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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这一片区域，很早就有先
民的活动。唐宋以来，邵阳地方文
化的积淀日趋丰厚。历史上，对邵
阳乡土文化发掘、整理做出突出贡
献的人物有邓显鹤、刘达武、马少侨
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
入，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新问题。下面笔者谈谈研习邵
阳地方文化的四个小问题，以期能
够抛砖引玉。

常福寺

“侯田垄的风声，常福寺的钟
声。”这一俗语在隆回高平镇妇孺皆
知，然而常福寺的晨钟暮鼓是何时
敲响的？这问题还真的不好答。我
几次盘桓该寺，追根溯源，得到的是
一句话：“先有常福寺，后有新化
县。”北宋章惇开梅山，熙宁五年
（1072），朝廷设立新化县。那常福
寺的初建还得往前推，本地人说是
唐朝末年修建的，似乎也顺理成章，
可惜一直找不到文献作佐证。这些
年，机缘巧合，我有幸读到了明朝嘉
靖《新化县志》《湖广图经志书》，隆
庆《宝庆府志》，这三种志书上对常
福寺均有所涉及，详略不一，现综述
如下：常福寺，位于新化县西一百里
的永宁二都，宋朝绍兴年间修建，元
朝壬辰年兵毁。明朝洪武年间（《湖
广图经志书》作“十二年”，《新化县
志》作“二十年”）建，僧福孙重建。
永乐初年，僧善信修。宋元时期、明
朝前期常福寺兴废的相关历史基本
上可以落实。

“旧不与中国通”

近些年，梅山文化的研究风生
水起。《宋史·梅山峒蛮传》载：“梅山
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谭，
南接邵，西则辰，北则鼎、澧。”现在
很多研究者抓住“旧不与中国通”大
做文章，认为这是一片独立王国，神

秘之地，他们的文化是原生态的。
这种认识很有反思的必要。梅

山区域，春秋时期属荆州，秦属长沙
郡，安化汉初属益阳县，此后长时期
一仍其旧。梅山区域的高平，三国
吴宝鼎元年（266）置高平县，隋唐俱
隶潭州，史实俱在，怎么能说梅山区
域一直不与中原的中央政权相往来
呢？明朝嘉靖年间的《新化县志》卷
二“地理志·沿革”说得很明确：“五
代衰乱，为蛮獠所据。宋太平兴国
六年，发潭州兵击之，置五寨以控
御。熙宁五年，中书检正章惇经制
湖北，开复梅山，析其地为两县，新
化为上梅山，隶邵州；安化为下梅
山，隶潭州。”道光《新化县志》卷七

“山川”载：“梅山，治南四里，一名上
梅山。《一统志》：五代及宋初为峒蛮
苏氏巢穴……熙宁五年湖南北察访
章惇遣使招降，遂为内地。”原来“旧
不与中国通”之“旧”是有特定内涵
的，即是指五代至熙宁年间开梅山
置县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守温和尚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听人说起
三十六字母的创始人守温和尚在高
平寺院创制出这一伟绩，不胜惊
讶。后来拜访了高平洪山的老人，
恳请他们提供相关线索，他们说是
听别人讲的。2007 年，我到高平颜
公庙拜谒，该庙初建于明朝万历二
年（1574）。2017 年秋，我再次踏访
颜公庙，庙里立了一块大理石碑，上
面刻着：“唐末守温和尚住此，36字
母创始人，公元902年安葬于本庙后
红马头。”

可是，遍查地方史志，采访当地
长老，此处原无寺院，明朝万历年间
才建庙宇，守温和尚难道是天外来
客？唐朝末年，朝廷式微，中央政权
对高平这一带实际已失去控制，得
道的高僧难道喜欢这偏僻之地？历

史上叫高平的地方有很多个，山西
有，河南有，甚至越南也有，孤证难
定。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发现
一个署有“南梁汉比丘尼守温述”的
韵学写本残卷，据此推知，守温可能
是五代后汉梁县（今河南省临汝县
西）人。守温在新化高平寺院创制
字母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
几率微乎其微。

《爱莲说》的诞生地

周敦颐的《爱莲说》流传千古，
现在有六七个地方争相把周敦颐撰

《爱莲说》一事归于当地，且大修楼
亭馆所，大肆宣扬。周敦颐与邵阳
有缘，邵阳也有这方面的文献记
载。《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爱莲池，
周敦颐先生观莲处，在邵著《爱莲
说》。”立论需凭证据，选择证据，以
古为尚。近读宋版《元公周先生濂
溪集》，发现珍贵材料。该书卷六刊
登了《爱莲说》原文，后面附录了资
料：“舂陵周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
太原王摶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
日江东钱拓上石。”嘉祐八年四月，
英宗登基。周茂叔以覃恩迁，仍判
虔州。英宗旧名赵宗实，臣子避皇
上讳，改惇颐。英宗治平四年秋，周
敦颐摄卲州事，《爱莲说》已经刻石
五个年头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还附录了宋朝度正为周敦颐所做的
年谱，现摘录如下：“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时年四十七。行县至雩都，邀
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游
罗岩，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
英宗登极，迁虞部员外郎，追赠父桂
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

