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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父亲

方正将军的大儿方南江，少将，武警部
队政治部原副主任、著名军旅作家。他在

《方正人生》一文中说：“父亲原名方应生，后
改名为方正。后来我们通过对父亲一生坎
坷经历的了解，才渐渐明白，父亲改名的意
思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光明磊落。”
方正将军对子女要求严格，按规定办事。“子
女前程首选是当兵，这反映了父亲的军营情
结。二弟湘江另有主见，20世纪80年代初
自报转业，把父亲气得不轻。到了我的两个
小妹妹苏苏和伟伟要当兵的时候，大气候变
了，自行当兵被批为‘走后门’，父亲就不让
她俩当兵了。尽管同龄的女孩子‘走后门’
的也不少，但对这两个小女儿却另眼相看，
就是不点头。后来，苏苏被安排到山东化工
厂，伟伟被分配到省电影机械厂，都是工
人。苏苏曾要求调整工作，父亲拿出了共产
党员的行为标准要她学习。伟伟长期没有

入党，父亲同她谈过多次，直到在北京病危
时还劝她加入党组织。伟伟回来终于向组
织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传承红色基因

方南江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从
呱呱坠地起，就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熔炉里经受磨炼。幼年时就跟随
父亲方正母亲章棣所在新四军五师和十三
旅机关辗战，1946年6月在形势极其险恶的
中原突围时，他被疏散到河南乡下，在农民
家中度过异常艰难的岁月。直至1949年才
被接回军营。

方南江少将在 2003 年退休后，刚刚放
下繁忙的警务，就一头扎进长篇小说创作之
中。他悄悄坐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最后
一排，作为旁听生听每一位老师讲课，为创
作长篇小说做准备。他用7个月时间，夜以
继日地潜心创作，将他从1963年8月参军以
来，特别是1996年调武警部队后，数十年的
军旅生活积累和深沉思考，运用早已娴熟的
艺术功力，创作了长达36万字的长篇小说

《中国近卫军》。这是一部艺术地再现中国
武警部队发展建设历程的精品力作。作品
在《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上刊发后，
国内多家大型期刊几乎都同时转载了这部
小说。被列入 2007 年度全国推荐的读书
书目中唯一的军牌图书。入围第七届茅盾
文学奖。

三儿子方凌江以科技强军。他出生于
和平时代（1956年6月），在外人看来，他作
为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三公子”，是在蜜
罐子里长大的。但事实不是那样，他兄妹多
（五人），一家八口，父亲又特别“抠门”，对儿
女们要求特别严格，母亲也从不娇惯他们，
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裳，更多的
时候是一个一个接着穿哥哥穿过打了补丁
的旧衣服。父亲特别看重的是从小就培养
孩子们有一个吃苦耐劳发奋读书的好习
惯。哥哥南江就做得特别棒，成了弟妹学习

的榜样。弟弟凌江聪明好学，从小对自然科
学很感兴趣，刻苦钻研，立志当个工程师。
经过不懈努力，如愿以偿，他当上了济南军
区联勤部指挥自动化站站长兼高级工程师、
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2008年7月被授予
少将军衔。他发扬父辈的长征精神，坚持科
技强军，深入调查研究，为适应后勤指挥自
动化需要，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
文，取得了不少非常适用的科技成果。2008
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激励故乡自力更生

将军的家乡长寿镇坳上村，因为地处偏
僻，多年来迟迟发展不起来。对此方正老将
军非常着急。他趁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走
村入户和乡亲们共商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
办法，建议开发荒山，育树造林。他把自己
节衣缩食省下的积蓄拿出一半给乡亲们发
展生产。他写信给长寿区委书记朱胜斌，请
帮助贫困山村“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
并为家乡争取到军区支援贫困地区的一台
汽车。他叮嘱儿女们不要忘记乡亲们常回
乡看看，帮助解决一些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方正将军的激励下，坳上村的乡亲们

积极行动起来了。
“一定要传承将军们敢拼敢闯的精神，

让村子变个样！”1983 年，时任村支书刘楚
沅决定带领大家找条致富路，将目光瞄准了
村里的1.8万亩荒山。他向镇里打了设立坳
上林场的报告，得到批准后，他开始筹钱买
树苗。刘楚沅和一帮党员干部带头，你 50
元、我 100 元地凑起来。村民们也纷纷解
囊，有钱出钱、没钱出地。村里又向镇信用
社贷款10万元，陆续买回了几十万株杉木
树苗，将1.8万亩荒山装点成了绿色。

2005 年，坳上林场开始伐木销售，至
2009 年第一轮采伐结束时，林场累积收入
2000 万元。老支书刘楚沅也早已退休，李
壮雄接过服务村民的接力棒。有人劝李壮
雄：“你们几个干部为了林场累死累活20多
年，好歹给自己多留一点。”他却摇摇头：“当
年老支书建林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带着大家
挣钱。如今林场赚了钱，就得把钱都分给乡
亲们。”

