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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湘西王陈渠珍》这本书，是湖南警察学院罗维副教授根据她今年8—9月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湖湘
讲堂”栏目上的讲稿整理成书的。
我曾组织我的家人和部份亲友不仅收看罗教授的讲座，而且还通读了这本书的稿本。
大家认为，《湘西王陈渠珍》如实反映了湘西近代的历史，还原了先父本来的面目。
全书共13章十多万字，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语言朴实，可读性很强。
我读着读着不禁浮想联翩。
当忆及先父九死一生的坎坷历程时，常常掩卷涕泣，情难自己。
现在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作为陈渠珍的女儿，特向罗教授和出版社编辑表示衷心感谢
和热烈祝贺!    罗教授是专门研究“匪文化”的学者，曾有专文专著面世，颇受读者关注。
湘西原是“中国盲肠，匪患丛生”的地方，特别是对有争议的先父评价问题，更为她注意。
当罗教授广泛搜集资料，实事求是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先父不仅不能算是土匪，而且是一位横跨清
末、北洋军阀、国民党与共产党领导的四个时期的侠骨仁心湘西人杰。
因此，罗教授所著《湘西王陈渠珍》全面反映先父在上述四个时期的跌宕起伏、审时度势的奋斗历程
。
    罗教授认为，所谓“土匪”，一般是指那些专门从事劫掠、扰乱社会秩序，非法的地方武装。
她说，从先父的出身、职务及其活动来看，都是当时合法政权的合法行为，不存在上述土匪行径。
虽然在扩大军中曾经“招降纳叛”收编了不少“土匪”。
但他进行了大力整顿和改造，实行“五统一”，督导官兵严格执行了“四大注意、九项禁令”。
同时提出“治兵先治将，教人先教心”的主张，亲自撰写《军人良心论》作教材，先后举办军官教导
团，或利用各种学习班，进行思想教育，改变官兵人生观，从思想上明确“人民是我们军人的主人”
，我们要用良心来保护人民，良心就是利人利已。
因此，“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军人不但要利已利人，还要进
一步杀身成仁。
”由于先父既注意提高部队战术素养，又加强官兵的思想教育，从而增强了官兵凝聚力，部队战斗力
提高。
在他统率下，不仅肃清了境内匪患，而且湘西子弟参加护国、护法、北伐、抗日等等战争，均取得了
可歌可泣的战绩。
同时还积极推行“保境息民”，乡村自治，使湘西地方一度出现和谐稳定的新局面。
    先父是一位军人却喜爱读书，不断著述。
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从不懈怠。
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沈从文先生回忆说：“这统领官是以王守仁、曾国蕃自诩的军人。
每个日子治学时问，似乎须同治事时问相同”。
先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黎明即起，漱便后即写日记，或注释经传，或朗颂经书，数十年如一日。
在军政活动中，除了亲自起草序、跋、讲话、函电、诔文外，还撰写了《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
》和《湘局二十五年之一瞥》三本专著。
前者，系追述他清末远征西藏，后经康藏青高原返回的艰苦惊险及与藏女西原的一段生死恋情，故事
曲折，情节感人。
藏学家任乃强教授赞誉这本书说：“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比之《鲁宾逊漂流记》则真切无虚
。
”网络上的读者称它是“西藏人文笔记，史上的奇葩”。
次者，以问答形式论证了以仁治军理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被人赞誉说，这种军事思想是西方进化宇宙和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糅合的结晶，体系完备精密。
”后者，则是评论省政当局的措施得失，忆已散失，惜未能出版。
先父写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直面现实，忠于历史。
他曾说：“我宁以诚而失败，不以伪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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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寥天一庐祭》中赞誉说：“先生是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生活简朴，博学渊雅，见解宏阔，无愧人称山水精英。
”    先父崇尚孔孟，以仁治军理政，笃行中庸之道。
