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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曾载淳，曾湖峰之子，曾任广东
花县、河南延津县县令，著有《旅宦萍
吟》。

其《久雨》一诗云：“长锁寻幽步，
昏昏尽掩扉。最忴鸣鸟静，尤恨落花
飞。积晦人如醉，高关客应稀。谁知
过春半，犹未解寒衣。”春雨连绵，阴冷
晦暗，这是苦雨之作了。本来春雨贵
如油，但太多就由贵而贱，且由贱而苦
了。尽日昏昏默默，掩门长坐，想出去
漫步寻幽、趁兴踏芳都不方便。听不
到鲜脆的鸟声，春花就被雨水打落
了。一天到晚，昏昏暗暗，人也好像喝
醉了，浑浑沌沌；客人也很少来，朋友
之间交往也受阻，成天寂寞郁闷。不
知不觉，春天过去了一半，还是不能脱
下冬天的厚衣服。全为记实之词，舒
胸闷气而已。

《看桃》一诗也是写春天，虽然晴
光明丽，但却亦不畅怀：“平野烟含色
更新，穿林黄鹂语频频。桃花不解幽
人意，偏向枝头媚煞人。”桃娇媚人，并
非诗人本意。那他“看桃”又为何意？
我想，“幽人”给出了答案。幽人者，或
为隐逸之山客，或为深居不出之士
人。作者所指非为隐士，应为深居僻
静之所的闲适之士。他来看桃，不是
观赏春事之繁华，花事之缤纷，而有武
陵渔翁，心向桃源幽静和谐之情趣。
所想和所见并不统一，故以“桃花不解
人意”“偏向”之语曲折表达寻幽之意。

《山居即事》表达的是一种读书的乐

趣：“桃竹隐几听松风，满案牙签抽不
空。星阔莫嫌书室小，武陵惟许一舟
通。”自己的几案隐在桃竹清气与松风之
中，满桌的书籍翻看不完，意即成天耽于
书典之中。牙签，系在书上作为标记。
天地浩阔，莫嫌书房小呵，那美好的桃源
胜境只容一叶扁舟通达其中。看来作者
是一个书痴，读书之乐，如渔人于乱世中
进入桃源。进入书中天地，红尘俗务，都
一齐抛诸脑外了。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好读迷学的家
风，才成就其家庭的书香传承。自其先
祖曾友铭以来，至曾载淳，已历六代，自
明初至康熙三百余年。这于邵阳，特别
是邵东，是一段文坛佳话、盛事；于曾家，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只是自曾载淳以
后，不见文事流传，不知何故。亦不知曾
氏后人，至今安在，尚重文否。若有人能
考其流变，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琴书山水性萧疏

邵阳车泌书，康熙初岁贡，曾署常
德教授。其《西园偶述》一诗：“髫年耽
嬉戏，游览涉琴书。中年多儿女，衣食
烦踌躇。晚年颇好道，抱吟常索居。
家有四男儿，仕学远驰驱。诸孙甫就
塾，嬉笑浑皇初。”这是对自己一生的
梳理和概括。接着，记述自己度日的
生活起居行踪：“读罢理花木，心目欣
翳如。佳节从西来，策杖侯茅庐。酷
暑亦渐退，新凉起庭除。静读少陵诗，

学钓子陵鱼。敢曰慕肥豚，实缘性萧
疏。”晚年时，一天就是理理花、散散
步、读读书、钓钓鱼，像今天好多退休
的老人一样的生活节奏。他觉得这样
很好，于是结尾两句写道：“寄语劳劳
者，俯仰姑徐徐。”嘱咐大家不要太辛
劳，行止之间，要自然从容。

写新邵县巨口铺白云岩的《慈寿
寺》云：“次第行经古寺门，游云时带乱
烟痕。有僧来说山中话，此地能清客
子魂。凄远梵声生别院，稀微松色在
前村。几人分坐闲闲看，碧草苔花卧
石根。”一路从容行止，一派闲情逸致，
有烟霞之情趣，无尘嚣之气味，身内身
外，清莹明洁，不似世俗中人。

