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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内容概要

黄长营的《过洞庭》，是一本以自己亲身经历写就的励志书籍，有汤有鸡肉，营养滋补，跟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一样，能够给予较傅婢寡妻更大助益的教导。作为父亲，黄长营恨不得将知青时候的每
一个细节都再现在女儿面前，以期女儿在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能够鼓起勇气直面应对；作为写作者
，黄长营以自己为基础，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不屈不饶的精神描摹得恰如其分，长者能够从中窥出自
己当年的影子，少者除了了解那段特殊历史之外，还能够萌生出对工作或者生活自强不息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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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作者简介

　　黄长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北安陆。198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外语学士学位；1988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2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2007年毕业于湘潭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市南山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高级法
官。兼任广东省法官学院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业余发表的科研成果近百万字，著
有《中美审判效率比较研究》，《走进荚围民事诉讼》，《司法效率论》等书。近年来发表论文二十
余篇，曾获西南政法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沿海六省市民事审判工作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深圳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Page 3



《过洞庭》

书籍目录

1．走向广阔天地2．知青小组3．茅屋4．柴山5．七叔6．练胆7．春插8．抓鱼9．招工10．105911．红
菱角12．赌博13．搞点吃的14．全家下放15．同工要同酬16．讨工钱17．反腐败18．燕子飞了19．做
牛20．双抢一天21．扁桃体炎22．大姐出嫁23．老爸24．大水25．饥饿26．自留地27．血吸虫病28．治
虫29．司秤员30．顶职31．病退32．自学33．民办教师34．学校自留地35．英语竞赛36．高考37．氮肥
工人38．再考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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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章节摘录

　　挤在船舱的角落，看着船上一张张陌生的脸，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跟着悄悄挤了进来，挤进了这拥
挤的船舱角落。兴许我的同学和朋友们现在也正坐在去郴州的船上围成一圈圈讲故事、打扑克、聊天
呢。不对，去郴州是往南边走，昨天我还去书店看过地图，湘南是山区，应该是坐车去郴州。　　汽
车行进在风景秀丽的盘山公路上，大家一起欣赏车窗外的美景，偶尔说个笑话，现在说不定哪位女同
学正在哼个抒情小调什么的，多开心啊。我有点后悔，干吗呢，就为了躲避红薯，一个人孤零零地跑
到沅江来，还真不拿红薯当干粮。　　登上下乡的客船，我就不再是中学生，而是知识青年。奇怪，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应该以有知识为前提，我有知识吗？　　知识青年，顾名思义
，是知识分子中较为年轻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
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像我这样，仅仅认识几个字，知道一
点简单的算术，就是在几十年前，也未必算知识分子。　　老爸投军的那会儿，部队里基本是老粗，
大多一字不识，既不会读信也不会写信。爷爷是私塾先生，因此父亲略有文化，常常帮他们写信读信
，即便那样，也从来没有谁将他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我实际上就是一小学毕业生，文化水平还不及
父亲当年高，怎么一下子竟然与“知识”挂上了钩。在普及中学教育的时代，初中没有毕业，应该挂
钩的是“文盲”二字才对。　　嗨，不想这些严肃的问题，还是做梦吧。我梦见下乡后成为了劳动能
手，插秧插得飞快，一般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真希望父母这时候来农村看一看，原来儿子也很能干。
接着又梦见我找到了一种生物添加剂，城市收来的垃圾不用过筛，堆在一起，拌点添加剂，什么塑料
、树枝、铁钉和玻璃，统统可以分解，与其他物质一起发酵成上好的肥料。　　童年的我特别喜欢遐
想，上学或放学途中，一个人走在烈士公园边的林荫大道上，常常想入非非。想象自己是一名狙击手
，埋伏在靠近敌人的茅草或废墟中，一枪一个小鬼子；想象自己是一名技术工人，像长沙汽车电器厂
的那位技术员一样，不停地推出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想象自己是一名科学家，像瓦特那样，看见壶
盖跳动，也发明一个什么机，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想着想着，有时不免喃喃自语，想到精彩之处
，还可能手舞足蹈。　　这不由自主的动作被一位细心的同学发现，按他的理解我是在做梦。是的，
有时晚上躺下以后还在遐想，带着遐想进人了梦乡，遐想的进一步情节在真正的梦境中延伸。睡前的
遐想和熟睡中的美梦交织在一起，有时真还分不清哪是清醒时的遐想，哪是熟睡后的美梦。今天的梦
境里，接着就出现了一幅山水画，远景是一座高山，山下一个村庄，村庄的侧面一条小河流过。村庄
的边沿上新盖了一栋竹木结构的农舍，屋顶上冒出一股淡淡的炊烟，门口趴着一条狗，院子里走着几
只鸡。院子外面的小道边上，几只羊正低着头吃草，两只雪白雪白的小羊羔在草地上嬉戏。轮船在轰
隆隆地前进，我的梦就这样在轮船的颠簸摇摆中断断续续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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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精彩短评