他认为“人类⋯⋯都有同胎共母之关系，有骨肉手足之相亲。
古人说‘乾父坤母’，又说‘民胞物与’，就是此意。
所以相互扶助是人道的极致，也就是仁的全体大用。
”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曾有人向他建议：如今我军已是将多兵广，可以西上贵州或东下中原去大
展身手。
他回答说：  “君子之道，不为已甚，不乘人之危。
我与湘西父老，血肉与共，不忍远离。
”并随即召开军官会议进行疏导。
他说：“秦始皇武功盖世，不过二世而亡命；项羽武力超群，结果落得乌江自刎。
可见，武力从来不足恃。
湘西混战多年，民不堪苦。
如今要以自治为方，以教化为重。
当务之急是办学校，兴实业。
希望大家一心一意，共襄大业。
”于是，先父“以保境息民为帜志”，大力推行乡自治，倾心发展教育、实业、慈善、团务四项事业
，策划湘西向现代文明进军。
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却好景不长。
由于他深受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地方主义束缚，固守仁道。
以为我不犯人，人一定不会犯我，幻想创建世外桃源。
孰不知在军阀混战中，凡是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任何举措，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因此，他始终只能偏居一隅，有时自己还被逼得离乡背井，远离湘西去谋生。
这是值得惋惜的。
    注：    五统一：即统一部队番号，统一武器装备，统一标准供给，统一官兵着装，统一军风军纪；   
四大注意：即一要注意交往语言和气谦让，二要注意对群众称谓要按亲人老少辈序，三要注意讲理要
平和疏导，四要注意交易宜公平；    九项禁令：即严禁拉佚，严禁擅人民房，严禁擅取民物，禁止吸
烟酗酒，严禁调戏妇女，严禁诈骗民财代人索债，禁止干涉词讼，禁止估当物品。
    陈元吉    201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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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西王陈渠珍》讲述他是古老湘西军团最后一位首领，将臭名昭著的湘西土匪锻造成抗日战场上的
铁血战士；他在贫穷落后的民国湘西不遗余力推行自治，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革命后最好局面；他曾
与共产党为敌，却又是新中国成立前湘西和平起义的大功臣；他文武双全，亦儒亦侠，写出惊才绝艳
的传世之作《艽野尘梦》；有人说他是杀人如麻、压迫百姓的军阀土匪，也有人认为他是始终为湘西
前途在操劳的地方官。
他与熊希龄、沈从文一起号称“凤凰三杰”。
他被后人公认“人奇”、“事奇”、“文奇”。
他就是陈渠珍，是民国时名震西南、统治湖南边陲长达二十余年的“湘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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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维，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高校教学能
手，湖南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已出版《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警察文
化研究。
2012年在《湖湘讲堂》主讲“湘西王陈渠珍”系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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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一支军队 第一章一座小城 第二章竿军后代 第三章入川戍边 第四章西征雪域 第五章艽野尘梦 第六
章崛起湘西 第七章湘西剿匪 第八章“大同”之梦 第九章反目成仇 第十章军人良心 第十一章“双龙”
传奇 第十二章几番风雨 第十三章侠骨仁心 附录一沈从文与竿军及陈渠珍的渊源考证 附录二陈渠珍生
平简表 附录三参考书目 缘起（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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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乡民们都怕他，称他是“烂儿”。
他父亲管不住他，又怕他在外面惹了祸连累一家人，这田义卿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呢。
