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
2024年1月2日星期一首席编辑：谭斯惠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邓艳茂闻0707
2025年1月22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柯丽云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李茜悦读

好新闻是从大地里挖出来
——序黄康生《好新闻靠挖》

□ 詹国枢

接过静言老师厚重的喷
着墨香的《从教三十年静言诗
文稿》，一种清新雅致扑面而
来，该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无论是从封面设计乃至
内文目录及诗文编排，无不充
满人生百味感。书名为何不
叫“诗文集”而名为“诗文稿”
呢，我略带疑惑。作者在《伊人
水一方（自序）》里说：“我将所
有寻找的踪迹，都记下了年份，
记下我寻找过程中的辛酸。我
也知道这一路的追寻是一种怎
样艰难的过程，但我更希望读
者在我追寻的路上，可以看到
一些幼稚可笑的，或者能给予
一点启发的东西。”可见，作者
不但视写作如“寻找伊人”“伊
人水一方，我寻她不着”，梦里
便是水中央，而且把文学写作
过程谦虚地说是学习的过程，
把文学作品谦虚地说成是不成
熟的稿子。写作永远在路上，
这是怎样的一种谦虚豁达情
怀？

认识静言老师，始于《橘州
文学》公众号。君子之交淡如
水，我与静言相识于网络，结缘
于文学。世界很大，但缘分很
奇妙，在彼此的交流中得知，静
言竟与我二姐夫是初中同学，
世界有时也很小，一下子拉近
了交流的距离。他说，“小罗的
散文章法严谨，文笔优美，用作

范文来教学，学生们很喜欢。”
我听了有点受宠若惊，我是业
余写手，没经过正规文学院培
训，他可是从教三十年的资深
语文老师啊，可见他是谦谦有
度。他教学生写作很有一套方
法。他鼓励学生多学多写勤思
考，把生活日常写成文章。这
在他的这本集子中也得到印
证。

在 2024 年 8 月值《橘州文
学》创办两周年之际，静言老师
在推文《感恩遇见，留下美好》
中写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
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
不带走西天的云彩。此刻读着
徐志摩的诗，心境竟是如此契
合，不由得感慨万分。”静言是
一位回家乡支教的老师，他视
学生为朋友，是一位谁遇上谁
幸福的良师益友。在回乡支教
的一年里，他不仅自己勤奋写
作，先后在《橘州文学》发表诗
文多篇，还积极指导学生写作
并推荐学生作品在《橘州文学》
发表。有一位学生在他支教即
将结束最后一节课上动情地

说：“时光匆匆……三尺讲台的
你仍一袭青衫，何其有幸，见过
您的意气风发……带领我们在
唐诗宋词里吟哦高歌……”简
短的的话语，让人看到了他与
学生之间的深厚感情、离别的
依依不舍。他给学生留下的勉
励言辞切切，“我希望大家从此
喜欢上文学，就像大家曾经喜
欢上我的课一样。”我想，静言
老师从教三十年所追寻的“伊
人梦”，在这里可以记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从教三十年静言诗文稿》
分为古韵、新诗、散文、诗评、论
文五个部分，可见静言是个写
作多面手。术业有专攻，他偏
爱古诗词。从2010年起他开始
学写古诗词，通过加强学习写
作的理论基础和广泛阅读，多
写阅读心得，多和外界交流，多
与师友切磋，不断提高写作水
平。他开始创建了“学写诗词”
公众号，这便是《读写诗刊》的
前身。他利用该平台不断提升
自我，同时培养古诗词爱好者，
为广大诗词爱好者提供切磋交

流的平台。古典诗词作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不仅给人以艺术熏陶，
更能启迪人的思想和陶冶性
情。他在书中开篇《教师节自
吟哦二首》中写道：“春雨育桃
李，芬芳总自知。不求花独俏，
只盼满香枝。”诗中凸显他从教
心迹及文学追求。在他三十年
的从教生涯中，他说他第一学
历读的是师范体育专业，却能
在语文教学中如鱼得水，游刃
有余，这归功于他后来的深造
和勤奋努力。他长期担任语文
科教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
底。他先后在家乡某镇中学任
教，再凭着个人努力及才华辗
转到珠三角某中学任教，2023
年是他申请回家乡支教的一
年，在这里他与学生建立了深
厚的情谊，因而出现了《感恩遇
见，留下美好》文中开头与学生
依依惜别的一幕。

静言说他家里藏有数千册
图书。他通过大量阅读汲取养
分，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体裁，他
尤偏爱古典文学。他性格沉稳

内敛而又自带阳光，炯炯有神
的目光里透射出几分书卷味，
我想这就是源自其对文学孜孜
不倦的追求以及长期与古诗词
打交道的缘故吧。“腹有诗书气
自华”在静言身上很形象贴切
体现出来。在他的现代诗《致
桃树》中，他写道：“你把身体许
给了《诗经》/然后携着爱情在
古道边渐行/七月的流火不再/
你何以再灼灼其华”。他将桃
树融入古典文学《诗经》中，营
造出别样的唯美意境。他的现
代诗颇为严谨，注重诗歌的韵
律美和意境美，给人现代与古
典融合之美。静言的散文及其
他文体，同样喜欢将古典诗词
适当融入作品中增添色彩，这
未尝不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
法，这种写法根植于古典文学
的深厚功底。

