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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芸芸众生中发现李鸿

章，并将他培养成了自己事业的接班

人。他之所以选中李鸿章，不外乎两

点：一是志，二是才。志气和才华二

者同时具备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李

鸿章出道不久，就引起了曾国藩的关

注。

曾国藩的事业是自己打下的，但

却是由李鸿章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没有李鸿章，曾国藩的势力和影响不

会延续到清朝的灭亡，而没有曾国

藩，李鸿章可能只是个普通幕僚或者

是地方小吏，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曾国藩被称为清代权力最大的

汉人，虽然官位没有达到最高，但是

却建立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武装。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培养了几代人

才，这些人才，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进程。他的影响至深至远，近现

代的著名人物，几乎全都受过他的启

迪和影响。李鸿章这个主持晚清政

局三十年之久的政坛巨子，正是曾国

藩刻意培养的“种子”，继承并完成他

的事业。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立志高

远，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以有无志

向作为取舍的标准。他教育子弟，更

是以立志作为第一要义。志不立，无

可成之事，没有了志向，一切都无从

谈起。李鸿章之所以得到他的青睐，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鸿章从小就怀

有远大的志向。但是李鸿章的志向

仅仅是“功名”，曾国藩则把他引入安

邦定国、济世利民的正途上，把他的

人格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县人，世称

“李合肥”。和曾国藩的家族一样，李

家也一直没有人考中功名。直到道

光十八年（1838年），李鸿章的父亲李

文安考中进士，李家才成为当地的望

族。

李鸿章来到北京的时候，刚刚二

十出头，风华正茂。他发下了“遍交

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

愿。所以到京不久，他就以“年家子”

的身份投帖拜当时已经稍有名气的

曾国藩为师。

而曾国藩此时正在积极发现人

才，培养一大批有志之士，为将来的

事业做准备。曾国藩对他非常照顾，

把他推荐给一个朋友教育其子女，李

鸿章回忆说：“蒙曾夫子垂爱，荐馆于

何仲高幕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

应顺天恩科乡试，考中了第48名举

人。第二年，李鸿章又参加了恩科会

试。曾国藩是会试的同考官，也就是

他的“座师”。可惜的是李鸿章没有

考中，曾国藩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

因为曾国藩自己也是考了三次才考

中。而且还是三甲。曾国藩的许多

好朋友，如刘蓉、罗泽南、左宗棠等，

则是终身都无缘进士的尊称。经过

一年多的调教，李鸿章的诗文已经大

有长进，很受曾国藩的青睐。

此时李鸿章年轻气盛，一心想金

榜题名，获得功名。曾国藩则借机对

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

这一年的夏天，曾国藩因为患肺

病，在城南的报国寺静养，闲暇之时，

就和门人弟子谈经论道。李鸿章几

乎是每天都要来请教。这时，曾国藩

对诗文很少教授，而是更多地传授

“义理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所强调

的恰恰是“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正是

曾国藩的得意之学。曾国藩认为“文

章不是救时物”，只有经世的学问才

是真正的学问。其真正的目的，在于

培养李鸿章的使命感，摆脱功名利禄

的束缚，提高自己的人生志向。跟着

这样一位名师，李鸿章的人生登上了

一个新台阶。

1979年，安庆农村长大的海子以高出当年安庆地区

高考录取分数线8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专

业，那年他只有15岁。

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

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

26日黄昏，他以一个孤独的歌者身份，在山海关至龙家营

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以“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

（西川）的方式（卧轨）极速奔向天堂，生命的年轮永远地

凝固在25岁，令人惋惜、痛苦、悲情……这位天才诗人，只

为诗歌而生，也许他在启示诗歌是崇高而严肃的艺术，他

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

在海子留下的诗歌中，有100多首极为精粹的短诗，

读后令人觉得美不胜收，简直可以和欧洲许多经典抒情

诗人媲美。某些徐缓的抒情又令人想起夸西莫多，其神

秘性令人想起十四行诗，又想起童话世界。一位大学生

如是说：如果说顾城的诗歌领他们进入早隔绝已久的那

个纯洁童话世界，那么海子的诗则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时常感觉疲惫失望的心灵感受共鸣和温暖。海子的诗，

成为那个时代学子们心灵慰藉的良方了。

成就海子的是其诗歌，荷尔德林是海子所热爱的诗

人，“‘安静地’、‘神圣地’、‘本质地’走来，热爱风景的抒

情诗人走进了宇宙的神殿。风景进入了大自然，自我进

入了生命。没有谁能像荷尔德林那样把风景和元素完美

地结合成大自然，并将自然和生命融入诗歌——转瞬即

逝的歌声和一场大火，从此永生。”（海子《我热爱的诗人

——荷尔德林》）海子正因为这种热爱，1989年3月26日，

他躺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实现了他与大自然的特殊

结合，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

海子似乎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

灵魂的知已，因为他太偏颇了。他不会骑自行车，他不看

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他不跳舞，也很少说话，他活

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大地共语的世界，好像没有人能

懂他，他不能忍受尘世的那种日常生活。他的诗是超越

理想，是一个与平凡生活不能共容的超脱。

海子就如生活在童话的国度里，天堂的意象扎根于

海子的心灵，但是城市流浪者的形象、脆弱而敏感的心

灵、理想的不可能实现构筑成了诗人极为忧郁的品格。

他的诗歌当中，处处充满了诸如死亡、黑色、黑夜、悲伤、

殷红的落日、无限漫长的黄昏等意象，这是诗人自我理想

的极度张扬以及对于庸常生存现实的深刻屏弃与蔑视。

他从不甘于寂寞，在他压抑的心灵中奔腾着运行不息的地

火，热情地感染着读者的心灵。在他临死前的两个月，留

下了他一生中最为温和、充满了希望和眷恋色彩的《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

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这成了北大人的共勉。海子让诗歌和自

由成为不朽。2001年，这首诗歌还被选入中学课本。

是的，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挚的“热爱乡村的孩子”，一

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梦，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伟大灵