于是父亲在永绥县（现在的花垣县）城门口贴了张声明，声明和田义卿脱离父子关系，将田义卿赶出
了家门。
这时候田义卿还没有成年呢。
 感觉田义卿很像今天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
虽然是古惑仔，可是也正如所有电影里的古惑仔一样，田义卿也有其好打抱不平、疾恶如仇的一面。
 1915年，他妻子的表弟张三才的妻子，被保靖县复兴场的有名恶棍刘竹卿霸占，结果还将张妻给逼死
了（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这些在社会上混的人名字多有卿字，为啥呢？
那是他们加入了帮会的标志，是卿字辈的，便在大名里有卿字）。
田义卿听到这个事情，非常愤怒，按说这亲戚关系隔得不算近，报仇也轮不到他，人家还有老公呢。
可是田义卿是个带点侠气的江湖青年，最看不得这种仗势欺人、奸淫女子的人。
你看那《水浒传》里，好汉们杀多少人都没关系，只是犯不得“淫”字。
那镇关西只因为欺凌老父弱女，被鲁提辖（鲁智深）三拳给打死了。
这些江湖烂儿，听《水浒》长大的，自然对于欺凌奸淫之事十分憎恶。
 中国有两本书对于民间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大到甚至超过了孔孟之道。
是哪两本书呢，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就是《水浒传》。
而对于土匪们来说，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看过书，但两本书里面的故事可都是耳熟能详的，它们对
于土匪、帮会这些个行当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民间把去当土匪说成是去学忠义，而《水浒》里的宋江是匪盗的祖师爷，《三国》中的关公则是帮会
入会必拜的行业神。
民国时期土匪和帮会那是秤和砣的关系啊。
 我以为《水浒》存在着诸多的思想缺陷，它的内容多半都是封建的和糟粕的，简直是一本土匪强盗的
入门书籍。
但不能否认它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某一个层面，行侠仗义，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强权的反抗，
对于公正的社会追求也是极为可贵的，所以老百姓会那么喜欢他们的故事。
 田义卿于是像花和尚鲁智深一样要抱这个不平，比鲁智深不同的是，鲁智深还只是想教训教训镇关西
，只是下手重了点，把人家给打死了，可田义卿直接就想好了，要人家的命。
这叫以命抵命。
所以湘西强人个性里的蛮勇刚直简直可以和古代那些游侠比较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田义卿在家里把平时身上带的护手双刀磨得非常锋利，对妻子父母只说是出去有点事情。
夜里借着月色直奔复兴场刘竹卿的家。
那时，刘竹卿已经睡熟，正做着好梦呢。
田义卿非常从容地摸进卧室，轻轻走到他的床边，对准刘竹卿手起刀落，将这个坏蛋活活刺死。
也许他的手法太利落，居然没有马上惊动刘家人。
他从容离开刘家，等到他回家里时，天还没亮呢。
 回到家，他赶紧让家人收拾家当，反正也没啥值钱的，当下收拾好就带着全家四日逃往四川边境避祸
去了。
这中间在外躲避了近两年，直到风声平息，刘家找不到凶手不了了之后，才返回老家永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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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缘起    一因    5年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出生在湘西凤凰县的现代大作家沈从文的自传中多
次提到一位统领官，这位统领官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位统领官能文能武，亦儒亦侠，是个军人，又更像个士人。
接着我又惊喜地发现他写了一本极为精彩的自传《艽野尘梦》，读完之后我从此成为他的粉丝，并开
始收集他的资料，继而发现他还雄心勃勃地创立了一个良心论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使我有了研究他的
兴趣。
我说的这位研究对象就是民国时期名震西南，统治湘西长达20余年的湘西王陈渠珍。
    越了解，越感到他的深邃，他的寂寞。
    因为这么多年，他的历史一直处于被误读，甚至被妖魔化的状态。
如今少有人知道他曾建立的功业，没有人关注他曾力倡的思想主张，更无一人能读懂他的生命情怀。
人有大我和小我之分，也有大情怀和小情怀之分。
在陈渠珍的文字和经历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大情怀，越是懂得，越是觉得苍凉，其中原因，大家从我粗
浅的讲稿中也许能够了解到一二。
    我对陈渠珍的研究其实是将其放在近代转型背景下湘西边地士人精英的行列中来审视的。