昔日贫穷的山旮旯完成了华丽转身，一
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如今，这个“绿
色银行”进一步发展壮大，坳上林场成立了
林业专业合作社，村民通过土地、资金、技
术、劳动力等形式“入股”，既拿工资、又享

“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握指成拳的力量
——记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洞庭围农业社的建立

大江大湖畔，沃野良田千亩。
怎样把资源变成优势，有这样一个
故事不可忘记。

1953年经整修南洞庭湖后，复
员军人罗德保所在的王家乡洞庭
围地区，由十年九不收的荒洲变成
一片绿洲，一部分农民迁居这里开
荒耕种，罗德保带头办起了全乡第
一个互助组。接着，这里的127户
（469人旅民也组织起来办起18个
互助组，开垦了 500 多亩田，通过
一年的努力，获得好收成，初步显
示了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优
越性。

1953 年 11 月，副省长谭余保
和湘潭地委书记胡继宗，到该地的
囤粮围考察，听取区委书记对互助
组情况的介绍后，当即提出试办一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2 月，中央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发出后，地委和湘阴县委联合
组织工作组，由郑瑞林任组长，张
胜斌任副组长，在地委直属机关党
委书记陈秉芝带领下，到达囤粮
围，引导农民办社。1954 年 1 月，
区委召开关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大会，明确办社方针政策及具
体做法。

与囤粮围毗连的乔山围农民，
有6个互助组，他们派代表到囤粮
围向工作组提出办社要求，后经县
委同意，地委批准，囤粮围与乔山
围合办成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讨论耕牛、农具入股问题时，多
数人认为这里的荒洲是国家的土
地，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发出来
的，不应搞土地报酬；耕牛、农具大
多是政府贷款买的，也不存在折价
入股；既然大家都要求办社，索性
把步子跨大点，越过初级社，办个
高级社。经地委、省委批准，1954
年 2 月 24 日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就此诞生，命名为湘阴
县洞庭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入社农户 116 户，418 人，有水田
1352 亩，旱土 171 亩。为加强领
导，分为两个分社，囤粮围为第一
分社，社长饶富林；乔山围为第二
分社，社长陈良长。罗德保当选为
总社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
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洞庭围农业社章程》。
1954 年底，这个农业社扩至

127 户、469 人，有水田 1400 亩，旱
土 171 亩。洞庭围农业社取消土
地报酬与股金分红，推行定额记
工，按劳计酬的办法。当年虽遭受
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农业社仍坚
持统一生产自救，顺利度过灾荒。
1955 年，洞庭围农业社由于战胜
旱、水灾，采用优良品种，推广先进
农业技术，夺得农业大丰收。水稻
亩产4295公斤，比单干户高1275公
斤，比初级社高75公斤，全社粮食
产量67.5万公斤，交售爱国余粮35
万公斤。洞庭围农业合作社的事
迹被省、中央各级报刊以头版报道
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到洞庭
围拍摄丰产纪录片，在全国宣传。

1955年，省委决定帮助湘阴县
湖区建立一个大型机械排灌站，站
址选在洞庭围农业社附近的湘江
河畔。区委召开附近农业社社长
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有关牵涉各方
利益的具体问题。经反复商议，大
家认为只有扩社，许多矛盾方可解
决。经县委批准王家乡洞庭围、和
平、黄金、新堤、南庄、伏家山 6 个
农业社和荷塘乡的红菱社并入洞
庭围农业社，社员增至807户、3269
人，耕地面积 7434 亩。1956 年 4
月，洞庭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
评为全国农业先进集体单位，罗德
保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出
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动
模范大会。大会授予洞庭围高级
农业社全国先进集体锦旗一面，授
予罗德保金质奖章一枚，并当选为
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北
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亲切接见，登上天安门参加
国庆典礼。

本报记者 欧 梁

岳阳南湖边的尚书山公园，取名得益于
尚书山五里之内安葬了明朝生于岳阳的三
位尚书，即户部尚书方钝、嘉靖刑部尚书颜
颐寿、工部尚书谢登之。

谢登之，字汝学，曾与明朝首辅张居正
同赴乡试，举第一，后于嘉靖丁未（1547年）
成进士，累官至工部尚书。为官期间，他秉
公办事，不阿附权贵，不谤议别人，一生清正
廉洁，为后人所敬佩和爱戴。

近日，岳阳文史爱好者陈晖昆致电记者
称，前不久他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意外发现有

“嘉靖十九年（1540）”的《湖广乡试录》复印件
出售，花200多元购得一册，仔细一翻，竟然
全面详实地记载了谢登之当年乡试的情况。

“外籍考官”评卷和排名

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陈晖昆
从这本乡试录中得知，全省有 2700 多人参
加，农历八月份三场在省城武昌举行，以三
科成绩汇总后综合排名，共取“中式举人九
十名”。第一场为《四书》，分别有《易》《书》

《诗》《春秋》《礼记》；第二场为《论》；第三场
为《策》。三场考试中，第一场、第三场，谢登
之都为第一，第二场为第二名。三场叠加，
占两个第一，故录为本次乡试第一名。