魂。但是，我们能够聆听海子的诗歌，还可以在他留下的

字里行间，寻找到生命中最真实、最辉煌、最温暖的那些

价值；还可以诵读他那些动人的、铿锵流畅的、充满神奇

想象力的诗句。

红色五月，天气宜人。早起，经

长途驱车，抵达金寨县城。众口一

词，首站选择集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诸多

宠爱于一身的天堂寨。

天堂之美美在石。天堂寨峰峦

叠嶂，怪石、奇松、云海、飞瀑巧夺天

工，相得益彰。以石为中心，茂林修

竹，云雾飘渺，鸟声啁啾，相映成趣。

环顾四周，或巨石突兀，或千奇百怪，

或娇小玲珑，欣赏把玩，似乎都有灵

性。贾平凹说：石头似乎要发酥呢！

看来这不是虚言，人的心情与这石头

是有一番灵犀的。与石相伴，偕绿同

行，步伐轻盈。龙剑峰龙脊绵延，脊

上异石奇松，造型各异，有雷劈石、龟

松同寿等景点；最高峰白马峰神似一

匹骏马，连接两地，马头在鄂，马鞍、

马尾在皖，气势可畏。此处奇石千

姿，屈原问天、鲸鱼出海、天堂佛等

等，无不惟妙惟肖，仔细品味，意趣多

多。

天堂之秀秀在水。这里是绿色

画廊秀水天堂，飞瀑流泉，潭净溪清，

湖平池绿，皆有不同的神韵。瀑布在

石壁间或倾泻或流淌，溅珠或硕大或

匀细，雄壮的泻玉瀑，婉约的含羞瀑，

大小十余条瀑布各无雷同。立于瀑布

之下，凉爽之极，仰首观之，洁白与青

翠亦是一种永恒的视觉搭配。徜徉其

中，溪流如弓背，山路似弓弦，曲径通

幽，绿意鲜明，美丽让人目眩。秀水清

冽甘甜，长年与石耳鬓厮磨，彼此也熟

稔了对方的秉性。夏日里，探幽觅奇

的人们感受到许多清凉，人在泉上过，

水从脚下流，别有一番意境。

天堂之乐乐在食。观趣石异景，

游奇峡幽谷，生态佳境令人留连，然

口腹之欲亦必须满足矣。于是寻一

农家乐餐馆，不需豪华的包间，但要

有农家的亲切和爽洁，点数样无污染

特色菜肴。山蕨菜烧野猪肉、家常熏

肉、剁椒小河鱼、鸭蛋干子、将军菜烧

肉、魔芋粉饺、石斛、山笋……，饮啜

着芬芳醇厚的农家米酒，共话风土人

情，名优特产，化解了奔波观景之劳

累。饭后，大家纷纷到厨房参观，顺

便找一份正宗的农家锅巴，这是小时

再寻常不过填饱肚子的饭食，现在却

是一份难得的享受。

名师与名徒
石斋 守望灵魂的海子

海心

秀美“天堂”
仇多轩

经海选、录制历时两个多月的《当红不

让》“红歌嘹亮”终于在7月初落下帷幕。“红

歌嘹亮”是安徽综艺频道为献礼建党九十

周年而举办的“全民唱红歌”的歌唱比赛。

在各地市赛区计有2000余普通群众参与了

海选，继主题节目播出后报名电话仍络绎

不绝。充分让人感受到广大群众对红歌的

热爱、熟悉和参与热情。红歌，成为今年的

一种时尚力量，选手们在《当红不让》的舞

台上，用唱红歌的形式歌颂党、歌唱祖国，

歌唱美好的生活。

从全省各地选出的百余位歌唱精英经

过三十场日赛、6场周赛的比拼后，终于诞

生六位实力强劲的周冠军。在此期间，《当

红不让》秉着“唱红歌、送红歌到各地”的宗

旨，分别走进合肥安居苑、琥珀潭、省军区，

怀宁，铜陵，滁州进行六场周赛。7月5日，

《当红不让》栏目组“红歌嘹亮”最终站走进

安徽亳州古井集团，在当地人民高涨的热

情中进行总决赛的录制。本次活动得到了

主题活动冠名单位古井集团的大力支持，

古井集团党委、工会组织群众观看了精彩

的总决赛，并组织青年志愿者维持现场秩

序、为群众发放礼品及饮用水等。在《当红

不让》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倪鹏、谢海波、

王海燕、曹珊珊等为现场观众送上了好听

的红歌，评委邝实、王海燕联袂同台演出。

此外，亳州当地优秀歌手田原、李迎迎面对

《当红不让》带来的众多高手不甘示弱，以

歌会友，精彩献唱。

从当地选出的二十位大众评审参与了

节目的录制。除接受主持人随机访问外，

他们还有权利投出自己关键的一票，二十

位大众评审的赞成分直接计入选手最终成

绩，这样的形式更公平公正、更直观地决出

比赛的最终结果。经过一轮的演唱比拼

后，最终许青山高分胜出，夺得“红歌嘹亮”

总冠军，获得价值3万元的古井贡酒年份原

浆26年收藏版一瓶与1万元现金奖励，樊海

波与牛克重分别夺得亚军和季军称号，分

别获得价值8000元、3600元的年份原浆一

箱与现金奖励。

综艺频道《当红不让》“红歌嘹亮”总决赛走进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