1、　　深圳商报在2010年8月12日发表了一篇《浮躁夏天的一杯清凉剂》，讲述了本书，我去新华书
店买了一本，一口气看了3遍，每看一遍，眼睛都会湿润，因为故事中的“小王伢子（‘我’）”的
经历太离奇曲折，太感人了。
　　当年，初中毕业的小王伢子从省会城市长沙下放到洞庭湖畔的沅江县农村，在这片“广阔天地”
里，他度过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过洞庭》这本书，就是以自传体的形式，用第一人称的白描手法
，像原汁原味的西洋菜一样真实地记录“我”的那段生活。
　　“知青这一段生活对于我而言，一直想冰封，一直想屏蔽，一直想忘到九霄云外。不料却在小女
初长成的那段日子有了一次集中的发酵和回味。”自序的这段开场白道出了作者写这本书时的初衷以
及复杂的心路历程。
　　全书共38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我”漫长知青岁月的一个生活截面，每一个故事既独立成篇，
又互相关联，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体，每一个故事都是“我”的亲历，又以“我”的口吻来叙述，
因此显得特别亲切、真实，因而特别感人。书中的人物如七叔、华叔、曼铃、燕子、黎建工等数十个
，虽然每个人物的描写都惜墨如金，但无不栩栩如生。“我”与燕子在劳动中产生的初恋恋情，尽管
最终以两个家庭“不是一个阶级”而最终分道扬镳，但这段恋情写得荡气回肠，令人扼腕。“茅屋”
、“春插”、“做牛”、“双抢一天” 等故事对风土人情的把握挥洒自如，“大姐出嫁”写出了大姐
的无奈与辛酸。饥饿、劳累、痛苦、失望，但“我”从不放弃。挣扎，抗争，不泯的斗志源自一颗乐
观、进取的心，尽管生活是如此清苦，但也有“抓鱼”、摘“红菱角”的乐趣。
　　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颗积极进取的心总不会受到亏待，实际上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的“
我”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自学，1979年终于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
西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又出国留学直至博士研究生。
　　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是这本书最大看点，“我”的青春岁月的回忆有别于任何伤痕文学，书中没
有过多的牢骚、眼泪和悲怆，有的只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动力。“如果年轻一代能够珍惜当下这个不断
进步的时代，能够借鉴我——老一辈知青——不屈奋斗、悲壮努力的精神，能够站在老辈知青的肩膀
上看得更远，我会感到莫大的幸福与欣慰。”作者讲知青故事给女儿听，是为了激励女儿，作者写这
本知青故事，是为了激励当下的年轻人奋发图强。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爸爸所讲的知青故事，对小时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条件优越的
女儿真正起到了激励和鞭策作用，女儿楚晴独自一人远渡重洋，如今从美国学成归国，并为本书配了
一幅幅非常精美的插图。而同为法官的妻子邱甦也饱含深情地为这本书写了“跋”，“结婚25年来，
业余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直在求学，一直在写作，一直在科研，多少个周末及节假日关在办公室里
静读，我都记不清了。我有过抱怨，有过牢骚，现在我明白了，洞庭湖的万顷碧波奔涌在他的心头，
我不能阻止他奋斗的雄心。”
　　这是一首流淌着淡淡忧伤的青春岁月之歌，饱含着浓浓亲情的温馨之作，如此令人感动，如此催
人奋进。
　　
　　
　　
2、　　其实早就读完了这本书，而且不止一遍，但是一直没有评论，不是没时间，只是想好好的想
一想，用最真实的感受来评论这本书。
　　黄长营，生于50年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像所有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在农村这一片“
广阔天地”里度过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他还是幸运，在1979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从此事业
