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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石珠

李长钦先生是我的师长。他和我都是湖南师范

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 1959 年毕业，我 1983 年毕

业。他的老师，有的也教过我 ; 他的同学，有的是我

的老师。我一毕业就分到郴州师专中文系从事现代

汉语的教学工作，一进校就认识了李长钦先生。在

与他不多的交往中，我已感受到了这位师长的独特

魅力。

李长钦先生也是我的老领导。他长期担任郴州

师专①的校领导，为郴州师专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尤其是在他退休之前的二三年里，他以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的身份主持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

1

① 郴州师专系 1958 年创办，1989 年学校升为副厅级，更名为郴州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是 2003 年升格为湘南学院的牵头学校。



校的行政工作，虽然是副校长的工资待遇，而从事的

却是校长的工作。

1990 年 9 月，我被调至学校办公室，任副主任，

负责文秘工作，一年后又以副主任身份主持校办工

作。此时，正值李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之际。在

李校长身边工作，我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也有

了更多的了解。李校长给我们布置工作时，总是和

颜悦色、轻声细语，即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些小小的失

误，他也是耐心指导，令人心悦诚服。他工作繁忙，

既从事管理工作，又承担了当代文学的教学任务，还

常常亲自写讲话稿，亲自写发言材料。对于来访的

师生，他笑脸相迎，耐心倾听。对待上级领导，他以

礼相待，决不奉承。在校办工作两年，我更多地聆听

了李校长的教诲，更具体地领悟了他与人为善、真诚

相待的为人之道和服务师生、不卑不亢的为官之道。

后来，我也忝列于学校领导，我一直是以他为榜样。

李校长的这些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读。细细品

味，我以为它们体现了一种风格，那就是平易朴实。

读其中的史学文章，我的体会是史料翔实，客观真

实。读其中的文学论文，我的印象是语言精练，独具

创意。读其中的讲话和发言文章，我的感觉是语言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
如
其
人

序

平易，感情真挚。他说的“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 ; 思

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既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

至理名言，可以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座右铭。他

在讲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深深的

感恩之情，更是令人动容。也许是在李校长身边工

作过的缘故，读他的讲话和发言文章，我还能形象生

动地回忆起李校长讲话时那和谒可亲、平易近人的

神态举止，大有如沐春风之感!

李长钦先生年至耄耋，耳聪目明，腿不软，腰不

弯，可喜可贺! 以耄耋之年，出版《反刍集》，更是可

喜可贺! !

是为序。

2012 年 9 月 写于湘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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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长钦 ( 代序 )

钟永传

我与李老长钦先生是忘年交，他长我十三岁，他

大学本科毕业时，我才初中毕业，他是我师长辈的

人。我们从相识、相交到本书出版，已逾四十年。四

十年来，我们过从甚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

九七二年春，我大学毕业经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后，分

配到郴州师范工作，成为李长钦的同事。是年夏，我

们接受了上级交代的一个写作任务，从此有了私人

交往。一九七三年，我们为编写教材，一起出差到外

地兄弟学校取经 ; 此后我们多次带领学生到农村、工

厂、矿山开门办学，逐步成为朋友。一九七七年秋，

我参加了他早已开始的湘南暴动调查研究，历时一

年多，行程遍及江西、广东、湘南。此次合作的成果

是写成了《湘南暴动史略》，是第一篇完整研究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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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论文，首载于《湖南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

一期，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研究论文

选》，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出版，在

党史界、军史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后来，李长钦被任命为郴州师专中文系负责

人，成了我的领导。一九八○年，他升任郴州师专副

校长，一九九○年任校党委副书记，是学校主要领导

之一。一九九○年秋，我忝列郴州师专党委宣传部

长，不久又增补为郴州师专党委委员。从此我与李

长钦又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同事，直至一九九三年他

退休。

在工作之外，我们还是铁杆“散友”———散步的

朋友，几十年如一日，几乎风雨无阻。学校田径场

上、校外马路边留下了我们的累累足迹。海内外大

事、轶闻趣事、养生之道是我们散步最常见的话题。

一次，我问随同我们一起散步的李长钦的长公子一

新: “什么叫散步?”还在读小学的他，竟然为散步下

了很经典的定义: “散步就是走空的。”意为没有目

标、没有要求，随意而行。李长钦的两个公子一新、

一民都同我的关系很好。有两次李长钦短时间外

出，当时还是单身汉的我曾带一新同吃同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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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钦作为一名高校领导和现当代文学教师，

