设需

要。作家的职业道德决定为谁写、

怎 样 写 ，人 品 决 定 文 品 高 下 。人

品 、文品和职业道德三者如果相

背离，则其作品足可怀疑。作品见

人品，言行见风德。时间会对作家

作品给出最客观最真实的评价，

正 所 谓“ 文 章 千 古 事 ，得 失 寸 心

知”。文学史是公正的，也是残酷

无情的。

中 国 历 史 上 ，文 学 天 空 繁 星

璀璨，彪炳千秋的文学巨匠们，从

古代的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

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关

汉卿、曹雪芹，到现代的鲁迅、茅

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无不具有高标的人格

和高尚的道德，他们的皇皇巨著汇入了中华文化

宝库，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共同描绘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也为人类贡献了独具魅

力的文化瑰宝。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人品文品可嘉可风的作

家颇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周立波作为一代革命

作家，终生都是党的文艺战士，他或为战地记者，

或为抗日报纸编辑，或为鲁艺文学教员，或为随军

秘书，或为土改队员，一切都听从党和人民的召

唤。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周立波 1955 年

到 1965 年，十年间长期回故乡湖南益阳双溪村深

入生活，有时在村里一住就是 10 个月，同乡亲们劳

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和人民群众感情十分深

厚。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都是同人民保持血肉联

系的作家，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二，坚守艺术理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中国新

时代需要新时代的文学。新时代的作家们要心系

“国之大者”，关注国家命运，到现实中去，到人民

中去，到广阔的生活原野中去辛勤耕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

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离开人民，必定没有

出路。这是被人类文学史证明了的基本规律。中国

古代文学史上，自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倡导“宫体

诗”之后，直到“唐初四杰”出现，百余年间出现文

学低谷，其重要原因就是“宫体诗”以轻艳靡丽的

文辞写宫廷上流社会声色犬马，远离最广大的现

实生活，远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作为新时代的作家，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又要弘扬健康雅正的文学风尚。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

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

方。”新时代的作家们，要始终把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积

极倡导文学回归红色主题、回归英雄主义、回归刚

勇血性，高扬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旗帜。要在作品

中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学审美和社会主义文学之

美，把明大德、扬正气、树新风贯穿到文学创作之

中。要反对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邪为美等畸形

审美，为人民奉献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

文学作品。

第三，作家要在书写文学作品的同时，书写自

身的品格道德。作家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文学能力

和品格道德都不可或缺；而同时，作家在进行文学

创作过程中，自身的文学能力和品格道德也在被

创造。

我为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阅读

了与小说主人公陈廷敬相关的大量史料，这位先

贤的品格修养、功业抱负和家国情怀使我深受教

育。康熙初年，陈廷敬回家省亲，向父母禀告自己

在京城如何做官，父亲听了说：“我这就放心了，你

是清官。”陈廷敬省亲完毕回京，母亲在他临行时

嘱咐说：“你好好儿进京去，娘在家替你娶媳嫁女，

你 做 官 服 的 钱 家 里 也 给 你 ，千 万 不 要 爱 官 家 一

钱。”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清正廉洁，功业卓著，

名垂史册。他晚年回顾平生仕途，也颇感安慰，写

诗说：“不忘当年过庭语，先公曾许是清官。”

