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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拂青丝心向阳，沿淮三月柳条长。平川雨洗
纤尘渍，大野风梳碧玉妆。春日暖，夏风凉，家家户户
织琳琅。五洲四海天辽远，好梦今宵织满筐。”

每每诵读六安诗友祝家明的这首《鹧鸪天 吟
霍邱柳编》小令时，脑海里便浮现出杞柳随风摇曳的
景象，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霍邱柳编的前世今生。
阳春三月，在杞柳种植基地徜徉，满眼一望无垠

的杞柳，沐浴着和煦春风，青翠欲滴，充满勃勃生机；
数不胜数的万千枝条，宛若少女的秀发，在阳光照耀
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不已！

杞柳，又名柳条、绵柳、簸箕柳、笆斗柳、红皮柳，
落叶丛生灌木，适宜河流两侧低洼易涝地和荒滩生
长；主根少而深，侧根比较发达，耐涝、耐寒、耐碱、耐
高温；在水淹长达两个半月的情况下仍能生长，在无
雨季节可防风固沙，雨季到来时可防洪护堤。广置杞
柳，不仅可以保护农田，发展观光农业，还可以调节气
候，促进生态平衡。生长在淮河岸边的杞柳，枝条粗细
匀称，无分叉，光泽度好，柔韧性强，是人们非常喜欢
栽培的树种，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垂青与呵护，生生不
息，旱涝不绝，彰显出无穷无尽的魅力与神韵。

(一)
霍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游南岸，西与河

南固始接壤，东傍淠河与寿县交界，南与裕安、叶集
区毗邻，北依淮河与阜南、颍上两县隔水相望。域内
拥有城东湖、城西湖和大小水库几十座，由西往东，
史河、泉河、沣河、汲河、淠河等大小河流穿境而过，
大小塘堰，星罗棋布，水域面积高达1.42万公顷。特
殊的地理位置及环境，造就了滩涂众多，其中82千米
淮河大堤内外有滩湾洼地36万余亩，这里自古以来

就生长着难以计数的杞柳、芦苇、荻柴等木本和草本
植物，为黎民百姓生存繁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生产生活资料，既是活命泉，也是摇钱树。

据史料记载，早在6000年前，霍邱这块膏腴之
地就有人类生活。春秋初中期为蓼国属地，公元前
622年被楚公子燮所灭，设蓼邑，归楚国管辖。大约
在春秋前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利用随
处可见的杞柳资源，制作一些简单的筐、篮、篓等生
活用品，方便生活。做工原始粗糙，主要突出实用
性，能储运东西即可。
创造古蓼文明的先人们，在淮河南岸繁衍生息，

传承着生产生活本领，其中柳编技艺也得到了继承
与发扬光大。到明清时期，柳编比较兴盛，大多数农
家都有人会编筐打篓，部分家庭将多余的柳编产品
拿到街市上出售，赚取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掀起治淮热潮，并
大力发展农村集市贸易，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产生
活水平。柳编工艺重获新生，再度得到兴盛与发展，
产品由十几种增加到几十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
人景象。人们赶集上店，都能够选购到中意的柳编
产品，主要有抬篮、提篮、挂篮、洗衣篮、粪筐、笆斗、
簸箕、笸箩、团簸、柳箱、渔篓等。这些日常的生产生
活用具，工艺趋于细腻，款式趋于多样，比较敦实耐
用，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沿淮各地传统的庙会，渐渐演变成物质交流大
会。每逢会期，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交易的物品堆积
如山，种类齐全，多姿多彩，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乏
款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柳编产品。许多农人肩挑、身
背、手挎着选购的柳编制品，笑逐颜开地返回村庄，
随时使用，发挥应有功用。一旦用坏，便寿终正寝，当
作烧锅柴火，煮饭炒菜，丝毫都不浪费。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吹
亮了沿淮人民的眼眸，吹醒了沿淮人民的心灵。他
们瞄准家乡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杞柳等资
源，结成团队，发展壮大柳编产业，大力提升利用
效率，把昔日的烧锅燃料变成摇钱树和财神爷，变
成脱贫摘帽、发家致富的金根银杪。

