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杜光辉：情注笔端写初心

杜光辉同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原海南省作协副主席，一

级作家，海南省优秀专家。杜光辉同志早年从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

创作，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近九百万字。2011 年起任琼州学院（现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海南省文学研究基地主任，杜光辉同志克服该基地人员不足、经费窘迫

等困难，在勤于教学和创作外，还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扶持少数民族和周边地

区的文学事业发展，精心指导基层作者文学创作。他的刻苦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

获得周围群众的广泛赞誉。

四十年创作不辍，累累硕果闪现人性光辉

杜光辉十六岁参军，有着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这也成为

他日后创作的不竭源泉。四十年前，杜光辉在大巴山里的毛坝关火车站开始文学

创作，这个车站小的站台都修在桥面上。由于地处偏僻买不到正规稿纸，杜光辉

就借钱到万源县印刷厂印了三百块钱的稿纸，而他当时的工资是四十二元，平时

的钱大都买了书，为了还钱他退了伙，每顿饭就是青菜面条，因营养不足劳累过

度，曾昏倒在查找线路故障的山上。

他最初给刊物投稿时，收到一家内刊编辑的退稿信：“杜光辉同志，希望你

以后写作时，每个字都查下字典，以免我们猜不出你写的什么意思···········”

杜光辉就把这封退稿信贴在自己写字台前边。他的未婚妻前来看他，说把退稿信

贴在这里，多丢人！他说这有什么丢人的，我就要它时时提醒我，自己的起点是

多么低，基础多么差，必须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才能在文坛上站起来。

他每天都看书写作到凌晨，很多邻居家长望着在深夜还亮着灯的窗口，激励

他家的孩子，看看杜叔叔多刻苦！

那时就关注杜光辉文学创作的《鸭绿江》编辑刘元举（后来成为著名作家、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在文章里写道：“三十年后，杜光辉从大巴山深处的铁路工

人，挣扎成大学中文教授、一级作家。他付出的艰辛、苦累，天不知道，地不知

道，杜光辉知道，他的妻子每天为他熬中药的药罐子知道！”



1992 年底，杜光辉决定离开陕西到海南闯荡，要处理掉煤棚里的废稿，两

个收破烂的收他的废稿就装了四筐子一百多斤。他后来在给青年作者作辅导时说，

作家都有个用废稿堆积的过程。

杜光辉初到海南，没找到工作，把仅有的钱买了张桌子，仍然写作到凌晨。

他的时间除了工作、就是读书、写作、辅导基层作者，很少看到他在饭局上应酬

和在媒体上炒作，很多人谈起杜光辉，说他是纯粹的作家。

迄今为止，杜光辉有近九百万字万字作品发表（出版），含六部长篇小说、

一部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发表中

篇小说八十二部、短篇小说三十七部、散文随笔若干，曾获《中篇小说选刊》

2000-2001 年“优秀中篇小说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优秀作品大奖”、“全国首

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辽宁省期刊优秀作品奖”、“全国铁路文学奖”、“海南

双年文学奖”、“南海文艺奖”等二十九次文学创作奖，中篇小说《陈皮理气》入

选 2008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洗车场》入选 2009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长篇小说《大车帮》入选 2012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中篇小说选入《陈皮理气》入选《全国本科大学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入选《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

三十二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转载，二十部作品被选编作品集。

这些作品，就是放在全国文学创作的格局中，都是不容忽视的。他被媒体誉

为“海南文坛的拼命三郎”；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杜光辉的写作一贯秉持生态

写作、平民写作，“不论杜光辉写什么，都渗透着辛酸而温暖的人文关怀，闪现

着朴厚的人性光辉。”

致力“精神脱贫”，扶持民族地区文学事业发展

杜光辉所在大学的周边山区是黎苗族同胞聚居地，当年大部分是国家级贫困

地区。杜光辉担任海南作协副主席时，接触到很多黎苗族作者。由于历史和环境

原因，他们普遍文学基础薄弱。杜光辉觉得，在精准扶贫的大环境下，如果能利

用自身优势，帮助少数民族作者提升文学修养，拓展文化视野，也是一种“精神



脱贫”方式，可有效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于是就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文学事业