因为他之前，有熊希龄，他之后有20年后出生的沈从文。
他们之间既有承传，也有共同之处。
他们所处的地域文化在他们的思想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使他们具有某种边地文化类型特征。
然而陈渠珍尤其不同的是：他甚至比清末翰林熊希龄更具有纯粹的传统士人风度，宋明理学、老庄之
道、佛家思想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他愿意以一己之力，坚持不懈地实验在边地的大同之
梦；他还具有人格上的感召力，和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著名画家凤凰人黄永玉先生曾说过对陈渠珍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1950年陈渠珍携夫人们坐
轿子去高村(在麻阳)搭船，前往沅陵，当时湘西行署所在地，那是他一生在凤凰的最后一天。
那一天，全凤凰的老百姓都到回龙阁去送他。
    黄永玉充满感情地说，当时大家都不说话，也没有口号，就是目送他，他也不停向左右招手。
黄永玉最后意味深长地说，看到过这样的现象的人今天恐怕也不多了。
我知道黄老先生想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得民心如此呢?今天何曾还有能得民心如此的人呢?    之前
细读过王立新先生的《天地大儒王船山》，荒山野岭之问，圣人情怀如林间明月，泽披万物，又联想
起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其实文化血脉和道德精神在寂寞和艰辛中始终生生不息地流传着。
    我敬仰那在荒山野岭著书立说的王船山，乱世之中已达人类恶之极限，他依然能以文化血脉之存续
为使命，这要何等的心胸!我也钦佩陈渠珍在乱世之中为了地方百姓，勇者行仁的执着。
或者，这是我想讲湘西王陈渠珍最深刻的缘起。
    二因    还是在1994年读大学的时候，从湖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共青湖边上岳麓山，有一个纪念抗日
七十三军烈士的忠烈祠。
一天，黄昏时分，翠色逼人的岳麓山已经暮色四合，我突生一个念头，决定走进墓室看看。
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个有些过于诡异大胆的举动。
若是平时我是不敢的。
然而和自己较劲一般，那天走进去了，先是狭长的甬道，一股幽深的气息，仿佛走进另一个世界。
然后看到墙壁上像图书架一样一直砌到顶的层层石板，站在墓室的中间，周围全是这样的石板，应该
当年就是用来安放烈士骨灰的吧。
向上望去，屋顶透下来一些即将黯淡的天光，那空空的石板上，空虚似乎都变成有质地的实在，我站
在那里，静静的，却感到极大的压迫，仿佛那些历史、那些英灵忠魂让我无法顺畅地思想和呼吸。
我似乎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只是我，静静站在一个空无一物的荒凉的墓室里。
    接下来，在2007年读博士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有些特别的研究对象——文学中的匪类叙事，这使
我必须面对通常都会有的一种好奇，一个女人怎么会对土匪有兴趣。
    匪，是一个从我的生命中流出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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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我出生在湘西一个有名的小县城里——芷江，那里山水清秀，却曾经是20世纪上半期匪患极为
严重的地方，这里的民众粗豪剽悍，素有匪气，却并不以此为耻。
我想追根溯源，自己对于匪的钟情应从曾生我育我的这方山水开始。
    时隔多年，这次写《湘西王陈渠珍》讲稿的过程中，我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机缘。
1939年5月，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官，兼湖南省主席。
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将当时陈渠珍收拢的湘西地方武装整编为新编陆军第六军，军下编第五
、第六师，本拟以陈渠珍为军长，但陈渠珍以年老不适军旅为由，拒不受职。
这时第五师师长是陈渠珍的学生戴季韬，第六师师长是竿军大佬龙云飞。
1940年10月，九战区撤销了第六军的番号，将暂五师编人七十三军，暂六师编入七十九军。
    也就是说，岳麓山所祭奠的七十三军抗日烈士，其中就有陈渠珍的湘西竿军旧部，他们当中许多原
本都是著名的湘西土匪。
    原来，在我的生命中始终存在与湘西的无法割舍的缘分。
完成这次讲座，可以说是对这样一种缘分的最好交代。