一路辉煌，从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了女儿的成长，他时不时地讲述自
己亲身经历的少年往事。这是知青这代人被封存的青春岁月。青春被回忆时是最伤感的，也是很沉重
的，这些似乎与当今的社会洪流格格不入，他把这些故事集结起来，就有了今天这本《过洞庭》。在
这本书里他写下了他在沼泽地里的挣扎，在黑暗深渊中的努力，他寄希望于今天的年轻一代读了这本
书以后能够更加珍惜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能够借鉴老一辈知青不屈奋斗、悲壮努力的精神。虽然时
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精神在今天更加有其值得借鉴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青春佼佼者如
果有了这种精神，当能够走得更远，步子迈得会更加踏实、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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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这里面有作者亲身经历的30多个真实故事，近10年的农村岁月带给他苦难，也成就了他。就像他
夫人在书的《跋》里面写的那样：“是洞庭湖插队多年的坎坷成就了他，是30年来对过去那段苦难岁
月的不停反嚼成就了他不变的心。仅仅说，他所经历的艰难让他更懂得珍惜，是肤浅的。一定是他对
苦难的反复咀嚼，让他明白苦难的根源，让他知晓人性的深处，让他清楚个体的责任，才造就了他。
”
　　这本书里面最大的亮点是作者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那一份对生活的执着，在无所适从的岁月中怀
着对青春的无限热爱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他的这趟青春的回忆之旅有别于任何的伤痕文
学，没有过多的牢骚、眼泪和悲怆，有的只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动力，不落俗套。这种遇到困难不妥协
、不放弃的精神在哪个时代都是最需要的。
　　应该说这是近年来相当不错的一本知青回忆录，语言读来朴实无华，作者对风土人情的把握挥洒
自如。书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性格鲜明，让人印象深刻。书中的诸多故事均为作者亲身经历，有许
多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因此更加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人的内心而有所得，有所感，有所悟！从
而读来引人入胜，震撼心灵，同时也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苦心培养女儿的劳动没有白费，父亲生命中的插队经历成为了女儿洋插
队的参照，老一辈坚韧的奋斗和悲壮的突围成为了她的榜样。如今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为本书配了很
多精美的图片，为本书更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3、　　     黄长营先生新作 &lt;&lt;过洞庭&gt;&gt;是中国版&lt;&lt;钢铁是怎样炼成的&gt;&gt;,说的是钢
铁是怎样在湖南炼成的。它让我在笑声中流泪,在眼泪中发笑。这本书害得我农历庚寅年正月两个晚上
没有睡好觉,这么冷的天气,在被窝里鼻塞了。它会让五十年代的人梦回故园、记忆尤新,它会激励六、
七十年代的人卧薪尝胆、立志发奋,建议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能够深入体会、读苦思甜。&lt;&lt;过洞
庭&gt;&gt;,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尤其是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信仰缺失、唯利是图的现代社会,
它是藏身于喧嚣工业城市中的一片原始森林。仇秀斌  2010年2月22日 于深圳  读后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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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