地处淮河南岸的临水镇的潘同春和姜家湖乡
的姜家辉等人，发扬敢于带头吃螃蟹的精神，分别
在家乡小店村和姜台村，率先成立小型柳编厂，将
长期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编织艺人，集中到厂内编
织，既可保证编织时间，又便于相互切磋编织技
艺，提高编织质量，并初步形成有组织、有纪律的
编织队伍，攥紧拳头，形成合力，主动奔赴市场，搏
击风浪，大大增强了抗御风险的能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花独放不是春，众

花齐绽春满园。在潘同春和姜家辉等人的启发和带
动下，古蓼大地沿淮沿湖乡镇的编织农户，积极主
动抱团取暖，雨后春笋般成立上百家大大小小的柳
编企业，仿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光芒，为成
百上千的编织户寻到了脱贫之路，开启了致富之
门。其中规模较大、经营范围较广的柳编企业主要
有华安达、庆发湖、天华、绿缘、益佳等公司。经过20
多年的滚动发展，霍邱柳编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覆盖临淮岗、临水、朱港、周集、范桥、王截流、城
西湖、新店、宋店等近10个乡镇。截至2003年，杞柳
种植面积由改革开放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10余万
亩，形成柳编专业村50多个，加工的能工巧匠3万
多人，销售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柳编企业达
30余家，其中有出口创汇实绩的19家，产品销往欧
美和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近2亿
美元，成为霍邱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撑起了一片新
天地。沿淮老百姓高兴地说：“柳编，编来了楼房，编
来了新娘，编来了幸福，编来了小康！”

(二)
霍邱柳编产业在企业积极作为、政府鼎力推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呈现出快速发展、欣欣向荣
的喜人态势，带动乡村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海内
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庆发柳编集团乘
势而为，投入4000万元人民币，在临淮新镇兴建占

地260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柳编大市场，是华东
地区最大的柳编产品集散中心。内设柳编技术研究
部、培训学校、生产车间和样品展示厅，为人才培
训、产品研发、样品选购和成品加工提供系列服务。
一栋栋生产车间和产品仓库，造型别致的展示大厅
以及研发中心办公大楼，鳞次栉比，高端大气。西依
农民公园，北傍淮河主航道，面临新镇大街，水陆交
通便捷，绿树成阴，渠水绕流，花香四溢，环境优美，
别有洞天。柳编展示大厅内依次摆满形态各异的样
品，有厚重大气的沙发、圆桌、坐床，有古色古香的花
瓶、茶几、板凳，有小巧玲珑的花篮、果盒、提篓，还有
造型新颖灵巧的插件、挂件和栩栩如生的鸡鸭兔等
小动物，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

柳编大市场的建成，吸引沿淮3万编织农民从事
杞柳编织，柳编生产范围辐射沿淮湖近20个乡镇，在
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建立28个直属分厂、56个生产
点，在深圳、山东临沂建立了柳编出口分公司；销售
市场拓展到欧美及东南亚30多个国家和地区，柳编
工艺品还走进了美国白宫，创造了出口营销的奇迹。
华安达集团旗下的淮美奇工艺品有

限公司，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
同利、省级非遗传承人潘
勘、市级非遗传承人沈
家明等带领下，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成
立拥有20多人的
柳编工艺品专业
研发设计团队，
他们始终瞄准市
场需求，融入现代
生活元素，依凭超前
的时尚设计理念，每年
在传统花艺篮、果蔬篮、
园艺工艺品和装饰工艺品方
面，迭代创新品种达5000个以上，牢
牢占据市场先机，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柳编工艺
品生产领域的常青树。

随着霍邱柳编的声名鹊起，影响日隆，地方政
府及相关部门，紧抓机遇，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
非遗项目和生产保护示范基地，同时申报霍邱柳编
非遗项目传承人，均取得成功，让人刮目相看，为提
升霍邱知名度和美誉度做出重要贡献。

2008年12月31日，霍邱柳编被国家质检总局认
定为地理标志产品。2020年7月27日，入选中欧地理
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2007年12月28日，入选六安
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2008年12月4
日，入选安徽省第二批非遗项目目录；2011年5月23
日，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批非遗项目目录。
华安达集团(公司)总经理潘同利于2009年12