三因    一直特别喜欢《诗经》中《桃之天天》中的句子，“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想象中，有一幅这样的图景似镌人心灵化为永恒：一棵桃树静静立于天地间，黝黑深暗的枝丫问缀满
灿烂夺目的鲜妍。
    或者这是盛开在桃花源的桃花吧。
花树下，已近知命之年的男人正在澄心默思，衣襟间全是不忍拂去的落红。
    这个男人由桃之天天看到所有生命的真实形象：一切原都是从虚空中来，又回到虚空中去。
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功业也将随同历史的烟尘永远沉落，剩下的唯有寂兮寥兮的天地。
    于是这个男人说，“大地河山，一虚妄境界耳，非宇宙真实之本体也”(《艽野尘梦》序)。
他之所以称其为“虚妄”是因为，有成就有毁，有生就有灭，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是流动不居的，
今日之我就非昨日之我。
盛开的桃花是生命绽放的象征，但生灭之间，它亦是虚妄。
    然而，因为它的旋生旋灭，因为一切都是虚妄，盛开就没有意义了吗?不是。
    如果以虚妄为假，本体为真，那么假和真是一样有意义的，这个假  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个假，
它是相对于真实绝对而言的一种“变  易”的状态。
    男人说，只有破除这种对相对的执着，也就是破除对“假”的执  着，才能把握真实之本体，也就是
“绝对”。
自古的圣人前贤都在试图  把握真实，获得对本相的认知。
    《庄子》告诉我们，破对待，明本体，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执着的东  西都是相对的，不要被表象所迷
惑，这是以真见假。
而像孔子那样删诗  定礼，为万世立人极，也是有意义的，不是虚妄的。
因为他在现实中的  执着，其目的是以假见真。
他们的追求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接近  本体。
    了不起的圣贤们，有大智慧，知道本体是什么(也即大道)，也知道现实的虚妄，他们不因为虚妄就
放弃，而是要凭借这虚妄的现实表象世界去建立法度，以贴近道之本体。
这是圣人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个男人的追求。
    渺渺尘世中，陈渠珍虽历尽千难万险，却仍然殚精竭虑，要保境息民，让湘西这块热土变成桃花源
，成为一个民风朴实、民生无忧、民智开启的和谐社会。
他非常明白生命的无常，世事的虚幻，然而他还是要去做，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因为他勘
破了真与假、绝对与相对，本体与虚妄的真相。
他要追求的是本体之道，而这个道，不在书本和言论里，不是抽象的，是将仁心付诸实践的行动中。
    历代儒者追求大道，尤其是宋明理学，往往注重于自我的个体道德修养，一心在理论上争论如何成
为圣人的心法。
其实圣人这个玩意儿，就像道德这个概念一样，它是需要以行动来体现的。
正如阳明心学说的，致良知，成圣人，需要知行合一，是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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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满街嘴里挂着“道德”二字来臧否别人的人，自己何尝真正履践道德，具有道德。
有些东西，你一说便是错了，重要的是你如何做，思想必须体现在行动中，这才是知行合一。
    正如历史常被认为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一样，道(
绝对真理)也常常被认为是一个虚玄的东西，并且万物一切都是由这个虚玄的东西所决定主宰。
事实上正好相反，是人们的实践在无限接近这个道。
陈渠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军人良心论作为对于湖湘文化、宋明儒学的现代传续，赋予了传统思想以
时代的意义。
他在真正实践这个道，接近这个道。
    这个道，在他看来就是“仁”，就是“良心”，就是以利人利己来建立社会的道德，在现代化的商
品经济社会来I临后，以此来建立社会的价值秩序。
今天看起来，陈渠珍的良心论正是被需要的时候，是今天信仰缺失、价值陨落、道德崩毁的社会最好
的解毒剂。
所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陈渠珍和陈渠珍的思想主张，是我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之所以来讲陈渠珍的思想
之缘起。
四因    这第四因，我要讲的是现实的缘起。
    在湖南教育台湖湘讲堂上讲说湘西王陈渠珍，从写到讲只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这完全超出了我自
己的想象，湖湘讲堂的工作人员也意外不已。
记得2012年6月中旬的一天，接到制片人柳理的电话，说，师姐，你有没有兴趣来湖湘讲堂讲陈渠珍?