三尺讲台，一袭青衫，坚守
在诗词歌赋里书写春华秋实，
这是静言老师从教三十年的真
实写照。《从教三十年静言诗文
稿》，让人看到了这位师者对

“文学伊人”的不懈追求，这份
情怀实属难得。

一袭青衫从教三十年的文学情怀
——读《从教三十年静言诗文稿》

□ 罗伟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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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黄康生。
然而，当我读完他的获奖作

品集，我认识了黄康生。
这是一位终身追求新闻写

作，不断培养自己“四力”（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的勤奋的记者。

虽然他已担任湛江日报社总
编辑，但是，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
个普通的记者。

因为，他的这些获奖作品，全
是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视角而采写
的。

为了采写《洋劳模“受奖”》一
稿，他爬到一棵大树上隐蔽观察。

为了采写《李文湘“叫卖”科
研成果》一稿，他竟在海上颠簸十
余天。

为了弄清市区菜价暴涨的原
因，他当了两回菜贩子。

为 了 挖 到 黑 恶 势 力 的“ 猛
料”，他曾乔装成拉客仔，潜入“虎
穴”，险些被黑恶势力的刀锋刺
伤。

为了查清灌水肉屡灌不止的
原因，他乔装成“猪肉佬”，深入到屠
宰场“挖料”。

为了采写湛江防控“非典”的
长篇通讯，他深入到湛江车站、发
热门诊、定点医院现场直击。

为了推出抗击新冠疫情系列
报道，他策划推出了《以非常之力
迎战非常之疫》《“抗疫”十二时
辰》《战“疫”日记》《严防严控》等
专栏，并身先士卒，深入到医院、
隔离酒店蹲点，寻找第一手材料。

为了推出《温厚徐闻人》系列

报道，他大胆向徐闻县委提出
设立隔离酒店安置滞留在海
安的湖北籍旅客的建议，随后
组织记者、编辑、评论员撰写稿
件发表评论，扭转了“谈鄂色变”
的舆论导向，唱响“隔离病毒不
隔离爱”的主旋律。紧接着，他
又在疫情最为吃劲的危险关头，
来到海安码头隔离点、徐闻运通
酒店采访，慰问许姐志愿者团
队，推出了一系列融媒产品。后
来，他又策划推出《许姐武汉探
亲记》《英雄武汉温厚徐闻》《情
定祖国大陆之南》等系列专题。

为了推出《东海岛沧桑巨
变》长篇通讯，他曾七次进岛、
八次入钢厂、九次进农家。

……
不用再赘述了，从这些

“为了”中就足以看出黄康生的《好
新闻靠挖》是怎样挖出来的。从这
些“为了”中就足以看出黄康生是
如何保持新闻定力、坚守媒体信仰
的。

非凡脚力出眼力。眼力是记者
职业素养的外化，表现为对新闻的
敏感度和发现力。黄康生常说，当
记者就要练就一双“新闻眼”，既见
人之所见，亦见人之所未见。只有
以犀利、睿智的眼光见人之所未见，
才能捕捉到最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线
索，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
为理想信念而守望，为责任使

命而守望，为精神节操而守望。30
多年来，黄康生用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采写一篇又一篇带有红土味
道、时代温度的新闻佳作。自 1992
年起，黄康生年年都有新闻作品获
奖，至今，已连续获奖30年。他除了
获得全国现场短新闻奖、广东新闻
奖、全国地市报新闻奖、中国晚报新
闻奖外，还获得了广东新闻界最高
奖——金枪奖。

黄康生常说，带着体温去采写，
作品才有温度，才有热度。有温度、
有热度的作品是烫手的；有筋骨、有
心劲的作品是灼人的。特呈岛是一
座仅2.8平方公里的小岛，黄康生凭
着一股韧劲，竟在岛上挖出 6 条好
新闻。徐闻博爱村是一个十年九旱
的村庄，黄康生凭着一股热情，竟在

“火烧坡”上刨出 3条好新闻。东海
岛是一座有“人龙”的海岛，黄康生
凭着一股血气，竟在岛上掘出 7 条

好新闻。至今，他获广东新闻奖二等
奖以上的作品已达 19篇。他采写的

《总书记交伙食费》入选暨南大学研
究生考题。他前几年出版的新闻作
品集《新闻眼》《新闻触觉》也引起广
大读者、高校学子的关注。

好新闻都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
也是从大地里挖出来的。离大地越
近，就越容易挖到好新闻。

30多年来，黄康生一直在湛江那
片新闻红土地上摸爬滚打，坚持锤炼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并用心、用
情、用功记录时代，表现时代，讴歌时
代。

30多年来，黄康生一直在湛江那
片新闻红土地上挖挖挖，并挖出一筐
子新闻奖项。这些获奖作品的背后，
不仅藏着作者的新闻情怀，还藏着作
者的新闻灵魂。

黄康生常说，记者的生命力就在
作品里。当记者既要学会抓“活鱼”，
又要学会变成“活鱼”，畅游在人民群
众的活水里。

人民群众是新闻工作者最好的
老师。基层一线是新闻报道永不枯
竭的源头活水。新闻工作者唯有深
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践
行“四力”，才能采写出更多有温度、
有筋骨、有血肉的精品力作。走吧，
让我们擎起熊熊燃烧的新闻火把到
基层去，到生产、生活一线去，去学做
一名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闻
工作者。

是为序。
（作者系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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