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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真泰老人今年100岁了。他是吴川
市吴阳镇霞街村人。他曾担任爱国将领李
汉魂将军的秘书，跟随李汉魂参加了抗日
战争，经历过多场惨烈的战役；他深得李
汉魂将军信任，在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省
政府主席时，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
席印章。李汉魂在1982年回国访问期
间，曾寄语邀请真泰老人广州见面。

今年2月15日，霞街村热心人士为林
真泰老人张罗“百年荣寿”庆祝仪式，乡
邻及亲朋等2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祝
贺。“今日开心，很开心！”穿着红色唐装
的老寿星林真泰，开怀地接受晚辈的真诚
祝福。

深得李汉魂信任，曾
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主
席印章

林真泰老人出生于1912年，少时曾
读私塾，勤奋好学，青年时立志报国，投
笔从戎。经本村乡绅林月川第三子、时任
国民革命军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林春荣介绍，和同村同房人胜初参加国民
革命军李汉魂部队。

李汉魂将军是吴川岭头村人，少时曾
拜林月川为干爹，对干爹之子林春荣所推
荐入伍的家人特别信任。李汉魂对胜初、
真泰两人皆委以要任，胜初任贴身亲兵，
出入跟随，武装护卫；真泰由于写得一手
好毛笔字，任随军文书。两人伴随李汉魂
身旁，一文一武，左右不离。

抗日战争爆发，真泰老人跟随李汉魂
参加了抗日战争，经历了多场惨烈的战
役。真泰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保卫战陇
海线罗王寨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南浔线德安
战役，“战斗非常惨烈，吃了几天树叶，
牺牲了很多人。”据介绍，战争爆发后，
李汉魂升任六十四军军长，请缨北上抗
日。1938年春，奉准开赴陇海线，5月，
日军土肥原师团主力万余人，大炮七八十
门向归德、兰封进犯，企图截断陇海路，
阻止中国军队从徐州南下的通道。李汉魂
奉命为薛岳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部署
所部分三路防守，亲率六十四军主攻盘踞
罗王寨之敌，用重炮直射敌据点，战斗异
常激烈。后来夺回了罗王寨。同时，七十

一军也克复了兰封，从而打通了陇海线，
使徐州会战后的主力部队得以沿陇海线西
进。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特授予李汉魂“华
胄荣誉奖章”。1938年7月，日军进攻武
汉，李汉魂奉调参加武汉保卫战，负责指
挥南浔线的战斗。日军又在九江附近登
陆，九江失守，敌军又沿南浔线星予洲登
陆，向德安进犯。李汉魂调集8个师的兵
力，运用“一鼓作气”的战术，把敌1万
多人压到纵深不到3里的张古山的狭地之
中，最后聚而歼之，取得了德安大捷。所
部获“钢军”锦旗奖1面。

1938年，李汉魂受任国民党广东省
政府主席，1940年1月，李汉魂辞去三十
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全力从事广东政务，
他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6年8个月。真泰
深得李汉魂信任，在李汉魂任国民党广东
省政府主席时，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魂
主席印章。

1949年后解甲归田
李汉魂回国访问期间曾邀
真泰广州见面

1949年，李汉魂赴美国定居，真泰
则结束军旅生活，解甲归田，回到了阔别
多年的家乡吴阳镇霞街村。解放后，真泰
定为官吏成分，后来又戴上“五类分子”
帽子，参加生产队劳动改造。

1982年，李汉魂应邀回祖国访问，
在广州访问期间寄语邀请真泰上广州见
面。据真泰老人讲，当时生活困难，身无
分文，衣冠不整，自愧无颜相见，就没有
前去。后来，李汉魂寄给真泰一封信和若
干物品，予以慰问。真泰妻谭氏，吴阳镇
谭屋村人，已病故。现在一女，居住吴阳
镇包城村。

据霞街村热心人士说，真泰叔公自
1980年摘掉“五类分子”帽子后，政府
按相关待遇给他发生活费，并安排在吴阳
镇敬老院安度晚年。

谈到真泰老人长寿的秘诀，老人的亲
友告诉记者，老人的心态非常好，生活也
很有规律。“老人对身世遭遇大起大落心
境豁达，随缘而安，不以己悲，不为物
喜。他热爱家乡，热爱村民，勤劳动，少
说话，对状元召棠公的家训格言‘慎言语
节饮食’深有体会，故而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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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因文学而美丽的女人。因为
文学，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苦苦追梦，
一直在不懈努力，“就像一只孤独飞行的
大雁”。

她叫陈雁，遂溪的一位女作家，她的
小说在广东文坛都有一定的名气。最近，
她的一部中篇小说《姑娘窝》获得了天津
市第二十届全国梁斌小说奖中篇小说一等
奖。梁斌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
我国一位著名的作家。

陈雁是今年春节前才从北京回到遂溪
的。为了文学，她跟单位请了创作假，于
去年冬天又一次去到北京，在通州区的宋
庄村“漂”了一个多月。宋庄，是北京有
名的画家村，是全国文人艺术家的集散
地。这里，每天都有不少文人离开这里，
每天又有不少文人来到这里。这些文人艺
术家在这里租房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成
为京城里的“漂一族”。

陈雁的收入不高，她只拣最便宜的房
子租，每月200元，一个单间，做饭、吃
饭和睡觉都在里面，“能省则省”。陈雁
说，漂在宋庄里的文人艺术家日子大都过
得很清苦，当然也不乏成功的人士。但漂
在京城里有一个好处，能结识更多的文人
艺术家，接触到中央级名刊的编辑，“在
文学创作上更容易有进步”。