之所以柳理称我为师姐，是因为我和他都是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我九二级，他九三级。
那时的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极为繁盛，教师人才济济，学生五花八门。
    这位师弟就是一湖湘奇人怪才，虽名字中有“理”，但以为他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先生那就大错特错
了，说话行文颇为放诞洒脱，不过话糙理不糙，骨子里倒是中正温厚极了。
这不，在师姐面前不太好放肆，颇讲礼貌，“鸟”、“贱”、“伪”之类有辱斯文的字眼暂时一概收
起，顺嘴骂道旁人时，呵呵两声掩饰过去，继续伪装，好玩得很。
    其实这位自嘲“好歹也是教育电视台中层干部”的师弟让我佩服得紧。
世风浮泛、文化贬值的今天，居然让他整出一个以打捞湖湘历史、钩沉湖湘人物、弘扬湖湘精神为使
命的团队，团队里的这些年轻人都能铁血丹心地跟着他默默做着湖湘文化传播的工作，不能不让人对
柳理和他的团队油然而生如滔滔黄河之水的敬仰之心。
    当柳理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湖湘讲堂主讲时，我自然是非常有兴趣，其实前几年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联
系，但当时我做湘西土匪的课题，他们没能通过。
我问怎么今天又可以做陈渠珍的选题了呢?他笑言，也许是时候到了吧。
我将这种机缘理解为天时地利人和，既是如此，我便不想错过这次机缘，因为对陈渠珍先生的研究几
乎成了我的一种使命，我没有退路，要赶上这段可以为陈渠珍正名，让更多人来了解他的机缘。
柳理让栏目组的编导王笑东先生与我联系。
    其实讲座讲稿的问世出炉，应该说是我和笑东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不长的一个多月时间的讲稿沟通中，这个80后的小伙子让我刮目相看。
因为如果没有笑东的鞭策和鼓励，也许我完不成这个任务。
因为我不是一个已经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学者，至于电视行更没有混过，不过是一个打酱油的女教师
，读书治学全凭兴趣。
好在也纯粹，不求身外事，只求有会心。
这样一来便很没有底，对自己能否完成讲稿上电视去讲，完全没有信心。
    笑东却淡定沉静，不急不躁，像牵着盲人过马路，非常有耐心地与我沟通。
不知不觉，他的指点建议都不露痕迹地渗透到我的行文和布局中去。
我很奇怪他有这样让人能够安定的气场，有温润如玉的君子风度。
后来在聊天中得知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才让我恍然。
我非常感谢笑东为陈老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因为时问太紧，他又想做得更好一点，连日连夜加了很多
天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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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得到他的用心和辛苦，但每次电话里听到的都是他明亮如阳光的声音，如同上帝的恩赐。
我想起电影《沉默的羔羊》里的一句台词，大意是世界因为有你而更加精彩。
笑东正是这样的人。
    还有胡广宇先生，我的大学同学，在湖湘讲堂中号称“广爹”，他温煦的笑容和对我的鼓励与嘉许
非常感动我。
    如今，《湘西王陈渠珍》已经录播完，我对笑东笑言，我像下锅的米，米准备好了，炊成什么样子
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如同一段缘起，终也有缘灭的时刻。
而我将继续在路上行走。
“在路上”是一种人生状态。
苏东坡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红楼梦》里贾宝玉更是红尘中走一遭的顽石。
鲁迅先生则写过《过客》。
可见，“在路上”的过客意识对于一个人把握人生本质是很重要的。
然而大部分人是将他乡认作故乡的。
我则会像日本作家春上村树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在人生之路上继续去探索人性、思想的奥秘，
无论那是黑暗还是光明，我都一样地热爱与珍惜，这也许是我的宿命。
    最后我有一个感触，《湖湘讲堂》这个有理念的电视栏目团队，他们不光是在做节目，这种理念和
追求氤氲着他们的生命，反过来说他们也用生命在涵养这个理念和信仰。
这也许就是王阳明所言的“知行合一”吧。
我希望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缘起自然有缘灭之时。
这正是：    桃花树下英雄老，人去江湖远；    雪域青峰两不负，寂寥天地间。
    罗维写于2012年8月11日晚    全书成稿于2012年7月1日    定稿于2012年10月25日    另：在此要特别感谢
陈渠珍先生的女儿陈元吉女士为本书提供的有关其父亲的图片资料；感谢我的先生刘朝晖，没有他的
支持，我不能在    家庭之外从容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感谢我的单位湖南警察学院对我的研究的鼎力支
持。
最后还要感谢湖南教育电视台化妆师飞儿，以及摄像师和调音师等工作人员的共同合作，顺利完成了
电视讲座《湘西王陈渠珍》的录制。
我答应过飞儿，如果出书了，一定送她一本，记得当时她很开心。
    注：本书中所用图片有一些来自互联网，因无从找到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诚请图片作者拨冗赐示地址，以便奉寄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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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湘西王陈渠珍》是湖南警察学院罗维副教授根据她今年8—9月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
目上的讲稿整理成书的。
它如实反映了湘西近代的历史，还原了先父本来的面目。
共13章十多万字，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语言朴实，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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