精彩书评

1、黄长营先生新作 &lt;&lt;过洞庭&gt;&gt;是中国版&lt;&lt;钢铁是怎样炼成的&gt;&gt;,说的是钢铁是怎样
在湖南炼成的。它让我在笑声中流泪,在眼泪中发笑。这本书害得我农历庚寅年正月两个晚上没有睡好
觉,这么冷的天气,在被窝里鼻塞了。它会让五十年代的人梦回故园、记忆尤新,它会激励六、七十年代
的人卧薪尝胆、立志发奋,建议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能够深入体会、读苦思甜。&lt;&lt;过洞
庭&gt;&gt;,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尤其是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信仰缺失、唯利是图的现代社会,
它是藏身于喧嚣工业城市中的一片原始森林。仇秀斌  2010年2月22日 于深圳  读后所感
2、其实早就读完了这本书，而且不止一遍，但是一直没有评论，不是没时间，只是想好好的想一想
，用最真实的感受来评论这本书。黄长营，生于50年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像所有千千万万的知
识青年一样，在农村这一片“广阔天地”里度过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他还是幸运，在1979年考上
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从此事业一路辉煌，从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了女
儿的成长，他时不时地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少年往事。这是知青这代人被封存的青春岁月。青春被回
忆时是最伤感的，也是很沉重的，这些似乎与当今的社会洪流格格不入，他把这些故事集结起来，就
有了今天这本《过洞庭》。在这本书里他写下了他在沼泽地里的挣扎，在黑暗深渊中的努力，他寄希
望于今天的年轻一代读了这本书以后能够更加珍惜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能够借鉴老一辈知青不屈奋
斗、悲壮努力的精神。虽然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精神在今天更加有其值得借鉴的意
义。我们今天的青春佼佼者如果有了这种精神，当能够走得更远，步子迈得会更加踏实、坚稳。 这里
面有作者亲身经历的30多个真实故事，近10年的农村岁月带给他苦难，也成就了他。就像他夫人在书
的《跋》里面写的那样：“是洞庭湖插队多年的坎坷成就了他，是30年来对过去那段苦难岁月的不停
反嚼成就了他不变的心。仅仅说，他所经历的艰难让他更懂得珍惜，是肤浅的。一定是他对苦难的反
复咀嚼，让他明白苦难的根源，让他知晓人性的深处，让他清楚个体的责任，才造就了他。”这本书
里面最大的亮点是作者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那一份对生活的执着，在无所适从的岁月中怀着对青春的
无限热爱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他的这趟青春的回忆之旅有别于任何的伤痕文学，没有过
多的牢骚、眼泪和悲怆，有的只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动力，不落俗套。这种遇到困难不妥协、不放弃的
精神在哪个时代都是最需要的。应该说这是近年来相当不错的一本知青回忆录，语言读来朴实无华，
作者对风土人情的把握挥洒自如。书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性格鲜明，让人印象深刻。书中的诸多故
事均为作者亲身经历，有许多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因此更加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人的内心而有
所得，有所感，有所悟！从而读来引人入胜，震撼心灵，同时也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    更加值得一
提的是，作者苦心培养女儿的劳动没有白费，父亲生命中的插队经历成为了女儿洋插队的参照，老一
辈坚韧的奋斗和悲壮的突围成为了她的榜样。如今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为本书配了很多精美的图片，
为本书更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3、深圳商报在2010年8月12日发表了一篇《浮躁夏天的一杯清凉剂》，讲述了本书，我去新华书店买
了一本，一口气看了3遍，每看一遍，眼睛都会湿润，因为故事中的“小王伢子（‘我’）”的经历
太离奇曲折，太感人了。当年，初中毕业的小王伢子从省会城市长沙下放到洞庭湖畔的沅江县农村，
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他度过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过洞庭》这本书，就是以自传体的形式，用
第一人称的白描手法，像原汁原味的西洋菜一样真实地记录“我”的那段生活。“知青这一段生活对
于我而言，一直想冰封，一直想屏蔽，一直想忘到九霄云外。不料却在小女初长成的那段日子有了一
次集中的发酵和回味。”自序的这段开场白道出了作者写这本书时的初衷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全书
共38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我”漫长知青岁月的一个生活截面，每一个故事既独立成篇，又互相关
联，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体，每一个故事都是“我”的亲历，又以“我”的口吻来叙述，因此显得
特别亲切、真实，因而特别感人。书中的人物如七叔、华叔、曼铃、燕子、黎建工等数十个，虽然每
个人物的描写都惜墨如金，但无不栩栩如生。“我”与燕子在劳动中产生的初恋恋情，尽管最终以两
个家庭“不是一个阶级”而最终分道扬镳，但这段恋情写得荡气回肠，令人扼腕。“茅屋”、“春插
”、“做牛”、“双抢一天” 等故事对风土人情的把握挥洒自如，“大姐出嫁”写出了大姐的无奈与
辛酸。饥饿、劳累、痛苦、失望，但“我”从不放弃。挣扎，抗争，不泯的斗志源自一颗乐观、进取
的心，尽管生活是如此清苦，但也有“抓鱼”、摘“红菱角”的乐趣。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
颗积极进取的心总不会受到亏待，实际上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的“我”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
自学，1979年终于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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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国留学直至博士研究生。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是这本书最大看点，“我”的青春岁月的回忆有别
于任何伤痕文学，书中没有过多的牢骚、眼泪和悲怆，有的只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动力。“如果年轻一
代能够珍惜当下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能够借鉴我——老一辈知青——不屈奋斗、悲壮努力的精神，
能够站在老辈知青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我会感到莫大的幸福与欣慰。”作者讲知青故事给女儿听，是
为了激励女儿，作者写这本知青故事，是为了激励当下的年轻人奋发图强。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爸爸
所讲的知青故事，对小时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条件优越的女儿真正起到了激励和鞭策作
用，女儿楚晴独自一人远渡重洋，如今从美国学成归国，并为本书配了一幅幅非常精美的插图。而同
为法官的妻子邱甦也饱含深情地为这本书写了“跋”，“结婚25年来，业余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直
在求学，一直在写作，一直在科研，多少个周末及节假日关在办公室里静读，我都记不清了。我有过
抱怨，有过牢骚，现在我明白了，洞庭湖的万顷碧波奔涌在他的心头，我不能阻止他奋斗的雄心。”
这是一首流淌着淡淡忧伤的青春岁月之歌，饱含着浓浓亲情的温馨之作，如此令人感动，如此催人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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