发展，当作基地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根据自己对这些作者的了解，针对性

地备课，深入市县甚至村庄，对作者进行点对点、点对面辅导。

2016 年夏，杜光辉和乐东县作家协会约定了辅导时间，临近辅导前 3 个小

时，突然刮起台风暴雨，五指山市区的部分道路积水都有一尺多深，有的树被刮

倒。乐东县作协领导考虑到沿途全是山区，公路狭窄弯道多，经常塌方，建议取

消该次辅导。杜光辉得知部分作者已经在赶往辅导点的路上，坚定地说不能因为

自己一个人的安危，耽误作者的时间。爱人担心他的安危，也劝说他不要冒险。

他说，这跟我当年在青藏高原当汽车兵遭遇的危险差远了!爱人只好陪他驾车前

往。杜光辉提前半小时到达，他和爱人从车里跑到讲课的楼里，全身被暴雨浇湿，

他穿着湿透的衣服坚持辅导三个小时。辅导结束已到晚饭时间，杜光辉拒绝了乐

东县作协的留饭邀请，和爱人驾车离开县城两公里后，才在路边大排档就餐。

2015 年，杜光辉得知乐东县秦标村要出一套文学作品全集，立即表示要大

力支持和鼓励。他用了四十天时间通读这套文集初稿，认真为该文集作序，然后

又驾车前往该村，与作者、党支部领导座谈，自费购书赠送给作者，并坚决拒绝

作者凑钱付给的稿酬。秦标村的文学青年们非常感动，一位不善言谈的黎族作者

主动靠近杜光辉，说他为了听杜老师讲课，特意买了一件新衣服穿上，以表示对

知识和文学的尊重，对杜老师的尊重。杜光辉也为黎族作者的淳朴热情而感动，

更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进一步坚定了要帮助他们的决心。杜光辉认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明新农村，必须从倡导读书开始，读书明理。《秦标文集》这些作

者，不可能成为著名作家，但他们为村子树立了读书的风气，村里以后很有可能

出现大作家、大科学家。

2018 年一天，杜光辉驾车前往白沙县担任文学征文评委，到达时已是下午

五点多钟。评委工作完成后，白沙县作协领导又邀请杜光辉当日夜间给本县作者

进行辅导，由于时间仓促，只通知到了八位作者，但杜光辉仍然一丝不苟，从晚

上七点半讲到十点。白沙县作协秘书长说，真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杜老师还

像上大课一样认真！

十多年来，杜光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乡村，进行各类文学辅导四十余

次，先后有一千多人次听了他的辅导。除了集体辅导，他还对少数民族作者中的



好苗子，进行一对一的重点扶持。

苗族诗人胡国万，在五指山深处的毛道乡坚持脱贫攻坚工作八年，准备出版

诗集《凤凰花开》。杜光辉得知后，驾车一路颠簸来到胡国万扶贫的山村，拿出

自己带的酒，与山民一起吃饭聊天。在深入了解了胡国万的工作环境和创作特点

后，为该诗集作序《卑微蚂蚁的诗意生活》。诗集出版后，杜光辉又介绍胡国万

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

黎族作家黄仁轲创作出长篇小说《猫的日记》，把电子版发到杜光辉邮箱。

杜光辉读完这部小说，意识到又一个黎族作家要出现了，但作品还有明显不足。

他撰写了三千多字的修改意见，画了人物关系图，专程赶往作者所在地，给作者

讲解修改意见。小说出版后，获得海南省作协“双年文学奖”一等奖。

杜光辉的邮箱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邮件是业余作者发来的作品，请杜光

辉修改指正。他对这些来稿反复阅读思考，一一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有

的还帮助润色、校正文字。

十多年来，杜光辉利用互联网，远程为少数民族作家、基层作者修改作品一

百多篇（部）；帮助少数民族作家出版作品三部；为少数民族和基层作者撰写序

言、评论二十多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者在杜光辉的关心和指导下，端正了

创作方向，提高了写作技巧，以充满深情的笔触，生动描绘黎苗村寨脱贫攻坚的

伟大历程，讴歌新时代的发展与变革。

坚守初心无私奉献，让文学的雨露滋润更多年轻人

杜光辉是一位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多年来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日常生活