这些材料，不仅详载了《爱莲
说》创作时间、地点，还记载了该文
当时即由雩都县令沈希颜刻石。往
事越千年，这一石刻虽不知下落，但

《年谱》出于宋人度正之手，时、地、
人俱全，理当可靠。

●煮酒论史

邵阳地方文化四题
易立军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而
且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最受重视的节
日。春节俗称过年，迎接春天的到来，
走进新的一年。祈福新年里人丁兴
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吉祥如意。

年俗文化内涵丰富，如杀年猪，打
糍粑，吃年夜饭，压岁钱，喝春酒，拜新
年，等等。但是，写春联，送春联，贴春
联，无疑是所有年俗中最具文化味的，
是春节的标志性活动。如果家家户户
贴上春联，则意味着春节正式拉开序
幕，我们过年了！

春联，旧称“桃符”，是中国一种独
特的文学形式，从古代骈文、诗歌发展
演变而来。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
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
望。每逢春节期间，无论城市还是农
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
贴于门上，辞旧迎新，以增加节日的喜
庆气氛。如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就有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之句。

小时候，所见春联，几乎清一色是
手写的，喜欢舞文弄墨的书者、联家，
挽起袖子，饱蘸浓墨，凝神静气，笔下
流泻出一副副字工意美、联墨俱佳的
春联来。读书后，也多次看见我的语
文老师忙着给乡邻、亲友写春联。早
些年，我也不揣浅陋，手写自撰的春
联，贴在大门上。但近年来，更多见的
是一些企业基于宣传目的、用机器印
制的春联。如今手写春联日见其少，

若能再见到，应该算是有眼福。
值得欣慰的是，在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手
写春联又有兴起之势，人们又可以闻
到浓浓的翰墨书香。近日，华融湘江
银行联合本地书法家，组织开展了一
场办业务、赠春联活动，夫人应约前
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了两副春联带
回来。联曰：“积玉堆金迎富贵；安居
乐业奔前程。”“平安富贵财源进；如意
吉祥事业兴。”横批分别是“万象更新”

“恭贺新春”，联意甚好，书法也不错。
打算在除夕前贴在大门上，庆祝春节。

春联是春节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活
动。春联，不仅能增添节日的喜庆气
氛，表达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殷殷
期盼；而且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
多彩与博大精深，感受到乡风民俗
的纯朴淳厚。过年，如果只剩下吃
喝玩乐，真没意思，特别是在物资丰
盈的现代社会，更提不起人们对过年
的兴致和热情。唯有文化，才能让人
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年味，感受到春节
万家团圆、和和美美、喜气洋洋的欢乐
气氛。

春联，联通古今，春意盎然，殷殷
祝福，寄寓美好，传承高雅，品味高
端。春联，中国年的文化标志，浓了文
化，醉了年味，它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年味。狗年春节日益临近，年味渐浓，
让我们为春联活动点赞，为手写春联
迎春点赞！

●世相漫议

春联中的年味
刘运喜

周作人喜欢为文章作“注”，尤其是
其翻译作品。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曾
说：“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
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
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
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
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
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因
此，读周作人，不可不读其“注”。

周作人很重视文章的“注”，也很喜
欢为文章“作注”，他自嘲自己有“注释
癖”。对于翻译外国作品，他总希望在
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
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
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
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
么可喜的”。

在周作人看来，他的译作“有意思”
“可喜”之处，更多的应该体现在他的
“注”中，或者说就暗藏在他的“注”里。
的确如此，他的译作中，有的篇章注释

甚至超过了原文的字数。如他翻译日
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二十多万字的
原文译文中，所作注释就有六万多字，
占到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说明种种
典故、佛经、服饰、礼仪，的确很“有意
思”，也很有看头，对了解日本早期的文
化制度，宗教礼仪等很有帮助。可见，
撰写这些“注释”的确花费了周作人不
少心血，如果不读这些注释，不仅很难
准确理解原文，也辜负了周作人一番苦
心。周作人有的注释看似随意，其实是
其知识累积，生活阅历，人情世故的体
现，是原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不
可等闲视之。

总之，会读书的人，一定会在作者
的“注释”处下工夫，这不仅是一种读书
习惯，更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之一。读周
作人切不可忽视其注，如果把周作人的
著作看成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那么
注释就是走进这座宫殿的一扇偏门。
踅进去了，曲径通幽处，自有一番风景。

“注释”处的风景
孟祥海

一天晚上看电视，不知怎么调到
了央视的戏曲频道，正在播京剧《打严
嵩》。御史邹应龙想要搞倒奸相严嵩，
就来了个“曲线救国”，先去结交严
嵩。没想到，严府的门官小鬼难缠，索
要贿赂。该剧就用很大的篇幅，来刻画
邹应龙如何惩治门官。最后邹应龙把
门官治得服服帖帖，骂一句“真是个势
利的小人”，算是让老邹出了口恶气。