在校内外各种会议所作有影响的报告和发言，所写

有分量的文章，远不止这些，但他只选出十余万字编

成本书，足见他治学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篇

《白薇年谱》前后近三十年，不断查阅资料、采访当事

人，进行增补，使之更完善。就是这样一篇具有新文

学史料价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著述，他也是在我多

次催促下才肯拿出来公开发表，发挥社会作用和学

术作用。

我与李长钦性格迥异，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也不

一样，但我们能几十年保持长久的友谊，这在人与人

的关系中是不多见的。对此，我们探讨过其中的原

因。对许多问题看法或态度的相同或相似是我们友

谊的基础，这叫人以群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

互帮助是关键，这对人与人之间搞好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做得很好。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对

我的宽容，我对他的尊重。他为人谨慎老成持重，待

人和善口碑颇佳，做事踏实而包含智慧，为人处世低

调但受人尊重，令我十分佩服。他无不良嗜好，性格

平和，坚持锻炼，保健有方，关心时事，热爱生活，因

而如今他年过八旬，仍身体健朗，思维敏捷。我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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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优点学不到家，但心里是把他当学习榜样的。

现在我也年届古稀，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至少再有十

多年二十年伴随着我们健康愉快的人生之旅。

二○一二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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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湘南暴动调查和写作

一九七七年秋

为了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逝世一周

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湖南师范学

院学报主编杨布生同志专程来湖南师范学院郴州分

院组稿，约写一篇有关朱德同志参加、领导湘南暴动

的文章。在我院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对朱德、陈毅同

志领导的湘南暴动的历史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

查。参加调查的有中文三班全体同学和部分老师。

到了宜章、汝城、桂东、资兴、郴县、永兴、耒阳七县五

十四个公社九十四个大队，还到了湖南省军区、省博

物馆、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调查访问。共

走访了三百一十五人次，召开了五十八次座谈会。

1



整理了一百九十一份材料，约六十万字。① 在调查的

基础上，写出了《湘南暴动中的朱德同志》《朱总司

令在湘南》《湘南暴动、奔向井冈》《朱德、陈毅同志

领导的湘南暴动永垂青史》等文章。被《光明日报》

《湖南日报》《湖南师范学院学报》《新湘评论》《湖

南广播电台》采用。这次调查写作，使我们认识到 :

调查研究是洗刷唯心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一

环 ; 是写好文章的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毛主席也教导我们: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查阅文献资料、档案材料，认真学习

前人调查研究成果

毛主席说: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

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③

湘南暴动快五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后各县对湘南暴

动的历史都作过一些调查。因此，查阅文献资料、档

2

①
②
③

湘南暴动调查材料共八本，已交原郴州师专文书档案室存档。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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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材料，认真学习、接受前人调查研究成果，非常必

要，可以为再调查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材料掌握

越多，下去调查胸中有数，才能与被调查者有共同语

言，亲切交谈 ; 才能分清哪些情况是过去已经调查到

的，哪些是新史料 ; 也才能有把握分清史料的真伪。

我们接受调查湘南暴动的任务后，就查阅了《湖南省

志》《星火燎原》《中共党史》，请政治教师讲湘南暴

动概况。整理了《朱德同志进入湘南概况》《回忆录

中的朱德同志》等材料，绘制了《湘南暴动略图》，使

下去调研的师生对湘南暴动有大体了解。调查组到

县后，认真查阅档案材料、各县编写的革命斗争史略

中有关湘南暴动的章节。去汝城、宜章的同志还查

阅了县志、革命烈士档案。

查阅文献资料、档案材料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因为这些资料和材料都不是完整地摆在那里等你去

查阅。有时要多次联系才能接待你 ; 有的要找几次

才能找到。例如省博物馆保留一份省军区编写的战

史资料，我们曾写信给在博物馆协助工作的郴州籍

同志摘抄，但摘抄很简略。五月份去长沙送稿，多次

联系，博物馆才拿出来给我们查阅、摘抄。省哲学社

会科学院保留一份湘南特委团委书记写的关于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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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给党中央的报告。我们获悉这一线索，多次联

系，才同意查阅，并全文抄下。查阅文献资料、档案

材料，随便翻翻，都能做到。在没有复印设备的情况

下，要把它们完整地抄录下来，非有很大的毅力不

可。我们去桂东、宜章的师生，都抄了十多万字的材

料。特别是桂东，只去了五人，他们把毛主席、朱德

同志在桂东活动的史料、陈列馆的解说词都抄了下

来。五月，我和徐宝来同学①去长沙送稿，住在湖南

师范学院招待所，正是雨季，徐宝来同学早去晚归，

在省博物馆一个矮小桌子上，抄了上万字的材料。

采访湘南暴动的参加者和目睹者，

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

查阅文献资料、档案材料，接受前人调查研究成

果，有助于自己亲自作调查。只有进一步深入调查，

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才能超出前人的结论。否则，

就是焦裕禄②所批评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参

4

①

②

徐宝来，汝城县人，中文三班学生，中共党员，任汝城县党史办
副主任。

焦裕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一九六四年五月病逝，焦裕禄的
话见新华社通讯: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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