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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结
论既有档案依据，又有生动故事。

城步苗族自治县档案馆有一卷档
案被列为“镇馆之宝”，该卷档案有：胡
耀邦批示的《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经
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报告的影
印件；欢送原国家地矿部派驻城步支教
的讲师团的照片和欢送辞；一张讲师团
成员领取伙食补贴的会计凭证；城步县
委《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致富为中心，
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
的决议；城步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等等。这些档案佐证了“中国扶
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事实，当然更重
要的是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

1985年，原国家地矿部派出支教讲
师团进驻城步，组长名叫于力平。支教
之余，于力平与团队其他3名成员花了
半年时间，沿着上世纪 30 年代地质学
家李四光在城步找铀矿的路线，一路跋
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苗民家中对城
步的经济社会情况做了一次深度“体
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这
里的贫困状况让他揪心，于是他写了一
篇调研报告，准备呈送地矿部领导。

按程序于力平先把调研报告呈送
给时任城步县委书记的肖尊国阅审。肖
尊国同志很重视，但为了进一步证实和
更好说服其他班子成员，他召集了县
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武装部等
五大机构的主要领导，发起了一场“城
步边界行”。六七月间，他们绕着城步边
境村，爬山、走路，15天里他们走进1300
多户人家。这一走访，肖尊国心中有了

底，也动了情，“宁肯丢掉官帽子，不能
让群众饿肚子”。他和于力平两人反复
磋商，一篇有详细数据、有典型事例、有
生动歌谣的极具份量的题为《湖南省城
步苗族自治县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
困难》的“城步报告”诞生了。

于力平利用回京过春节的机会将报
告呈送给原地矿部副部长温家宝同志，巧
的是当时温家宝同志正调任中央办公厅
副主任。温家宝同志深深地被报告所打
动，立即将报告送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
任的王兆国。最后，这份“城步报告”刊登
在国家信访局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第
十七期上，时间是1986年1月23日。

三天后，这份《群众反映》被送达
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的胡耀邦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材
料，饱含着对贫困群众深切的关怀，做
出沉甸甸的批示：“兆国同志阅后，转
湖南省委。从这个材料看，我们一些同
志的工作太不深入了，应该从中得出
教训，像城步这样的县湖南是否还有？
请省委认真讨论一次，拿出切实办
法。”这就是中国扶贫史上重要的“一·
二六”批示。

温家宝同志在《再回兴义忆耀邦》
一文中记载，1986年2月3日，也就是在

“城步报告”上批示之后的第8天，耀邦
同志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
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
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
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
众。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坚定了胡耀邦
实施扶贫大决策的决心。

可贵的是，城步不是上呈报告了
事，而是不等、不靠，积极先行起来，扎
实开展全县的扶贫工作。1986年6月，全
省第一次贫困工作会议在湘西凤凰县
召开。“当年王震去过南山，红军留在南
山的标语还在，这些历史都历历在目，然
而几十年了，我们还是这种情况，对不起
党，对不起革命的老前辈。”会议上，肖尊
国用这样的开头开始了自己的发言。他
第一个提出了“要建立专门的扶贫机构”
的建议，同时就教育、医疗、供销、交通、
水利、矿产等具体扶贫提出了“一揽子计
划”。7 月，城步县委召开五届二次（扩
大）会议，作出了《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
致富为中心，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
个明显变化》的决议，在全县干部中开展

“要使城步变，自己怎样作贡献”的大讨
论。会后立即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肖尊国任组长，实施“对口”扶贫，要求

“一个机关要负责一个村，不仅要给它资
金，帮它联络，还要想点办法帮他们做点
项目”，同时强调“三年没搞出成果就不
要出来，不能提拔”。

就在城步如火如荼地开展扶贫工
作半年后，1986 年 12 月，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
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务院成立专
门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
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
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
针。紧接着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贫
困县，城步名列其中，自此，全国始有

“贫困县”的概念。
（周后平，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

●史海钩沉

中国扶贫源起城步
周后平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南朝萧
统《文选》，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
学界主流意见认为这是作于东汉后期
的文人诗，这一意见证据较为充分，其
说可从。关于这组诗歌的主题，古人曾
有许多议论，论者多将诗歌与政治及士
人出处相牵合。

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为一组
诗歌，文本内部应当具有一定的共通
性，其中贯穿的精神主旨似可视为主题
所在。而贯穿于整组诗歌的就是对人生
的感喟与思索，人生乃其根本的关心所
在。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层面，文士在诗中表达了他
们对人生真相的洞察。《古诗十九首》实
际上是在谈论人生的痛苦。整组诗的开
篇就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汉代
士人为了追求功名，经常要游学、仕宦，
由此导致的与亲人的分别往往达数年
甚至更久。因生死而造成的别离非人力
所能及，但被迫与相爱的人分离则是人
生莫大的无奈。这组诗对别离之情有生
动的描绘和展现，充满了浓浓的感伤，感
情基调低沉哀婉。其中，我们时常可看到

