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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从政与从文
同行，结合人生经历
与感悟创作优秀作品

邓文初，笔名闻楚。历任电气学校教员，佛山专区五金交电公司秘书，佛山地委

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南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南海市政协主席。1980年开始发

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柳梢月》《庭门柳》《看不见的路

障》，游记散文集《畅吟异国情》，小说散文集《人约黄昏后》，诗歌集《情无限》等。

“文学创作是我的兴趣爱

好，直到去年我还一直在写

作。”聊起文学创作，今年82

岁的邓文初有说不完的话题，

茶几上的一部部作品，正是他

文学生涯的见证。

邓文初一直坚持从政与

从文同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

他来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

富，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许多创

作灵感，让他能够文思泉涌、

笔耕不辍，不断创作出优秀的

作品。

从喜欢阅读到热爱写作
为何会与文学结缘？这要追溯到邓

文初上学时。

邓文初出生于增城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就聪明乖巧，自他进入小学，每天放学

回家都会马上放下书包，跟母亲一起下田

挣“工分”，放牛、种地、煮饭，帮家里干农

活。阅读成了他当时忙里偷闲的乐趣，虽

然每天都忙个不停，但只要有空他便手不

释卷，文学的种子在心中逐渐“萌芽”。

进入初中，由于家与学校距离较远，邓

文初选择了住校，校内的图书馆成了他日

常的“据点”。“其他同学喜欢去打篮球，我

就喜欢去看书。”邓文初回忆说，图书馆内

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了通向文学殿堂的

大门，让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美妙的文学世

界。上初二的时候，他已阅读了大量中外

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与

黑》等。初中毕业时，他读完了《毛泽东选

集》四卷。

喜欢阅读进而创作，邓文初开始用笔

来描绘生活、抒写理想、表达情怀。上初二

的时候，因一篇作文被老师评为全班最佳，

他萌发了当作家的梦想。后来，他还在校

内发起成立通讯组，经常带领同学外出采

访，多次向《增城日报》投稿，这也让他逐渐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此后的40多年间，邓文初先后当过

电器学校教务员，佛山专区五金交电公司

秘书，佛山地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

南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南海市政协主席。

虽然工作忙，他依然坚持业余创作，并一直

将其视为人生旅途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1980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第一篇

小说《沙田恋》后，邓文初一发不可收拾，

《羊城晚报》《作品》《南方日报》《南国》《佛

山日报》等都刊登过他的诗歌、散文、小

说。散文小说集《人约黄昏后》、游记文集

《畅吟异国情》、长篇小说《柳梢月》《庭门

柳》和《看不见的路障》等都是他的代表

作。此外，还有多篇论文刊载或收入《学术

研究》《岭南学刊》《中国领导科学文库》《中

国方域》等。2000年6月，邓文初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

“我对小说情有独钟，特别是长篇

小说，因为它是各种文学载体的集中

运用。”邓文初介绍，自己之所以喜欢

写长篇小说，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最深

入、揭示问题最深刻、最能发人深省。

珠江三角洲的岭南水乡风情和改

革开放的万千景象，为邓文初的创作

提供了灵感和题材。1997年，他的

首部长篇小说《柳梢月》出版，讲述了

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于东平河畔西水乡

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以女支部书记柳

月容为代表的人物群像，她从普通的

农家少女成长为副县长，又从副县长

的位置下来从事企业经营。她的经历

既坎坷又幸运，其命运的浮沉折射出

时代的变化、历史的转折。

“《柳梢月》出版后很多人问我，故

事中的女主角原型是谁？其实这都是

我的工作体会和人生经历的浓缩。”邓

文初说，写长篇需要深入思考人物关

系的处理，各种纠葛的分步理顺，各种

矛盾分层解决，千方百计制造高潮迭

起，像下棋一样动脑筋，很有挑战性。

《柳梢月》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

了热烈反响。1997年12月，广东省

文艺批评家协会和花城出版社在广州

联合举办了“邓文初长篇小说《柳梢

月》研讨会”，40多名专家、学者、作家

给予该作品高度评价：“由于作者的生

活积累较为丰厚，而且拥抱现实、面向

人生，所以这部以珠江三角洲农村为

背景的小说，能相当集中地概括表现

那个时期的政治风云，生动再现当时

的社会生活。”