月31日被批准为霍邱县第一批非遗项目(柳编工
艺)传承人；2013年7月30日，被批准为六安市第三
批非遗项目传承人；2015年3月2日，被批准为安徽
省第五批非遗项目传承人；2018年5月8日，被批准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批非遗项目传承人。

2024年3月20日，中国文化旅游部公布
《2023——— 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名单》，作为霍邱柳编项目依托单位
的霍邱淮美奇工艺品有限公司，被认定为“霍邱柳
编生产保护示范基地”。保护范围为临淮、临水、周
集、城西湖、宋店、新店6个乡镇所辖行政区域。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发展进步，霍邱柳编工艺
水平日益提高，不再拘泥于农耕生活之所需，在继
承古代柳条的削制、分捻、立编等工艺手法基础上，
大胆开拓，不断创新，编织工艺日趋精湛，发展成精
编、细编、透花编、套色编、染色编、混合编(柳竹混、
柳麻混、柳木混、柳草混、柳草木混)等几十种编织
技法，由农渔业领域延伸到家居、服饰、园艺、庙堂
等多个领域，形成独树一帜的柳编新型工艺技术，
发展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时尚和艺术表达方式，令

人眼界洞开，叹为观止。呈现出以下特点：
纤细柔韧。柳条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便于编织、

折叠、结扎，柳编作品具备细腻和流畅的线条。
色彩丰富。既可使用柳条的自然颜色，也可以进

行染色，使作品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光彩迷人。
生动逼真。柳编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各种动

植物、人物和景致的生动形象，形神兼备，呼之欲出，
给人以生动写实的感觉。
实用性强。作品可以用作生产、装饰和馈赠的礼

品，也可用于一些实用工艺品的制作，如桌、椅、床、
茶几等，既美观大方，又经济实用，深受用户欢迎。
霍邱柳编除了具备上述特点外，在质量技术要

求方面也十分严格。其栽培品种必须是霍邱沿淮环
湖洼地原生杞柳品种，即霍邱大白皮柳条。对杞柳生
长的土壤和地块有明确要求，土层深厚肥沃的湖滩
地或低洼潮湿的淤土细沙湿地，pH值在5.2至5.66
之间。在扦插、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收割等环节，
都有具体明确要求，不可越雷池一步。用于编织的柳
条选择粗细匀称、无分叉、光泽度好、韧性强的，否则

被视为废品或次品，弃之不用。必须手工
编织，选择经编、扭编、平编、立

编、钉编中的一种或多种组
合进行编织，杞柳条占
成品表面积的80%以
上。编织的成品手感
光滑，其性柔韧，耐
撞击、摔打、挤压，
无霉变，无异味，无
斑痕，无污染，透气
性强，经久耐用，生

态环保，质量上乘。
柳编的加工流程也

比较复杂，需要经过选料、
浸泡、漂白、清洗、编织(或造型)、

修理、熏蒸、染色(或喷漆或打蜡)、晒干
(或烘干)、包装十道工序，方能装车装船托运，投放市
场，供广大客户选购。
为保证霍邱柳编符合生产标准，不发生质量问

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
单》于2019年11月，由国家文化旅游部对外公布，霍邱
县淮美奇工艺品有限公司获得霍邱柳编项目保护单
位资格。2023年10月31日，霍邱柳编项目保护单位评
估合格，并公开发布。该公司始终加强管理，严格按照
标准生产，不断创新产品，拓展销售渠道，赢得了广大
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公司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营业额稳步上升，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5030万元人
民币，纳税164万元人民币，受到地方政府表彰。

(三)
柳编工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不

仅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装饰领域，还被用于艺术
创作和文化活动，富有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
传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和审美观念，体现华夏
民族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其次，其制作需要耐心
和细致的工艺，培养了人们的耐心和专注力，对提
高人们的优良品质有着积极影响。再次，柳编还具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柳条的韧性代表着坚韧不拔
的精神，其作品中的花鸟图案寓意着吉祥与美好。
各级政府认识到柳编的文化内涵和较强的带