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一股浩然之气

常充盈于胸襟间，洗涤着我的灵魂。历史上评价陈

廷敬“恪慎清勤，始终一节。”我将这八字引为训诫

以自勉，并作出与时俱进的诠释。所谓恪，就是守

规矩，知戒惧，懂敬畏，特别是在文学价值确认和

文学创作实践中，既讲开拓创新，又循中道而行；

所谓慎，就是既在急难之时不畏葸，又时刻持临深

履薄之心；所谓清，就是在名利面前清白，在是非

面清醒；所谓勤，就是在工作和创作中不懈怠，沉

下心来辛勤耕耘。而所谓“始终一节”，就是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为人民群众

奉献美好的精神食粮。

湘江观潮

引
领
社
会
风
尚

弘
德
立
心
铸
魂

—
—

作
家
和
文
学
工
作
者
职
业
道
德
建
设
刍
议

李
桃
辉
和
她
的
无
疆
大
爱

2003 年 腊 月 的 一 个 早 上 ，天 空 低 矮 、阴

沉，寒风一阵接一阵地刮着。

在资江一桥下面，一个卖“干坨子”的早

点摊前，正吃着“干坨子”的李桃辉一抬头，一

眼看到了左前方一个头发凌乱的老人坐在地

上，捧着碗，喝着别人吃剩的汤水。她毫不犹

豫地放下碗筷，去摊前买了一碗“干坨子”端

了过去 ，又扶着老人在凳子上坐下 ，说慢点

吃，别噎着，吃完了再买。从老人口中得知，她

叫汤菊英，73 岁，腿脚不太方便，是从外地流

浪来的，靠捡垃圾为生。这几天天气变化大，

她感冒了，走不动，就在这附近路边的小吃摊

上捡些东西吃。

汤菊英就住在离大桥不远、一座废弃了

的小厂的阁楼上。看着阁楼里简陋破旧的一

切，李桃辉心上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转身匆

匆下了楼，去给老人买来了感冒药和一些吃

的东西。

第二天下班后，李桃辉又上了阁楼，带去

了盒饭。汤菊英吃着热饭，几次抬头看她，眼

里含着泪水。待汤菊英吃过饭，李桃辉又帮老

人剪了指甲，洗了头发。第三天，李桃辉给她

送去了棉衣棉鞋、帽子围巾，并帮老人修好了

窗户，打扫了卫生。之后，李桃辉又陆续给她

添置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下雪那天，汤菊英

穿上了棉衣，戴上了围巾。有人问她谁买的，

她自豪地说：“都是我干女儿买的呀，全是新

的，暖和着嘞！”

此后，陪伴、照顾汤菊英老人就成了李桃

辉生活的一部分，几天不去阁楼上走一趟，心

里就会感到空落落的。

这些年来，除了汤菊英，受到她资助、照

顾的孤寡老人有近 20 个。这些老人有了她这

个“干女儿”，她也多了一些“干爹”和“干妈”。

早上一醒来，李桃辉的丈夫潘正杰就跟

她商量，说今天是星期六，也是她的生日，几

个亲戚昨天就跟他约好了，上午都会赶过来，

希望她今天就在家里，哪也别去。

不到十点，亲戚就都到齐了。大伙说说笑

笑，忙这忙那。李桃辉更没闲着，不停地打电

话，接电话，发微信，一时调遣人员，安排义工

这个去城东，那个去河西，一时跟人商讨事情

有什么困难，怎么解决。

大伙酒杯刚端到手上，李桃辉却杯子一

搁说：“我得去那里了。”她妈一把抓住她的

手，说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她满怀歉意地朝

大家笑了笑，端起碗，几口扒完了饭，边说晚

上回来敬大家的酒边转身就走。潘正杰连忙

追上去，将一把伞递到她的手上。

李桃辉一路连走带跑地到了集合地点，一

看时间，还提前到了两分钟。先到了的小娟问她

怎么一脸雨水。了解她的王文说准是她把伞给

了别人，宁愿自己淋着。小娟看着李桃辉，说她

腰还没好，又淋了雨，就别去了。李桃辉摆摆手，

说没事，去。前几天搬运爱心物资，李桃辉扭了

腰。她既是益阳义工组织的管理者，又是一名普

通的义工。王文和小娟都是李桃辉的同事。

坐在台阶上藤椅里的向奶奶眼尖，一见

车子开了过来，就边拍着椅子边大声喊着，桃

子他们来了。听向奶奶这一喊，在里边打牌看

报的老人们都涌了出来，邓石桥敬老院一下

又沸腾了。

2012 年 5 月，李桃辉就跟这里的老人们

约好，每月第二周的周六下午两点，她和伙伴

们准时过来，把带来的吃的、穿的，及日常生

活用品分发到老人手上，然后打扫卫生，给他

们洗头、洗被子，陪他们聊天、下棋，再将带来

的菜加工成“爱心私房菜”，让他们美美地吃

上一顿可口的晚餐。这样期待着李桃辉他们

的，在益阳城区还有香铺仑敬老院和左家仑

敬老院的老人们。

“爱心私房菜”一一端上了桌。老人们开

开心心地吃着，喝着。第一次来敬老院的小娟

深有感慨地说：“今天我是不虚此行，跟着桃

子姐学到了许多东西，知道真正的义工以后

该怎么做了。”

