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六岭书林
审稿：谢恩桂 责编：刘振华 版式：李 萍 总检：尹一冰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

湘桂黔边区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
肖殿群先生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先河》里
倾情讲述的城步苗族自治县。

过去，城步苗疆远僻闭塞、刀耕火种；现
在，这里妙曼如仙境，令人神往！假如你按下
云头，降落武冈机场，再沿着玉带飘飞的高速
公路穿峰过寨，去到那元明时代的五峒苗疆，
这里厚重的文化、荟萃的人文、独特的苗风，
都会让你如蜜在心、流连忘返；这里古老而凄
美的故事，更会让你梦萦魂牵、一生难忘。

读完《先河》才明白，这个风光迤逦、历
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原来正是中国

“改土归流”第一县！
“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自治为流官管理。

这项始于明代中叶的政制改革，对加强民族团
结、强化国家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城步的“改土归流”是什么时候进
行的呢？

明弘治十四年（1501），湖广布政使司宝

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市）岷王霸民田、藏甲
兵、图皇权，引发时属武冈州管辖的五峒苗
疆的大规模反叛，这就是著名的“李再万苗
民起义”。那时，在湘桂黔边区的广袤地域，
苗人、藩王、皇帝互相利用，明争暗斗，纷繁
角逐。朝廷暗助苗人灭岷王，又敕大军平苗
叛，并废除千百年来的土司制度，设置了城
步县，开了中华五百年“改土归流”的先河。

那是不是还有比城步设县更早的“改土
归流”呢？没有！朱元璋攻下云南，自然属于
开疆拓土，并不是改土归流；就算贵州设省
早于城步设县，但那也不是改土归流。

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势力进入贵
州。但为了稳定大局，朱元璋没有动当地土
司的奶酪。事实上许多土司地区仍然水泼不
进、铁板一块。但朱元璋无暇顾及，当年就派
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祖籍城
步）、左副将军蓝玉（祖籍城步）攻下了云南。
这就是著名的“太祖平滇”。后来傅友德和蓝
玉撤回，沐英留滇镇守。

可是，沐英在云南守得很艰难！
那时的云南，虽然元梁王已灭，但段氏

割据大理已久，根基稳固；土官杨苴进攻昆
明；曲靖酋长、浪穹蛮先后作乱；普定、广南
诸蛮相继反叛；东川蛮和越州酋长阿资、广
西 阿 赤 起 兵 …… 特 别 是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1389），“白夷”傣族、麓川国主思伦发攻打
定边。三十万蛮兵身披藤甲，肩扛栏盾，手持
竹筒标枪，呐喊着驱赶一百头大象疯狂冲
锋，真的是地动山摇、天塌地陷。

但贵州将云南和内地硬生生地隔开了，
明朝鞭长莫及，致使沐英在云南后援枯竭，
独木难支！将朝廷的军援经过四川或广西运
输过去？千里迢迢，太绕道了。从贵州直走？
贵州此时行政机构不畅，朝廷往往要大费周
折，还经常被当地土司劫了道。因此，必须先
打通贵州，才能支援云南。

机会终于来了：贵州的思南宣慰使田宗
鼎和思州宣慰使田深互相仇杀，朝廷利用他
们都想告状求助的心理，分别将二人骗进京
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设立贵州布政
使司：贵州设省早于城步设县80多年。

贵州设省后对云南形成了强大后援，明朝

的军援源源不断地经贵州、进云南，对巩固云
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那时朝廷的目的只是
打通云南的通道、将贵州建成一个军事后援基
地而已。这主要是军事上的考量，并不是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政制改革。因此，贵
州设省纯属开拓疆土，并不是“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只能在开疆拓土完成之后、
政权全面稳固的时候才能进行。明朝前期，北
方少数民族集中而强大，南方少数民族弱小
而分散，“先北后南”是朱元璋早就定下来的
战略方针。因此朝廷对北防御严密，对南重在
抚慰。但这个政策在弘治年间(1488-1505)被
彻底改变了，明朝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对
北主动出击，对南以剿为主。因为弘治之前南
方少数民族起义太多了，而且这时朝廷已有
能力处理南方事务。因此史料记载，“改土归
流”试验是在“弘治中兴”阶段才逐步展开的。

城步设县，正是在明代中期的弘治年
间，并为当时之始创。在弘治皇帝眼中，五峒
苗疆的“峒主”（即土司）名为归顺朝廷，实为
武装割据；既做土皇帝，又不时反叛朝廷，成
为明廷的心腹大患。比如，自明朝立国 130
年来，城步苗民大起义即达16次之多。朝廷
连年征剿，都如钝刀割野草，春风吹又生！因
此，弘治帝抓住五峒苗人反对岷王霸占苗田
的时机，强势介入，既抑岷王、又灭土司，并
设置了城步县，改派流官管理苗疆，开始了
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年的“改土归流”。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军事史》，以及
古今志书都对城步“改土归流”有详尽记载。
在肖殿群的历史小说《先河》里，更有精彩的
记述和描写。当代著名作家肖仁福在《〈先
河〉序》里说：城步开了“改土归流”先河，是

