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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安， 生于 1966 年 12 月 31 日， 四川仪陇县新政镇人。 先后就读

于四川师范学院、 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 高中历史教师。 现任南充市

第十八中学、 四川慧明中等专业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

办学 20 年， 已为国家输送合格中技人才 2 万余名； 已为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大学、 厦门大学等高校输送

2000 余名大学生。

中华武术金虎六段、 国家一级拳师、 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 四川

省武协委员、 南充市武协副主席、 顺庆区武协名誉主席、 南充市太极拳

武馆名誉馆长。 四川省第八届全运会武术竞委会副主任。 四川省第九届、

第十届全运会武术散打南充代表队总教练。

10 余年率领南充武术散打代表队参加省市比赛， 100 余名队员夺得

金牌、 银牌。

南充市政协第三届委员， 嘉陵区政协第三届、 第四届委员。 南充市

工商联第三届常务理事。 南充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 南充市民营

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嘉陵区工商联第三届、 第四届副主席。 嘉陵区非

公有制经济党委委员。 南充市职业教育学会理事。

中共南充市市委、 南充市人民政府等党政部门 20 余次授予优秀教育

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政协委员、 优秀提案人、

优秀管理者、 优秀教练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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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继新 文 刘畅（书法家。 南充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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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希凡 文题 陈广兴 （书法家。 南充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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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阳 （国画） 吕渝强 （画家。 南充市美术家协会
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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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雷 文 周杰峰 （书法家。 南充市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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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镜儒 诗 何汉卿 （书法家， 画家。 南充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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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川 诗 天茂 （书法家。 西充县文体局干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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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奋战》， 让你期待地翻动篇页， 然后不平静
地掩卷， 然后严肃地离开， 主人公忧郁中略带空茫的眼神
从此挥之不去。 他挣扎， 跌撞， 抵御， 隐忍， 柔韧而百折

不挠的精神姿态让心灵震撼。 你看到的是夹缝中一粒草籽
拱出土层， 顶走下压的石块， 接近蓝天的生命涅槃； 一种

力的呼啸最终凝固， 仿佛一块礁石咬紧牙关矗然立起， 在
江天空白处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人神动容的命运历险。

在这里， 罗杉剥茧抽丝， 以哲思化解苦难； 以诗情让
枯涩的骨架血肉丰满； 以从容淡定的语调把世态叙述得涛

飞浪卷。 罗杉没有刻意为之的试图还是明显， 他对报告文
学在做一次拆装， 甚至重新构建。 他的尝试， 也把日渐淡

出阅读的这种文体， 再次拉拢到读者身边。

——曹 雷

（曹雷， 诗人。 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南充市文联创作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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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杉是南充文坛非常本质的一位作家。 他性格忠厚，
追求执著， 感悟深刻， 表达纯粹， 令我肃然起敬。 特别是

2008年发表于著名文学刊物 《作品》 “金小说” 栏目头条

的 《皮影》， 更让我见证了作家攀登的高度。
罗杉新著付梓， 由衷高兴。 祝愿他默默耕耘， 艺术之

花更加奇艳。

———朱胜国

（朱胜国， 诗人。 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南充市市政府某

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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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一片蓝天

苦海常作渡人舟 / 梁仕培
撑起一片蓝天 / 李盛文

一部好读的报告文学 / 何永康
一部值得期待的书 / 张正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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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常作渡人舟

·梁仕培·

读罢罗杉的长篇报告文学 《一个人的奋战》， 不禁掩卷

长思， 心潮难平中带着几丝苦涩。

是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李家安， 一件件既非

轰轰烈烈， 又非夺目耀眼的往事， 却如此地使人牵肠挂肚，

使人心中潮起潮落， 使人感悟横生。 我想， 这绝不仅仅是

在总司令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故乡 （又称 “思德” 故

乡）， 又出了一个苦苦追寻前辈足迹的英雄好汉， 为仪陇的

“德” 字增添了新的光彩， 更多的是李家安的义无返顾的执

著， 矢志不渝地前行， 呕心沥血地奉献的崇高的人格风范，

为一个西部贫困地区大写的 “人” 字增添了不同凡响的新

篇章。 理当刮目相看的是： 李家安并非是一个充分享受了

现代教育资源润泽的青年， 但他无怨无悔地选择了一条充

满艰辛的 “民办” 教书育人之路， 并终于开创出一片新天

地， 这胸襟， 这坚毅， 这境界， 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 一

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智慧明灯的照耀， 不论其财富、 地位

如何， 都将是生活在茫茫暗夜的 “苦海” 之中。 我想起了

先哲的一句话： “苦海常作渡人舟”。 李家安正是一位用知

识、 智慧之灯， 驱散人心中的黑暗， 照亮一群群青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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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苦行者。

罗杉与我是中学校友， 同出师门， 也曾是当年南部县

的文学发烧友。 后来他到了大西北多年， 一直在文学的道

路上笔耕不辍， 著述颇丰， 终成正果。 本来， 为他人作品

写这样的文字， 历来都是名人名家的活路， 与我等毫不相

干。 但鉴于罗杉相邀， 也称是一位知根知底的文友对朋友

成长的见证和收获的认同， 故而记下了这番慨叹。

2008年中秋

（梁仕培， 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历任南部县县委书

记， 阆中市市委书记， 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时为南

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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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一片蓝天
———读 《一个人的奋战》

·李盛文·

读了纪实文学 《一个人的奋战》， 算是读懂了李家安，

读懂了李家安的学校， 也大致读懂了民办教育。

我曾涉足过民办教育， 深知民间办教育之艰辛， 之困

难。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 国家倡导社会有识之士投

身民间办教育的事业。 然而， 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计划经

济， 公有体制， 国家所有一统天下， 民间办教育在萌芽便

被视为异类， 现在政策虽然解缚放开， 可在一些人的固定

思维里， 仍对民间教育关爱不足， 指责有余。 而今有人为

民办教育人士唱赞歌， 以文学形式反映民办教育艰难历程，

真是可喜可贺。

教育， 是振兴一个民族的基础； 教育， 是社会发展进

步的先导。 回首中国近代史， 那些有志复兴中国革命的先

行者， 基本上都是从办学堂， 兴教育开始的。 只有教育，

才能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 能够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高端人

才， 也才能够推动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进步与繁荣。 其

实， 中国的早期教育， 都是私人办学， 那时是民办教育占

主体地位。 到了清末民初， 出现了国立学校， 也只是凤毛

麟角。 据此可见， 民办教育在中国土地上发端很早，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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