这天十点多，李桃辉一行来到单位的帮

扶村，开展结对帮扶和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听

着村支书的情况介绍，叶林一家的不幸遭遇

引起了李桃辉的关注。

叶林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勤奋好学，成绩

优异。十年前，父亲患精神病，住院至今，母亲

早年病故，今年爷爷又患病在床，这一家就靠

年迈体弱的奶奶苦苦支撑着。今年高考，他被

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金榜题名，本是喜悦的

事情，可他笑不起来，有的只是愁苦和忧虑。

站在李桃辉的跟前，叶林一脸的无奈和

羞赧，满眼的迷茫和忧郁。李桃辉心一颤，从

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叶林的手上，说：

“来，这 500 块钱你先拿着，算是阿姨贺喜你

的。不管怎么样，你大学一定要去读。往后你

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由阿姨来给你想办

法。”这红包是潘正杰抗洪抢险的奖金，早上

才给李桃辉去买衣服的，说她都几年没添衣

服了。

“他今后的学费，还有生活费，你都给他

想办法？”村支书疑惑地看着李桃辉。

“是的，我来想办法！”李桃辉说得底气十

足。她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她不是一个

人，而是有一个团队，还有她的亲友、同事、战

友，还有更多的爱心人士。

叶林双手接过红包，向李桃辉深深地鞠

了一躬，说：“谢谢李阿姨，到大学后，我一定

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

“李干部，供一个孩子上完大学，那钱可

不是一个小数目。”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村支

书说着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李桃辉。

“您就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了，就绝不会

让孩子欠一分钱的学费，也不会让孩子饿一

餐的肚子。”李桃辉看一眼叶林，看着支书，

“叶林是个好孩子，如果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

放弃了学业，那多可惜。他去上学，不仅会改

变他本人和他整个家庭的命运，也对国家对

社会有益。”

叶林如期跨进了校门，成了一名大学生，

而李桃辉已不记得他是自己资助的第多少名

学生了，因为她没记过账，从没想过要人家记

得她，更没想过要人家回报她什么。

“我来想办法”

“如果没有李桃辉，我也许今天还不知道

公益是那么美好，那么宽广，更体验不到帮助

他人是那么富有意义，也有益于自身。我的公

司每年按比例拿出一些钱用于资助孤寡老

人、贫困学子等等，虽然减少了公司的利润，

但值得！”康卫东感慨地说。

在李桃辉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和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公益的行列，爱的链

条越拉越长，爱的雪球越滚越大。

近年来，围绕公益，李桃辉一直在思考，

在实践。她考上了高级心理咨询师，正在考健

康管理师，不断创新开展公益的形式和方式，

如利用网络平台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走

进社区乡村普及垃圾分类和处理、开展资江

和洞庭湖环境保护、将国家级非遗益阳小郁

竹业引进特殊教育学校、送文化送健康到社

区到村镇等等。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一个人

的 力 量 是 非 常 有 限 的 ，只 有 让 更 多 的 人 加

入 到 义 工 队 伍 中 来 ，让 更 多 的 人 热 心 公

益 ，爱 的 力 量 才 会 变 得 无 比 强 大 ，爱 的 光

辉 才 会 照 耀 得 更 加 宽 广 。”李 桃 辉 说 ，“ 我

是 唱 着《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的 歌 ，听 着 雷 锋

的 故 事 长 大 的 。做 好 事 看 起 来 是 帮 助 了 别

人 ，其 实 是 快 乐 了 自 己 ，幸 福 了 自 己 。我 会

一直做下去。”