“以苗区方寸之地的风云际会，极富传奇地
演绎出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撕裂粘合，粘合
撕裂，再撕裂再粘合，最后实现民族大融合
的痛史。痛史自然是痛苦的残酷的无情的，
可没有这种痛苦经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生
生不息，这是民族大融合的价值指归”。

读完肖殿群先生的《先河》，我更加明
确：苗民起义、城步设县的那年那事，正是我
国五百年“改土归流”历史长河的源头，是中
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起点。

读者感悟

城步：中国改土归流第一县
——邵阳本土历史小说《先河》浅读之一

晚生

第一次见到报刊亭，是在小学时代，那时我也就十
一二岁。有一天，父母带我到城里也就是镇里走亲
戚。那个镇不大，只有两条街。一天午饭后，我独自沿
着一条街边走边逛，快走到邮局附近时，远远地看到一
个绿色的长方形大箱子放在路边。这是什么呢？我的
好奇心来了，便急忙走上前去，发现这个绿色的大箱子
上面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邮局报刊亭”几个大
字。箱子的窗户上摆着各种杂志和报纸。原来，这个
绿色的大箱子就是卖报纸和杂志的！我高兴极了，把
摆在窗子上的花花绿绿的杂志都看了一遍，最后买了
一本我非常喜欢看的《小雪花》杂志。从那时开始，我
就知道城里有一个大绿箱子叫“报刊亭”。

乡下的孩子，进城的机会不多，隔个一年半载的，
才能跟着大人进一次城。但从那以后，每次去镇里，我
都会到报刊亭去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杂志，带回家里
反复阅读，还向同学们炫耀。

几年以后，我考上了镇上的中学，在那里读了三年
书，和报刊亭的接触就更多了。报刊亭离我们学校不太
远，我经常在放学的时候溜达到报刊亭，看看有什么新
的杂志没有，如果发现了新来的杂志，我就会立即把它
买下来。作为一个农村学生，兜里没有什么闲钱，但我
总是想方设法省下一些钱来，用来买报纸、杂志。记得
那些年，我买的最多的就是《中学生》杂志，几乎每期都
买。此外，也买了《小说月报》《连环画报》《奥秘》等，这些
杂志，使我受到了很大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学时代的
生活。因此，对那个报刊亭，我一直怀着一种感激之心。

又过了几年，我考上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
所林业院校，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齐齐哈尔是黑
龙江省第二大城市、是该省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此，那里的报刊亭更多。我们学校有两个大门，在这
两个大门外，就分别有一个报刊亭。大学时代，我与报
刊亭打的交道更多了。因为那时我喜欢上了文学创
作，还经常向外投稿，而报刊亭里的报纸杂志，则能为
我提供投稿的地址，成了我学习写作的参考资料。

我所学的专业是跟林业有关的，每年都要外出实
习，所以四年的时间里走了很多地方。但每到一个地
方，哪怕是很小的乡镇，也都能看到报刊亭、都能买到
自己想要的报纸和杂志。可见在那个时代，人们阅读
报刊杂志的风气还是特别浓的。有次实习来到一个非
常偏僻的乡镇，找了好久也没能找到一家报刊亭，感叹
这个地方的文化太落后了，竟然连一家报刊亭都没
有！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报刊亭成了检验一个
地方文化是否繁荣的标准。

然而，令人感怀的是，从十多年前开始，报刊亭就
越来越少了。我们小镇上的那个报刊亭，早已拆除
了。现在到一个城市去，想要找一个报刊亭，是一件很
难的事。曾经随处可见的报刊亭，在城市里竟然消失
了踪迹。

网络和自媒体的兴起，对报刊的冲击力很大，很多
人已经没有了阅读报刊的习惯。买报刊杂志的人少
了，报刊亭就陷入了经营困境，所以就退出了市场。

这道城市风景线的消失，是很令人遗憾的。于我
个人而言，看到这些多年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心
中除了遗憾之外，还有些许感伤。因为想起那些报刊
亭，便会想起我的青春岁月；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
子，每每回忆起来，都满怀着眷恋和温馨。

书与人

消失了的报刊亭
唐宝民

全民阅读时代，读书不仅是工作之余的
一种调剂和消遣，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精
神上的充实和提高。应该怎样去读书，并让
自己的一次次读书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这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回避不了的话题。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看来，读
书，既需要个人潜心于书香，养成终身学习
的好习惯；还需要全社会用春风化雨般的悉
心培植，让读书观念入脑入心，最终助推全
民阅读迈上正轨，走向高雅。