动力及影响力，持续加大对柳编产业的扶持力度，
帮助企业组建研发团队，通过免费举办柳编手工艺
培训班、组织传统工艺品设计大赛、举办柳编工艺
品展示营销活动等途径，为柳编产业发展壮大保驾
护航，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取得良好成效。华安达
集团董事长潘同春感慨地说：“没
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植，
没有社会方方面面的热情支持，
我们公司发展不到今天，取得不
了这么多显著业绩与诸多荣誉。
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党的恩情，

决心不负组织栽培与希望，继续加倍努力，争取更
大的成绩，带领更多人走向富裕安康的生活！”
为助力霍邱柳编等特色工艺品加速出口，六安海

关一对一指导企业建立完善的溯源管理体系，完成出
境的柳编制品生产企业注册登记，定期梳理辖区内需
要对外推荐的注册企业，做到应推尽推，引导企业关注
输入国家和地区最新政策。建立及时沟通反馈机制，
解决通关疑难问题；推行预约申报、远程查验等便捷
举措，落实证书自助打印、智慧审批等便利措施，让货
物通关提速增效，倾心为柳编出口创汇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让受益企业感动万分，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

(四)
多年来，霍邱柳编企业始终注重产品宣传与营

销，积极参加旅游商品展销会和广州贸易交易会，
不断提升知名度，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安徽庆辉工
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沙涛参加广交后高兴地说：

“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断创新改进，深受国外客户青
睐，订单生产周期已经排到2025年。”

霍邱首上柳编工艺品有限公司参加广交会，没
有使用线上“连线展示”和“VR展位”功能，却以一段
企业介绍词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古老的淮河，清澈
的河水，一望无际的风吹柳低见牛羊的嫩绿的杞柳
滩……就是我们美丽家园。这里的人们从小就在淮
河边割草放牛、编筐打篓，练就一手柳编绝活。”这
段话质朴无华，充满对家乡和家乡特色产业的热爱
之情，读后让人心动不已，收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
果，赢得了丰硕的订单，格外欣喜。

随着霍邱柳编产业的崛起和对外影响力的提
升，吸引省内外诸多高校学子前来研学，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深受教育与启发。
早在2014年，上海复旦大学就将临淮岗景区

确定为研学基地，连续多年安排师生前来参观柳
编大市场和柳编展示大厅，走访编织农户，调研柳
编文化，了解沿淮人民群众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
开阔了眼界，增强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浓
郁感情。2023年和2024年7月中旬，合肥工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分別
组织几百名师生参加暑期实践团，先后来到霍邱
城关、临淮、临水等乡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感受
柳编工艺品“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见乾坤”
的独特魅力，获取“一编一织皆心血，霍邱柳编传
天下”以及“霍邱柳编编织的是生活，传承的是文
化”等深刻认知，可谓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五)
如何将传统的文化技艺进行传承，深入地将现

代元素与传统技艺完美结合，推动乡村旅游经济稳
步提升，让非遗文化持续健康发展，孕育出更好的
新时代乡村文旅？针对这一问题，霍邱县文旅体中
心主任张健表示：“我们将按照产业带动、示范引
导、政策支持、融合发展的原则，持续推进我县非遗
文化传承发展，依托淮河文化园以及丰富的旅游资
源，深度融合‘非遗文化+文化旅游’共同发展，利
用临淮岗风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动柳编、
泥塑、木刻等非遗产品生产链上下游的原料加工、
仓储物流、产品包装、网页设计、录像摄影等行业发
展，助推柳编文化等产业逐步集聚，倾力打造标准
化、品牌化的非遗融旅经济产业新高地，为加快霍
邱和美乡村建设步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怀着对霍邱柳编产业发展前景的展望，不禁心

潮激荡，口占一首《霍邱柳编咏贊》，以抒心绪：葳蕤
杞柳洼涂间，傲雪顶风不畏寒。喜沐春阳翻碧浪，笑
接秋雨起白烟。脱胎换骨金银贵，打篓编筐宇宙宽。
往日农家烧火棍，今朝越海雀成鸾。