2021 年 7 月下旬，又是周末，一大早，李

桃辉和小娟等人又出发了。这天他们是赶在

建军节到来之际，为伤残和特困军人送去慰

问金和慰问物资。

迎着朝阳，李桃辉微笑着走在队伍里。她

笑得那么自信，那么灿烂。那笑里洋溢的是浓

浓的爱心、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的是春天一样

的温暖、大海一样的力量。

肖梁

1929 年 12 月 14 日，家人收到湖南清乡

司令部的消息，将于第二天对曾祖父行刑。

消息传开，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紧急前

往营救，并安排两班人连夜赶路。然而，第二

天清早，刚赶到长沙市浏阳门外不远处，“砰

砰砰”一阵枪响，提前告知了结局。

这一年，曾祖父 22 岁，是家中的独子。在

他身后，是尚未实现的革命理想，还有父母

与家室。

曾祖父肖恩瀛，字濂溪，1907 年 6 月出生

于湖南省长沙县，幼时入读私塾，天资聪颖，

过目成诵。1925 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毅然加入中国

共产党，投身大革命，传播新思想。

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洪流中潜

藏着暗流，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发生，

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八七会议之

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

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曾

祖父被湖南省委以特派员的身份安排前往

湖南洪江、会同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当年，洪

江货币流通量居全省第二，是湘西经济最富

庶之地，地位非常重要。曾祖父在那里恢复

和整顿党组织，积极联系多方力量，响应武

装起义。

1928 年 4 月，为了围剿共产党人，国民党

成立反动机关湖南清乡督办署，后更名为湖

南清乡司令部 。曾祖父的革命工作更加艰

难。家人曾劝说他回家躲避一下，他没有听

从，反而接受了更加危险的任务。在最黑暗

的岁月里，他隐去真名，被组织委派卧底潜

入清乡司令部，及时掌握和传递逮捕共产党

员的行动计划和重要消息，使很多同志及时

转移避免被捕。

不 幸 的 是 ，曾 祖 父 于 1929 年 因 叛 徒 告

密被捕。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被捕

者检举其他共产党人。而这一招，对曾祖父

并不奏效。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期间，无论

敌人如何软硬兼施 ，曾祖父始终坚守理想

与信仰，保守党的秘密，没有出卖任何一位

同志。

数月牢狱酷刑之苦，曾祖父已抱定从容

赴死之决心。他在狱中寄回照片和家信，说

“我不畏惧死亡，只是革命尚未成功，恩情未

能相报”，并在相框旁留下“深恩未报身先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字，既体现出共产

党员的铁骨，又流露出对亲人的柔情。

敌 人 无 计 可 施 ，最 终 决 定 对 其 实 施 枪

决。曾祖父牺牲后，亲人万分悲痛。高祖父把

独子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洗脸架前，每天清早

起来都会端详着儿子的照片 ，为儿子擦擦

脸，和儿子说说话，直至 1956 年去世。这位 27

年天天为儿子洗脸的父亲，怎么也洗不去心

中深深的伤痛。

1981 年某一天，一位老人来到附近打听

肖恩瀛的后人情况，却犹犹豫豫不敢靠近。

原来，当年就是他为了活命出卖了曾祖父。

这段尘封了 52 年的告密其实谁也不知道，可

他虽然躲过了死亡，却躲不过沉重的心债。

他想为此事赎罪。

我很多次在族谱上看家规家训，“忠孝

传家、诗书传家”是两条主线。忠孝难全之

时，尽忠为先。我时常回忆起小时候看曾祖

父照片，约莫一米八几，高大帅气，气宇轩

昂。长大了才得知，竟是就义前拍摄于狱中。

曾祖父的名字，列在湖南省烈士名录之

中。2015 年 6 月，曾祖父的墓被设置为零散烈

士纪念设施就地保护点，鲜红的五角星赫然

在目。附近一位村民告诉我们，即使早年没

有立烈士墓碑，他的老父亲临终之前曾特地

交代：“附近山少人多，但家人过世后万万不

可安葬在这个墓的正上方，这里安葬的是一

位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乡亲的话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

啊，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那些为党和人民

事业付出一切的人，人民也会在心中惦念和

传颂他。

我一直在思考曾祖父的精神是什么。习

近平总书记说，“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

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觉得

这就是对包括曾祖父在内的早期中共党员、

对湖湘红色热土上众多革命烈士精神的最

好总结。

我也一直在思考曾祖父给我们带来了

什 么 。信 仰 看 似 无 形 ，关 键 时 候 却 会 显 现

出 强 大 的 力 量 ，并 传 承 下 去 。父 亲 作 为 改

革开放时期最早一批弄潮儿 ，在事业蒸蒸

日 上 之 时 ，被 村 民 选 为 村 支 部 书 记 ，他 说

回就回。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也将

带着曾祖父这份信仰的力量，一路前行。

信仰的力量

“我得去那里了”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胡小平

在益阳市，现已注册的义工达 9 万多人。

那些穿着红马甲，服务在大街小巷、乡镇山村

的义工，早已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庞大

的义工群体中，有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就是益

阳市“优秀青年服务标兵”“向上向善湖南好

青年”“湖南省金融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益阳

市道德模范”以及益阳市首届“模范退役军

人”、中国银行“中银卓越奖”获得者李桃辉。

李桃辉，一个曾经的普通的海军战士，一个

如今的平凡的银行职员，好事一做就是30年。有

人说她就是爱的化身，就是活着的雷锋。

“都是干女儿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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