中，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作风朴素节俭，为人谦逊温和，乐于助人不求回

报。杜光辉深情地说：我当年在大巴山小火车站开始文学起步时，那么多的老作

家、编辑，无私地帮助我，搀扶着我的肩膀一步一步爬行。我现在有了一定的创

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也应该传好接力棒，让文学的雨露滋润更多的年轻人，这是

一份责任！

为履行这份“责任”，杜光辉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心血，还有实实在在的真

金白银。



十一年来，基地没有经费，杜光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乡村辅导作者，

交通费、食宿费、杂费都由自己解决，在这方面的支出就达十万元。

杜光辉曾真诚地告诉基层作者：我为你们的作品写序、写评论，都是出于一

种责任和感情，不需要稿酬；你们愿意登门看望我，当面探讨创作经验，我表示

欢迎，但不允许带任何礼品。

有一次，乐东县两位黎族作家抱来一捆青菜，解释菜是自家种的，不是掏钱

买的，杜光辉才接下了这捆青菜，和他们交流了两个小时文学创作。为不给作者

增加经济负担，杜光辉请他们到餐馆吃了午饭，替他们买了返程车票。

诗人吾平创作了诗集《海南走笔》，请杜光辉作序。杜光辉放下自己正在写

作的小说，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写了序言《漆树村的诗》。诗稿到了出版社，编

辑给吾平打电话说，杜光辉写的序，为你的诗集增色不少！诗集出版后，文学研

究基地又和海口市作家协会、《椰城》杂志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杜光辉亲自

策划，联系参会人员，并垫付了一些会议开支。吾平要付给杜光辉这部分费用，

被他拒绝。

杜光辉前往东方市进行文学辅导时，得知农民企业家张立书自费为村子修建

了图书馆，并资助当地的文化研究事业、创办文学刊物。他当下就联系海南新闻

界的朋友进行采访，并鼓动作家赵承宁就这个素材创作报告文学，他通过网络帮

助修改，而后推荐给《中国报告文学》发表。张立书后来被评为东方市十大好人，

2021 年 5 月他听说杜光辉身体不好，通过微信发来慰问金，杜光辉没有接收。

十一年来，杜光辉还用自己的返聘工资、稿酬，先后购买三四万元的书籍杂

志，赠送给少数民族作家和基层作者、中学文学社团等。

2019 年 4 月，三亚市青塘村举办青少年读书会，邀请杜光辉前去辅导。杜

光辉购买了两千元的书籍，赠送给村里的中小学生。活动结束后，三亚市海棠区

团委要付给杜光辉课酬，杜光辉婉言谢绝。

2020 年夏，杜光辉得知昌江中学有一批文学爱好者，其中很多黎族孩子。

他购买了四千元的刊物和书籍，驾车赶往昌江赠书，并利用晚自习、周末时间，

为学生举办讲座《读书与文学》《人生与文学》等。

杜光辉说，他做这些都是出于“初心”，一不求名，二不求利，只求能回报

社会，能实实在在帮到有需要的人，这样他才会心安。



创新教学内容， 竭力提升学生文学修养

杜光辉退休后，仍然讲授公修课《文学创作与欣赏》，有一学期学生报名达

四百多人，由于教室坐不下，不得不分两个班授课。他在授课时发现，现用的教

材大都由理论推导理论，很多地方与创作实践相悖。他用了四年时间，自己编写

教材，在《安康日报》开了五十多期专栏。后来该教材被制作为精品课程视频，

经海南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在全省大学线上授课。

杜光辉还以海南省文学研究基地名义，联合校团委举办“青年文学创作骨干

培训班”多期，培养了一批优秀校园作者。他先后在校内开展讲座二十余次，参

加讲座的师生总数达两千多人次，其《谋善·读书的基座》在校内和社会演讲后，

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 年第 6 期发表；新冠疫情发生后，他在网上开

设讲座《突发性公共危机与国家安全》，探讨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人的文

明素质直接关系着国家甚至人类的安全。这些讲座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启发性，

对提升学生的道德文明、文化修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位本校毕业的大学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征求杜光辉修改意见。杜光辉用

了五个月时间，逐字逐句地帮着修改了三遍。后来小说顺利出版，成为该校毕业

大学生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得知黎族学生刘圣贺、李枕威的诗歌获得乐东诗歌征文一二等奖，杜光辉立

即联系这两位学生，赠送他们书籍，介绍他们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并向有关刊物

推荐他们的作品；杜光辉还多次联合校团委、人文社科学院等举办征文活动，针

对参赛作品进行讲评，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

教授许素萍为防疫心理辅导做出很大成绩，杜光辉和学生采访了许素萍，并

亲自修改事迹材料进行宣传，获得工会和群众的好评。

由于杜光辉退休后仍在教学和创作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2020

年 5 月，获评海南省“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执笔：丁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