金金 根根 银银 杪杪 织织 幸幸 福福
庄庄有有禄禄

李霁野(1904—1097)，原名继业，霍邱县叶集
(现六安市叶集区)人。少时，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接
受新学教育，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张目寒、赵
善夫等同班同学。1919年秋，考入阜阳安徽省第三师
范学校读书，在校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共
产党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等书
籍的熏陶，同时，大量阅读“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文
学作品。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感召下，他受到“科学”
与“民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思想的影响，初步
接触了革命思想。1921年秋，因为受到学校顽固势力
的压制和排挤愤而退学。此后，欲转学安庆而未成，
即与同学韦丛芜共同为《评议报》办了一个《微光周
刊》，后来，又在《皖报》上办了几期《微光副刊》。在这
些报刊上，李霁野发表了一些反封建礼教的评论和
日式短诗。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初步显现了他的文
学才华以及他“唤醒国人”的文学初心。

1923年春，李霁野北上北平，去进修英文，后进
入崇实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同学韦素园、台静农、韦
丛芜、张目寒等也先后来到北平求学。由于时局动
荡，社会混乱，他们在北平生活极其拮据，有时甚至
衣食无着。为了解决生活费用，李霁野于1924年暑假
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往星中》。正在他彷徨
于无处投稿之时，同学张目寒把李霁野引荐给他的
老师鲁迅先生，同时，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等也先
后有幸拜识鲁迅这位新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先生
对李霁野翻译的《望星中》，给予了肯定，并为其撰写
了提要，还转请画家画了封面，并帮助介绍出版。从
此，李霁野和他的同学们真心投在鲁迅先生门下，开
启了他们与鲁迅先生的终身不解之缘。
也正是这些进步文学青年们难以解决的出版

和发行困难，促使鲁迅先生带领他们创立自己的文
学社团。1925年夏，鲁迅在北平倡导成立《未名社》。

《未名社》由鲁迅先生领头，李霁野、韦素园、台静
农、韦丛芜等为成员，开办经费由李霁野等成员每
人筹借50大洋，其余资金由鲁迅兜底。后来，河南籍
的曹靖华也欣然加入。这一年，李霁野才21岁。

1925年秋，李霁野从崇实中学毕业，进入燕

京大学读书，1927年，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无奈休
学。之后，他一面到孔德学校教书，一面与韦丛芜
等继续打理《未名社》事务。在《未名社》存续的六
七年间，他发表了30余种长、短篇译作，包括安特
列夫、房龙、卡佛尔顿、赫里克等人的作品，以及苏
联作家的文学评论等等。

1928年4月，《未名社》遭到军阀政府以“共党
机关”的莫须有罪名查封，李霁野、台静农同时被
捕，被关押50天才释放。但是，在鲁迅先生的支持
下，当年10月，《未名社》又在景山东街开设了门
市部。1929年，李霁野为纪念被捕获释一周年，翻
译出版了《不幸的一群》。

1930年，李霁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
语系任教，他也是女师英语系的创办人。在女师的
六七年间，他边教书边翻译，先后翻译出版《简·
爱》、《我的家庭》等著作。从1937年开始，他用了4
年半时间，译完120万字的《战争与和平》，译稿先
后分期寄给香港九龙的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可
惜，该书稿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时散失。

1938年秋，李霁野赴北平辅仁大学任教，后因
为局势恶劣，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于1943
年辗转多地，到达重庆。初到重庆，他翻译出版了苏
联《卫国英雄故事集》。以后，他进入重庆复旦大学、
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课余时间，他翻译出版了

《虎皮武士》、《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在白沙女
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李霁野做过6次课外讲演，讲
稿集结为杂文集《给少男少女》出版。《给少男少女》
后来流传甚广，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
抄，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对青

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给
少男少女》中的一些经典段落，经常被一些
读者节选，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金句。