陈雁这是第三次“闯荡”北京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她一个人到北京鲁
迅文学院学习了一年，聆听了很多名家
的讲课，她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个时候
“有了质的飞跃”，她开始从散文转向小
说，几个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青年文

学》、《北京文学》和《中国作家》等大
刊物上。

鲁院学习结束后，陈雁回到了遂溪。
她原来在镇上的一间储蓄所上班，后来调
到了县里的一个文化单位。“遂溪毕竟是
个小地方，要搞创作必须走出去，与外界
接触，与更多的人交往，尤其是大城市，
更容易得到文化艺术方面的最新信息，同
时拉开距离看自己的故乡，更能看到自己
故乡的独特之处。”于是，陈雁向单位请
了创作假，和一名来自黑龙江的鲁院女同
学及另一名画家再次到了北京，在京杭大
运河边一条叫杨坨村的村子里合租了一个
四合院，每人一个单间，在这里埋头写
作。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她反复修改完成
了中篇小说《余茅同之死》，“想不到花了
最多心血写成的这个中篇，却命运多舛，
先后被几家刊物‘枪毙’，那时候真担心
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她说，《余茅
同之死》先是给《北京文学》，可《北京
文学》没发，她又给了在国内很有影响的
《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却发了她的另
一个短篇，于是她又转投给广东的《作
品》，《作品》也是没有消息。“看着自己
最心爱的作品得不到认可，心里生出阵阵
凄凉感……”后来，还是鲁迅文学院的一
位老教授在看了她的《余茅同之死》之
后，很欣赏这个中篇，便向杭州《西湖》
杂志的一位编辑推荐，很快便发在2009
年第一期上，《北京文学》起初“枪毙”
了这篇小说，没想到竟然第一时间在《北
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上全文转载，还
约她写了一篇创作谈并配发了照片，令陈

雁一时“哭笑不得，觉得太有意思了”。
接着，福建《中篇小说选刊》又转载了这
个中篇，该刊的一位女编辑还将《余茅同
之死》推荐到《大连晚报》上连载。

期间，陈雁一边又将4万字的中篇
《姑娘窝》扩写成12万多字的长篇，在奥
一网上连载，目前已获得40多万次的点
击。《南都周刊》评选2011年度十大电子
书，陈雁的《姑娘窝》入选。

2004年，广东文学院在全省招聘40
名签约作家，陈雁成为其中之一。在三年
的签约时间里，陈雁经常到省里聆听作
家和评论家的讲座，去各地参加笔会，
出席各种文学颁奖会议，视野更加开
阔，思想更加活跃，小说创作也更加成
熟。在2005年于茂名举行的全国名作家
名刊物名主编“三名”笔会上，陈雁有
机会与邱华栋、程绍武等名家交流，
“受益匪浅”。

近年，一批外省作家纷纷南下广东，
“驻扎”在深圳、东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并打响“打工文学”的旗号，一时
间，“打工文学”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文坛
的一大亮点。在深圳的宝安区和东莞的樟
木头、长安两镇，还出现了“打工作家”
集中居住的“作家村”。红遍全国的小说
家王十月和女诗人郑小琼便是其中的代
表，这两名“打工作家”而今都调进了广
东省作家协会，成为因写作而出名的“新
广东客”。

2007年，陈雁到广州参加青年作家
培训班，认识了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批农
民工作家，并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情形和创

作情况。这是一个拼命写作、并以写作为
生的群体，她被他们的拼搏精神和互相
探讨的氛围所吸引，她希望能归于这样
的圈子，不再寂寞孤独地走这条路。
2009年3月，她前往深圳参加鲁迅文学
院和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长篇小说培
训班，认识了更多蜗居于深圳宝安三十
一区的打工作家，培训班结束后，她受
了他们的召唤，停留在深圳，租住在宝
安区进行写作。

然而，当她真正生活在“打工作
家”集中居住的城中村时，她还是无法
安心，因为她记挂着家中正上中学的儿
子，没多久，她又回到家乡遂溪来了。

“不过，那些日子还是很有收获
的，我就在宝安那里写了多篇城中村的
散文，还在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特刊上
发表了短篇小说，参加了那个圈子的各
种文学竞赛，拿了奖，奖金比我们这边
高多了，在这种群体里，我们的作品互
相交流，都非常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
互相进步，作者之间经常聚会，大家靠
的都是一股激情和互相之间的勉励，穷
是穷一点，但大家挺开心的。”

这天，当陈雁和湛江日报记者漫步在
遂城西溪河畔时，看着河岸边一幢幢长高
的楼群，看着一条条新修的街路，呼吸着
城外吹来的田野之风，她感叹家乡的可
爱，“每次走出家乡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
写作技能，这次，我要好好地写我的家
乡，写写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我的一部以
家乡遂溪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春节期间已
经开始构思……”

飞在
文学天空的
一只孤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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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学，她三次漂在北京，一次漂在深圳，
还曾经成为广东省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最终，
她还是回到了遂溪，“这座小城太温暖了”——

百岁老人林真泰：
追随爱国将领
李汉魂十六载

真泰老人接受晚辈祝福。记者林明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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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陈雁在海边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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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担任爱国将领李汉魂将军秘
书，跟随李汉魂参加了抗日战争，经历
过多场惨烈的战役；李汉魂任国民党广
东省政府主席，他主管省府印章和李汉
魂主席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