儿时由于家贫，梁晓声常买不起书，就
和同伴们一起“凑份子”。后来，他便大着胆
子问母亲要钱买书。在纱厂阴暗、尘絮飞扬
的角落，佝偻着腰正在劳作的母亲，听说儿
子想问她要钱买书，不仅不恼，还当众夸赞
了他。望着母亲为了生活，如此劳累地工
作，梁晓声暗下决心，一定要靠读书改变自
己和家人的命运。这样的人生理想，即使是
在黑龙江当知青时也不曾有丝毫的放弃。
在那个清贫的岁月，是孜孜不倦的苦读，点
亮了梁晓声心头的明灯，让他自信满满地走
进了大学的殿堂，从此与书本和文学结下了
不解之缘。《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
一书，梁晓声深情回顾了自己从买书、读书
到写书的不凡经历，诚望普天下的孩子都能
爱上读书，全社会的人们都能为莘莘学子的
学习和读书，创造最佳的条件。“学生家长也
罢，托儿所的阿姨也罢，小学或中学教师也
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若善于发现其爱
好，并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之
得以较充分的表现，乃是必要的。”他尤其倡

导要多一点精神上的鼓励，“一次好的造句，
一篇作文，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想象，一经受
到勉励，很可能促使人与文学、与艺术、与科
学系成终生之结”。

经历过生活的重重磨难，梁晓声深知读
书的重要性。他把读书既视作一生的修行，
同时，也把它看作是提升思想境界的必由之
路。然而，现实中有的人虽物质富有，生活
优渥，但精神世界却极度贫乏，常感空虚和
寂寞。这在梁晓声看来，如果试着多读点
书，多读点好书，就能帮助人们增强抵御寂
寞的能力，它的神奇之处还在于，能将每一
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都变幻成有滋有味的快
乐时光，从而让每一次的读书之旅，都成为
一次次心灵的淘洗和灵魂的浸润。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是读书，实现了从精神“负翁”
到思想“富翁”的蜕变，它在改变人们心境的
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一个人的人生命
运。为此，在书中，梁晓声说：“你多读一本
好书，就会受它影响，只要你曾经花过十年
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论做什么，都
有自信。”这样的表白，正是读书人“腹有诗
书气自华”的生动体现！

儿童时代读连环画，少年时代读“百家
书”，青年时代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社会
这本“大书”，几十年如一日地饱览群书，无
疑大大丰富了梁晓声的内心世界，也让他对
这个温情的社会，充满了无限的关爱。于
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中国社
会各阶层分析》《人世间》等一部部现实主义
精品力作，相继在梁晓声笔下应运而生。这

些作品不但凝结着丰沛的思想意蕴，也是对
他勤读笔耕的最好回报！“当书改变你的时
候，你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常年畅游书海，让梁晓声有了超越常人的深
刻。在他看来，只有广泛的阅读，才能透悟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
人生三问，亦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自己的
祖国和别的国家，从而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
发展过来的。

心心念念全民阅读，梁晓声结合自身的
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了读书的题中之义。
在《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这本书
里，他真诚地希望，无论是在春雨霏霏，还是
夏日炎炎，抑或是秋日寂寂，乃至在冬日寥
寥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能从容地展开书
卷，以季节为伍，以书本为伴，不负春光，不
负韶华，去读出一个翰墨飘香的好日子，读
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新书赏析

不负韶华勤读书
——读梁晓声《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

刘小兵

汉语博大精深，有许多看似
平常的词语其实都不简单，细究
起来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譬如
这个“卖关子”，关子为何物，关子
为啥又要卖啊？

关子有多个含义。第一个是
指通关节、说人情的人。《新唐书》
里有：“有所求请，先赂关子，后达
於逢吉，无不得所欲。”

第二个是南宋的一种纸币。绍
兴元年（1131），因婺州屯兵的需
要，出于筹措军费的目的而印造
的。商人以现钱在婺州换取关子，
然后到设在临安的榷货务兑换铜
钱或者盐引、茶引等，有些类似于
现在先付款后取货的贸易凭证。

第三个是空白执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讲：
“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
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

第四个则是关文。元杨显之《潇湘雨》第四折有：
“小可是临江驿的驿丞，昨日打将前路关子来，道廉访
使大人在此经过，不免打扫馆驿干净。”

第五个是指小说、戏曲中的故事情节。元关汉卿
《拜月亭》第二折：“做说关子了。” 第六个和第五个有
点关联，指小说、戏曲情节中最具悬念的地方。古典小
说里一回结束时常写“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其实就是关子。

说了这么多关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它们都是“稀缺资源”。纸币是钱，空白执照和关文都
是重要文件，通关节、说人情的人是关键人，没他办不了
事，而小说和戏曲的关子也是最抓人之处，可谓文眼与
戏眼。既然是“稀缺资源”，关子自然有了可卖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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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散文
集，梁晓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
出版）

（《先河》，历史小说，肖殿群著，团结出
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