《柳梢月》的成功，给予邓文初极

大的鼓舞。时隔不到一年，作为《柳梢

月》的姐妹篇，长篇小说《庭门柳》出

版，该作品在内容上做了拓展，把更多

笔墨集中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岭南农村

改革，在艺术创造方面较前者有所突

破。2001年，邓文初的第三部长篇

小说《看不见的路障》面世，随后，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把这三部长篇集结，

易名为《商海情孽》，由中国文联出版

社出版。

邓文初多部作品出版以后，受到

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省内外的专家、

作家纷纷撰写文章，从各方面评述邓

文初作品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

《岭南乡土新奇葩——邓文初作品评

论集》就是众多评论文章的选集，当中

特别赞扬《柳梢月》和《庭门柳》具有浓

郁的岭南乡土气息。

文学作品是没有地域界限的，其

差别在于反映时代背景、地方特色和

生活方式。因此，邓文初的作品不仅

有反映本土的时代风貌的，还有展现

异国风情的。他在多次出国考察后，

把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章，

出版了散文集《畅吟异国情》，向读者

介绍外国的地方特点、风土人情，世界

著名的名山大川、奇瀑异景，以及华侨

的生活情况、乡情厚谊。作品知识性

与可读性相结合，阅读后让人犹如亲

身来到异国他邦。

用“挤”出来的时间创作
回顾邓文初的创作生涯，其共推出个人

书作12部。作为一名业余作家，应如何合理

地安排创作时间？

“一方面，我可以在紧张的工作中汲取

养分，不断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激励着我

通过辛勤的写作去获取新的成果。”邓文初

回忆说。

邓文初的写作，源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和执着。在退休前，他作为一位领导干部，

分管农业，常需下乡，工作繁忙，因此，写作

只能用“挤”出来的时间完成。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到哪里工作，邓文

初身上都带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把工

作、生活中想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一些闪

光的、难忘的，值得深思的、需要探讨的，

随时记录下来。不论工作有多忙，晚上回

到家，他总要把笔记本上记录的事情，重

新整理抄录在分类的笔记本中。多年来，

他写下了一本又一本厚厚的工作日记，

而这些日记不仅是工作的记录，还成了

他文学创作最宝贵的素材。

“就像《畅吟异国情》这本书，里面写

的都是我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当时政

府每年都会组织干部出国学习考察，去

到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荷兰、日本等

地，途中我会观察、记录、思考，晚上回

到酒店就把当天的经历写下来，回国后

就把它们梳理出来。”邓文初说。

工作的繁忙虽然限制了邓文初的

写作时间，但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

作资源。因此，了解他的人都说，不论

散文、诗歌还是长短篇小说，他无不有

感而发。他的感受不是肤浅的、点滴

的，而是深入的、系统的，个中饱含着

他的经历、体验和人生感悟。

写作是一辈子的事，邓文初退休

后依然笔耕不辍，去年还参与完成了

《里汾村》一书的编著。里汾村位于

广州增城，该书从珠江三角洲丘陵地

貌的形成、村的历史沿革、各时期的

生产生活、民俗风情、人物略传等

11个方面，较详尽地叙述了里汾村

七百多年来的起源、发展、变革和改

革开放后的新面貌。“里汾村是我的

家乡，为村注史，我有一份责任。”邓

文初说，为了写这本书，村委发动

了村里的老师一起收集资料，他再

对资料进行梳理、汇总、编写。

回顾邓文初的一生，一直坚持

从政与从文同行，如今谈起自己业

余文学创作的经历，他也感触颇

深。在他看来，文学对提高个人

修养、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

极大帮助，可以提高个人的工作

能力和交际水平。“倘若我当初不

走文学之路，就不会有后来的进

步。”邓文初笑着说，如今写作已

是自己退休生活的一种消遣，图

一时之乐，同时也作为一种养生

手段，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我希

望能一直写下去。”

首部长篇小说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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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生活“闪光点”
“挤”出时间写成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