无独有偶，程派名剧《锁麟囊》中
也有类似的势利小人出场。戏一开
场，几个小花脸扮演的傧相就为是去
富贵的薛家贺喜，还是去贫寒的赵家
贺喜而吵闹不休。“春秋亭”一折后，这
几位接着上场插科打诨，互相唾骂“真
是一个势利的小人”。

《豆汁记》这戏不大出名，它的另
一个名字《金玉奴棒打无情郎》却大大
有名，那是“三言二拍”里的名篇嘛。
穷书生落魄，到花子头的女儿金玉奴
门前讨碗豆汁吃，被金玉奴相中，招为
东床快婿。穷书生倒驴不倒架，对花

子头岳父和一帮花子叔叔大爷仍旧保
留着心理优势，一句“叔父我这厢有礼
了”，算是挽回了些许的颜面。而穷书
生那势利的嘴脸立马就浮现出来，怪
不得他日后被金玉奴“无情棒打”呢。
活该！

说了这么几出戏，我不禁有些怀
疑，中国京剧乃至整个中国戏曲是否
有一种“批势利情结”呢？答案几乎是
肯定的。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
常戚戚。”中国历来的大家们都以“君
子”和“小人”来区分人群，要想成为

“君子”当然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情。那么为了表达我辈凡夫俗子对

“君子”的向往，就只剩下一件事可以
做了，那就是痛批“小人”啦。“小人”最
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攀龙附凤，趋
炎附势，落井下石，过河拆桥，上下其
手，左右逢源，用两个字概括：势利！于
是乎，作为旧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戏
曲，就当仁不让有了这“势利情结”，把
批势利小人当作了戏曲主要的任务。

●思想者营地

中国戏曲的“批势利情结”
古傲狂生

谢堃《春草堂集》记载，创建天
一阁的范钦去世两百多年后，宁波
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酷爱诗书，听
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两百余年不蛀，
全靠夹在书页中的芸草。她只想做
一枚芸草，夹在书本之间。于是，她
天天用丝线绣刺芸草，把自己的名
字也改成了“绣芸”。

父母看她如此着迷，就请知府
做媒，把她嫁给了范家后人。她原
想做了范家的媳妇总可以登上天一
阁了，不让看书也要看看芸草。但
她哪里想到，范家有规矩，严禁女子
登楼。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郁而
终。临死前，她连一个“书”字也不
敢提，只对丈夫说：“连一枚芸草也
见不着，活着做甚？你如果心疼我，
就把我葬在天一阁附近，我也可瞑
目了！”

愿意做书中芸草的女人让人感
动让人痛惜，爱书成魔的人不在少
数，书本确乎是有魔力的。当生活
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时，我们

在书籍中，找到那把独特的火镰，点
亮心中沉寂的黑暗；当理想破灭，我
们像一艘随时倾覆的小舟，颠簸在
滔天巨浪之巅时，我们在书籍中寻
得那一方导向的罗盘，引领我们走
向新的希望之路。那些生动的文字
是盛开在我心底的芙蕖，清丽、幽
香，如同风和丽日中浓雾渐退的一
树繁花，或是夕阳斜晖中镀着金辉
的垂杨。

那样寒冷的一个雪夜，我坐在
火塘边，手捧着书。火中三脚架上
的鼎罐正吐着滚滚热气，可泡茶也
可温酒，我想着书中异代异地的风
流儒雅之人、之事。一个人也可豪
饮，感觉啜入的是豪气，漫漶周边的
却是如花瓣般的芬芳。

在希腊爱琴海边矗立的古老的
白色石柱上，余秋雨和许戈辉像顽
童一般寻找着拜伦刻在石柱上的名
字。姜是老的辣，数余秋雨点子多，
他认为拜伦若在石柱上刻了名字，
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

需找到刻名最密集的石柱，就可找
到拜伦的名字。一眼望去，右边第
二根石柱刻名最密。但这一根石
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
里？余秋雨见过他的半身像，猜测
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
处找，找了两遍没有找到。刚刚移
动目光，猛然看见，在稍低处，正是
拜伦的刻名。

这一下引发了余秋雨的感喟：
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
心情。文化祖先在上，我必须低头
刻写，如对神明。很多人都理解了
拜伦的心情，也跟着他往低处刻，弯
腰刻，跪着刻。因此在他刻名的周
围，早已是密密层层一片热闹。

我反复在心中摩挲这些场景，
震撼于世人对文明虔诚的膜拜。书
的诱惑正在于此，书中盛开的那朵
菩提花总是吸引人们沉迷其中，好
书不厌百回读啊。读着读着，你就
认识了好些朋友，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品茗谈文

书的诱惑
唐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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