这样哀伤的叹息：“一弹再三叹，慷慨有
余哀”“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徙倚
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可以说，这种低沉
的情绪笼罩在整组诗中，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汉末士人的普遍心态。

《古诗十九首》的低沉哀婉基调实
际上缘于汉末士人浓烈的生命意识，他
们慨叹时光的仓促与生命的易逝，流露
出对人生短暂的悲叹。这一点从很多汉
乐府诗歌中也可见到。《古诗十九首》的
作者对人生有诸多比喻，如“远行客”“飙
尘”“朝露”等，他们还以“涧中石”“金石”
来作比，突出人生短暂。在汉末诗人的心
目中，死亡是人生的归宿，活着是远行。
这种浓郁的悲哀也影响了后世的诗歌。

第二个层面，《古诗十九首》表现了
文士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的幻灭感。正
如诗中所写：“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
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
仙，多为药所误。”人生短暂，如白驹过
隙，圣贤亦不能例外。洞察了修仙长生
为虚妄后，他们愈发想要去把握和享受
现实人生。他们要饮酒，于是说“不如饮
美酒”；要宴饮高会，于是说“极宴娱心

意”；要耳目之娱，于是说“弹筝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要鲜衣良马，于是说“被
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总之，就
是“为乐当及时”。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一
致选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望，对享
受人生抱有极大热忱。

第三个层面，文士在人生幻灭之后
还要追寻朴素的人生。因为意识到了人
生的有限和虚无，他们不再执着于遥不
可及的不朽，转而去追求现实的人生。
现实人生中安宁而平淡的日常，成了他
们向往的心灵归宿。他们反复歌咏“愿
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得常巧笑，
携手同车归”“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
屋”。举案齐眉、长相厮守成为了文士最
朴素、真挚的愿望。正因为这样，他们对
别离尤为敏感，也对其进行了反复书
写：“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独宿累
长夜，梦想见容辉”“上言长相思，下言
久别离”。离别的相思令人倍感痛苦，甚
至催人衰老。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
国文学中的离别书写始终充斥着悲伤
的情绪，同时，离别也成为古代文学中
的一个重要主题。

●品茗谈文

《古诗十九首》的人生主题
文晨熹

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
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
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童年，是在武
冈山门（今属洞口）度过的。

蔡锷父亲为蔡正陵（又名俊
陵），母亲是王氏。传说他母亲快生
他时，梦见山坡上有一虎从松林里
出来，走近时却很温驯。不久蔡锷
出生，因此喊蔡锷为“虎儿”，名“艮
寅”，字“松坡”。“艮寅”的意思，取

“艮”为“山”、“寅”属“虎”义。蔡锷
于出生后第二年，即他一周岁时由
邵阳祖籍迁居武冈州山门王板桥
（今洞口县山门区水东乡）。初居青
山铺，第二年又迁至大坝上。1886
年，蔡家又从大坝上迁往洪庙。

正陵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
曾教过私塾。蔡锷母亲在家，白天
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晚上则
做针线活。蔡家居住的地方，门当
山道，路窄崎岖，行走不便。特别
是阴雨黑夜，行路更为艰难。为解
决路人行走之难，蔡母常常搓草
绳作“脚码子”，挂在门边，供路人
取用，不收分文。又将杉木皮晒
干，扎成小把放在门前，供夜行者
取燃火把照路。蔡家卖饭，迟早多
少听客便，饭钱不够的，少一些也
就算了；没带饭钱的，可以赊欠，
还来就收下，不还的，也不去追
问。远近乡邻，都说蔡母是位贤慧
的人。蔡母如此，与她的出身不无
关系。蔡母两三岁时，家人带她逃
荒，成了累赘，于是将她捆在树
上，大人们就离开了。幸亏有位王
家老人路过，将她救下，抚养成
人，也就姓王了，至于原来姓什
么，无从得知。据说这位王姓老
人，是洞口县水东乡柑子塘人。