1946年，应许寿裳邀请，李霁野赴台湾编译馆
任编纂，后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期间，翻译出版
了《四季随笔》、《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这时，台湾
刚刚光复，日本奴役台湾50年，一直在搞殖民文化。
光复后的台湾，首当其冲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李霁
野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践行者之一，为此，他做了大
量的工作。后来，许寿裳被反动势力暗杀，李霁野的生
命受到极大威胁，他只好悄悄地转道香港回到天津。
1949年9月起，他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任系主任。到南
开大学任教后，翻译出版了《难忘的一九一九》，出版
了《山灵湖》、《海河集》、《回忆鲁迅先生》等著作。

1952年，李霁野参加赴朝慰问团，慰问入朝
志愿军。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参加中
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写了《意
大利访问记》一书。
建国后，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天津市

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
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0年，离职休养，任名誉系主任。离休以
后，即行整理著译，筹备出版文集。1997年5月4
日，李霁野先生逝世。
纵观李霁野先生一生，文学是他的第二生命，

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且终身以翻译、创作进
步文学、革命文学为己任，以文学唤醒国人为使命，
筚路蓝缕，无怨无悔。他所译介的许多名著以及他
创作的许多作品，将永远成为文学天空的经典。

李霁野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并与鲁迅先生结
下影响其一生的缘分。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24
年12月26日至1936年10月4日，李霁野访鲁迅54
次，致信124封，赠书十余种；鲁迅访李霁野14次，致
信86封，赠书十余种。他既是鲁迅的忠实弟子，又是
热心的鲁迅研究家、宣传家。全国解放以前，他写了
六七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收入《鲁迅精神》专集。解
放以后，发表了72篇(首)关于回忆、研究鲁迅的诗
文，先后出版《纪念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等书籍。

李霁野先生除了致力于文学创作、教导自己的
学生，对所有求教于他的文学后辈，无不奖掖有加，
不遗余力地精心扶持。他回到家乡的叶集中学，亲
切地和爱好文学的同学们座谈，指导孩子们的创
作。当时，有一个学生叫陈有才，喜欢创作诗歌，李
霁野先生给予热情鼓励，陈有才深受鼓舞，从此走
上诗歌创作之路，在他中学和大学期间，就创作发
表了大量的民歌，后来，更是成为“中国民歌王子”，
1958年就以一首《我唱山歌党定音》登上《人民日
报》。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身以创作大别山
民歌为己任，先后创作出版了大别山民歌18部。
叶集中学创办校刊《未名文学》，李霁野先生亲自

为其题写刊名。叶集中学李德中老师，也是一位文学
爱好者，他经常给李霁野先生去信，请教有关问题，李

霁野先生再忙，总是耐心复信，先后回信30余封。
李霁野先生一生奔波于天南海北、海峡两岸，但

是，他总是念念不忘故土情。乡亲们无论谁去拜访
他，他再忙也会抽出时间热情接待；乡亲们遇到困
难，他都会倾力相助。1991年，家乡叶集遭遇百年不
遇的洪涝灾害，李霁野先生得知情况后，忧心如焚，
80高龄的他，冒着酷暑，在天津四处奔波，多方求助，
为叶集一校(明强学校旧址)援建了一栋“津谊楼”。

1997年元月23日，李霁野给叶集镇政府写了
这么一封信：“我已经93岁高龄，在世的时间不会
太长了。我离开家乡已70多年了，但家乡的风土人
情、一草一木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年岁愈大思
乡之情愈浓，可惜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亲自回去看
看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在你们的领导下，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愿，
想在辞世之后，把自己和老伴的骨灰埋在家乡的
泥土上，了却这几十年来的思乡之情。让我在九泉
之下为家乡的腾飞祈祷。
我想能否自己出钱买一小块地(能埋下我老

俩口的骨灰即可)，再立上一块碑，不搞其他太繁
琐的东西。拜托了。”

1998年，李霁野先生的骨灰回归故乡叶集，
叶集人民为这位游子举行了隆重而又简约的骨灰
安葬仪式，当时在叶集工作的我，有幸成为这一庄
严仪式的主持人。
行文至此，诚惶诚恐的我，推开窗子，映入眼

帘的正是李霁野先生故乡的风景，日新月异的叶
集，春深时节，霁野如画！

李李霁霁野野的的文文学学使使命命
朱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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