还令陈晖昆颇感兴趣的是，在 480 年
前，当时的乡试也如当今考试一样，为了体
现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由“外籍考官”来担任
评卷和排名的工作。

工作人员中，前五名总览全局的均为湖
广省当局政要。负责考场评卷的两名主考
和七名副主考，都是从湖广以外的地方聘
请，分别称为“考试官、同考试官”，全权负责
阅卷。

试卷从右往左排，竖写，第一行是题目，
二行是作者名字，三行开始是评卷人和评
语，然后才是正文。如，第一场《四书》卷有
四名考官对谢登之试卷进行了评论，作品题
为《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科
目第一阅卷人，是江西临江府儒学教授陈
建，他批语为“是篇，作者多失夫子语意纯正
平达黜浮崇雅。此足录矣！”另三名考官杨
应和、谷宇龄、黄大廉各有点评，一致认可遂
列为科目第一。

陈晖昆认为，谢登之当年能够从二千
余人中脱颖而出，肯定是文章的观点获得
了考官的高度认同。在《策·第一问》中，作
者有“君臣相与之际，其心贵相知，其道贵
相成也。”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与相诚，与当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友善、诚信，是同一
个意思。

填补“解元文化”的不足

“科举考卷，是文化、文史原始素材的一
种，是研究科考和文明进程的第一手原材
料。谢登之‘解元试卷’的面世，虽然不是本
人手稿，是誊录后的印刷体，但是是内容真
实的‘答卷’，填补了岳阳文史‘解元文化’的
不足。”陈晖昆感慨说。

对陈晖昆而言，这本《湖广乡试录》看似
得来容易，其实先期还是颇费周折的。

他少年时读《陈氏族谱》，发现书中有关
于谢登之的零星记录。谢登之与陈家的陈
大为是同榜举人，互称“年生”。陈大为又名
陈雨屏，当时是第12名。1540年10月，谢登
之、张居正一行，在中举后同到巴陵县十八
都饶溪村的陈大为家，留有“才子偕游寿星

堂”故事。
那一榜乡试，俗称“谢登之榜”，是以第

一名的名字来命名榜名。考试揭晓后，主考
方编印有《嘉靖十九年湖广乡试录》一书，记
载90个中式人名字与所读学校，还有考试
工作人员和每科第一到三名的试卷。这册
书在岳阳几近失传，寿星堂所珍藏的，已经
是“残篇断牍”了，在档案馆也没有找到收藏
记录。

前些年，陈晖昆编《公田镇志》，发现了
有书籍记述谢登之是公田人，可他经过多次
的走访、翻阅，一直没有找这名公田文士的
证据。看来，地方志书上的这一篇文物传记
可能有误，不可全信。意识到这一点后，陈
晖昆放开了眼界并一直留意着。

经过仔细比对，他发现这本《湖广乡试
录》与陈家祖传残篇相吻合，认定是真本和
全本。他打算复印几册，并将试卷初步加注
标点以便阅读，装订后还会送有关人士和档
案馆留存。

生平得以重新考证

陈晖昆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对谢登之
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岳阳市志·人物卷·谢
登之传》记载，“不到40岁病故于任”；康熙
二十四年（1685）《岳州府志·人物卷·谢登之
传》和《科举志》都叙明，“年十九，应庚子乡
试”；又有康熙《岳州府志》载，“尚书谢登之
墓，在城南金鹗山，万历四年（1576）赐祭
葬”。《谢氏族谱》对其出生，记为“辛卯、辛
卯、辛卯、辛卯”；成文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6）的《明永平府通判雨屏陈君墓志铭》，
是一篇出土墓志，标题由谢登之手书，其时
他的身份是“赐进士第、钦差巡抚、南直隶右

副都御史”。
综上资料分析，谢登之是1521年，出生

在巴陵县第一都兴堤保太东村，即今岳阳楼
区郭镇乡枣树村黄陂源谢姓屋场，这样正好
符合“年十九，应庚子乡试”的历史事件。
1521年是农历辛巳年，而非辛卯，故其出生
日期应是辛巳年四月的辛巳日、巳时。以万
历四年作为去世时间，计其年应为55岁。

父子三将军传奇
□凌 辉

在平江县长寿镇邵阳袭家洞坳上村，从耄耋老人到少年儿童，无不口口相传着他们村里的荣光——苍岩洞方正家出了父子三将军。父亲方正（1914-
1997）少将，济南军区原副政委。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抢渡大渡河争夺泸定桥的先锋，抗日战斗的模范，中原突围的勇士，淮海战役的英
雄，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大儿子方南江，少将，曾任大军区组织部部长，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三儿子方凌江，少将，曾任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2008年7
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解元试卷”回归岳阳
□文/图 本报记者 黄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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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装订的解元卷

根据方南江同名小说《中国近卫军》改编的电视剧剧照

方南江少将出版的文学作品

解元卷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