蔡正陵和山门“路边刘家”秀
才刘辉阁结为好友，幼年蔡锷常随
父亲去刘家玩。刘辉阁见蔡锷智慧
超群，甚为喜爱，就留蔡锷在刘家
私塾伴读。蔡锷在山门读书时，博
览强记，凡读过的书，均能背诵如
流，一字不错；咏诗作联，开口即
成，遣词典雅，寓意深刻。民间流传
着许多关于蔡锷与人属对的故事。
蔡锷13岁时，其父带他赴宝庆府
应考。主考官湖南学政见蔡锷年龄
小，出联曰：“邵阳考生八十名，唯
汝最小。”蔡锷随即应对：“孔门弟
子三千众，数回领先。”主考大喜，
将蔡锷叫到面前，给了一张两寸见
方的纸，令其写一万个字。蔡锷略
一凝神，提笔往那一小块纸上写：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
万。”主考高声赞叹：“此神童也！”
于是，蔡锷以神童补县秀才。

蔡锷从启蒙读经到留学日
本，他的学费、路费，都是刘辉阁
为他承担。光绪三十年（1904）冬，
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回山门探
亲，履行婚约。当年刘辉阁许婚
的，是哥哥刘藜阁的长女刘长姑，
而不是次女刘新英。刘新英自小
死了母亲张氏，不得继母宁氏的
喜欢，就由叔父刘辉阁夫妇抚养。
蔡锷归来履行婚约，刘长姑已是
30岁的人了！一种自尊基础上的
自卑感，使她不愿嫁给蔡锷。此时
刘新英已是20岁的姑娘，她不满
姐姐的门户之见，在花轿临门时，
她代替姐姐，嫁给蔡锷。蔡锷认为
刘新英此举，既侠且贞，给她改名

“侠贞”。
（萧泽曜，武冈人，曾任人民

日报社副总编辑）

●武冈史话

蔡锷童年在武冈
萧泽曜

明孝宗弘治年间，武冈岩塘
（今属洞口）有诸生潘崇瑠者，与
岷藩靖王朱彦汰结同年交。明世
宗嘉靖四年（1525），参与朱彦汰
谋事，事发革爵，隐居雪峰山东麓
岩塘村，与靖王及当地名士游冶
山水，唱和诗文。

潘崇瑠的《早行》一诗颇为清
丽别致：“忙着游衣快着鞭，转头
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为雨，
七八个星上在天。茅店鸡声人过
语，竹筛犬吠客惊眠。等闲探出
扶桑日，一卷画图在眼前。”

不是去办事，而是去闲游。
闲游却不闲，兴致勃勃，早早便
起，而且快快加鞭。这时，月亮正
悬垂于西边柳梢，有点似露似雾
的雨丝，湿漉漉的，几点星火朦朦
胧胧，与垂月相映。薄明微凉，似
幻似真，好一幅浓墨山水。接着
用温庭筠《商山早行》的典故，为
画面抹上一层荒古气息。这时，
幽寂的画面里有声音透出，鸡声、
人语，惊起犬吠，犬吠惊起眠客，
深邃的画面中层次分明地显出一
重重生机来。画醒了，夜也醒了，
不知不觉旭日从迷蒙湿气中钻出
来，一卷清丽明媚的江山晨曦图
呈现在眼前，一个清新鲜嫩的世
界呈现在眼前。闲游刚刚开始，
就已经如此赏心悦目，接下去的
行程还不知怎样消魂蚀魄呢。

潘崇瑠的《次靖王山中避暑》

一诗中多了一点议论，但“暑”却
确实“避”得惬意：“炎蒸独爱山林
幽，一洗尘襟万虑收。修竹不容三
伏暑，香兰长占一潭秋。阮生傲世
能青眼，杜甫忧时易白头。暂把竹
床松下睡，清风一枕竟相留。”

说这个“暑”避得惬意，有两层
意思：青青修竹，暑气消减；潭水如
秋，炎溽远避；松风拂床，梦也清
凉，周身浸泡在幽林凉境，暑烦全
消。而且，置身清凉地，暑愁欲虑
全被清凉涤洗，内心也轻爽、轻
松。周身清凉，心中清净，身内、身
外，如白云舒卷，竹风轻幽，这暑真
是避得堕入了神仙境界，足显得儒
雅风流。人生如行道，不能挑太多
的东西，越走越沉重，最后气喘如
牛，累得趴下。该放下的要放下，
放下了就轻松了，自由了，愉快了。

潘崇瑠参与靖王谋事，自己
没能放下，另一股政治势力让他
放下了。放下了就没事了，反倒
轻松了，病树前头万木春。避时
序之暑，辟俗务之暑，像阮籍一
样，见凡俗之士，白眼对之，嵇康
携酒挟琴而来，则迎之青眼；而不
再像少陵先生，忧时忧国，忧君忧
民，见国破山河，城深草木，而“白
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了。说消
极是有点消极，说失意也有点失
意，但获得生命本体的大自在，人
生行旅的大自由，像庄子一样，世
界是自己的，何尝不是一种风流？

●邵阳诗韵

名士风流雪峰间
刘宝田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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