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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大围山!

一大围山镇志》序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扬

38年前，1965年9月10日，我从长沙“上山下乡”来到浏阳。在城关稍憩后，继续往东走。过官渡后，车队行进

方向的左侧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高耸的山脉，有如天然屏障般绵延起伏。越往东走，山脉越雄伟，山势越险峻；到

我们下车的地方，可以看见正前方也横亘着一道巍巍高山。那高山的巅峰一座连着一座，伸向远方，直至隐没在天

边；那高山色彩绚烂，青蓝紫黛，变幻无穷，气象万千⋯⋯ ·

“啊，大围山!”我兴高采烈，叫出声来。我自幼受文学和美术的熏陶，生性喜欢山，喜欢大山，喜欢森林密布的崇

山峻岭。但是，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大中城市，只在“艺术”和幻想中见过大山，从来没有真正去过。而今，我终于投入

大山的怀抱，与它融为一体⋯⋯

“文似看山不喜平”——大概是性格使我的文章起伏跌宕，使我能成为作家。不过这是后来的想法。而在当时，

我只是知道，尽管农村生活清贫艰苦，但我仍然喜欢大围山，热爱大围山，从未为1965年的选择懊悔过。下乡不久，

1965冬，我站在流经中岳公社南岳大队茶场(现中岳村上车组)的大溪河河床沙洲礁石上，远眺大围山，画了一幅水

彩，画面上远方是烟霞蒸腾气势磅礴的大围山，山下是汇集百川奔涌而来的浏阳河⋯⋯

我给这幅画取了一个标题：《啊，大围山!》 ·

今天，我又将它作为这篇序的标题，以抒发内心深处一种历经几十年而从未消褪过的情感。后来，我离开浏阳，

成为所谓“国家干部”和“作家”，长期辗转于各大城市之后，也总是怀念着、眷恋着大围山；在与胡耀邦、王首道、李锐

等浏阳籍或湖南籍老同志交谈时，我总是自豪地声称“我是从浏阳大围山出来的”，或“我是浏阳大围山的人”。特别

是在跟耀邦交谈时，我宣称“我们东乡的景物比你们南乡强多了!”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鲁莽感到不安，不料耀邦

已经连连点头了：“是的，是的。”至于首道同志，本是东乡人，与我“同乡”，我不好“吹嘘”了，但与他之间最热烈的话

题便是“我们东乡”，我的“故乡”与他的故乡其实只是分别坐落在大围山的两麓而已。李锐是平江长寿人，那里与大

围山只有“一山之隔”，那条在大革命时期与大围山一样被硝烟熏黑被鲜血浸透的山脉叫作“九岭”——这使我与他

之间平添了许多令人激动和感伤的话题⋯⋯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与人谈起大围山，笔下经常写到大围山，一有机会也总是再回浏阳和大围山走走，而且很想

回来居住。我终于在尚未退休之际带着全家回浏阳定居了；本想“一步到位”，回大围山的，但因生活、工作方面的原

因，还只得暂时“屈居”市区。不过，我们全家计划着，过几年还是要回大围山的!

我是喜欢看看并看过不少方志类书籍的。这次摆在我面前的《大围山镇志》，算是一个“小志”，顾名思义，毕竟

只是一个乡镇级的地方志嘛。然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何况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极其丰富厚重的历

史、文化、自然底蕴，这就决定了《大围山镇志》的非同寻常。《镇志》记事时间为1922—2002年，凡81年，而我与大

围山区发生密切联系的时间近40年。我对这片土地的前溯性探究则更加久远。今天翻阅《镇志》，许多人物、地点

和史实犹历历在目，十分熟悉，深有感触，甚至很动感情。

略举一例吧：当年我在大围山经历了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从“社教”到“文革”，漫长岁月中被围剿得最凶猛

的是1961年那条所谓“鼓吹分田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的“霞光道路”。但即使在当时，在极左的恐怖岁月中，我也

一听就知道“霞光道路”其实是正确的。20年后的1985年，省里召开农村题材会议；会后我立刻赶回浏阳采访，并在

1985年第8期《湖南文学》上发表了我一生中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农村题材”作品——报告文学《大围山上的

“霞光”>，深情回顾并热烈赞颂了当年的“霞光道路”和为此而受尽苦难的人们。我在作品末尾指出：“霞光’，预示

了今天神州大地的一轮红日”——这大概是第一篇公开为“霞光道路”平反的文字材料。

这次，《大围山镇志》所附《“霞光道路”的前前后后》一文对那段重要史实说得全面而透彻，其结尾堪称气贯长

虹：“霞光人早于小岗人17年就进行了‘生产责任制’的实践⋯⋯虽然‘霞光道路’被扼杀了，但共和国的史册一定会

记住它的。”



2 大围山镇志

——是的，大围山人民在1949年之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在1949年以后何

尝不是如此?!所有这些牺牲和贡献，翻开《大围山镇志》，都历历在目；所有这些牺牲和贡献，都将与大围山一样巍

然屹立，与世长存。
。

即使是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大围山息息相关。拙作《第二次握手》，建国50周年时曾人选“感动共和国的50本

书”——这本书先后写过十几稿，而其中以手抄本形式在全中国传播的1970年稿，就是在大围山写成并在以后的岁

月中“影响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中国人”的。

1965年我刚到浏阳时，大围山还是一个几乎不为世人知晓的偏远山区；后来，由于“上山下乡”和大批“知青”的

来到，使其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而今，由于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由于大围山本身具有的绮丽风物和极其

富饶的自然资源，由于“大围山人”的改革开放努力进取，才使它成为众所周知的湖南最美好的地方之一。《大围山

镇志》的问世，会帮助和促使人们更加了解、神往并喜爱这个极其美好的地方。

●

200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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