《春暮登双清亭》云：“携琴呼渡到
山头，遍踏青山不待秋。石倩异人闲
点缀，泽消红影见清流。棠阴未剪周
南国，莲沼常清宋邵州。乘舆再来邀
好月，何须载酒庾公楼。”其诗亦如其
性，不好雕琢，即使用典，也是通俗易
懂的。此诗用典，邵阳人大多耳熟能
详，一是指周公旦宣政于棠棣树下，一
是指宋周敦颐建爱莲池于城中，都是
前贤惠政的遗迹。有了这种好景致，
再来游时，只要邀一轮明月，趁夜而
游，何须登庾公楼而借酒消愁。晋庾
亮治武昌，与僚吏登南楼赏月。唐元
稹诗曰：“伤心最是江头月，莫把书将
上庾楼。”车诗反其意，无愁可浇，不必
登楼了。观名亭，忆名流，表达了对名
景名城的热爱。

◆邵阳诗韵

书看六代亦不凡（外一篇）

刘宝田

去年年底的一天早上，我披
衣起床，掀开窗帘， 连日里的
冷雨天气竟然一改了往日的容
颜。呀，出太阳了！

一眼望去，人行道上一排排
的广玉兰、樟树、桂花树，冠盖如
云，温暖的阳光把树叶照得雪片
儿似的。小燕子们在上面快乐
地跳着，叽叽喳喳地聊来聊去。
微风吹过，这一棵棵绿树，就像
画家的毛笔，一排排倒插着向天
空写意；又像一朵朵澄碧的浪
花，层层叠叠地卷上去，如美丽
的云朵一般。

眼前的绿树让我陷入了沉
思。它们，雨天里有雨天里的沉
稳和庄重，阳光下有阳光下的飘
逸和豪放；它们，经历过夏时的
雷电和霹雳，饱受过冬季的寒流
与霜雪，可是，总显得平淡、随
和，像一个个俊眼修眉、遍览风
尘的高人雅士，自在、雍容地屹
立在人世间。此情此景，让我不
由得想起了苏东坡的那首《定风
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
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
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
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

曾经不解东坡先生何以在
几乎陷他于死地的官场风雨中
仍然可以乐观、豁达，泰然自
若。当然，至少，从这首词里即
可觉知，词人在不可预测的环境
面前，依然显现出的搏击风雨、
笑傲人生的旷达和豪迈之情。

这样想着，趁着阳光甚好，索
性从书橱中拿出林语堂先生的

《苏东坡传》，移步阳台，斜靠在躺
椅上，开始一杯茶、一本书的惬意
享受。忽然，一片落叶悄然而至，
落在我眼前的茶几上。这是一片
怎样的落叶呀！没有萧瑟，没有
凄楚，倒像是天女手中遗落的花
瓣，又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澄明、
透亮，五彩斑澜。我生怕它翩翩
飞去，忙将它轻握在手心里，再夹
到书页中，让它和东坡先生一起
谈笑，我的内心亦欢喜不已。

一直以来，我深爱着文学和
太极，总想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
让自己真正修心养性的平衡支
点。可是，我哪里知道，自己处心
积虑寻找的答案其实就在眼前。
不是吗？大千世界，既有真、善、
美，也有假、恶、丑，人生不仅有欢
喜，也有苦痛或失落。我们何不
像这绿树、这落叶，因内心沉稳而
潇洒自如；何不像苏轼那样，即使

“竹杖”“芒鞋”，依然“轻胜马”，管
他风雨管他晴。

太阳西沉，天色向晚，我赶紧
将晾晒好的衣物收回整理。突
然，我发现之前洗得干干净净的
白色太极服上，又增添了几处不
规则的斑斑点点。我很纳闷，随
即开心地笑了起来。我想，这真
是一首字里行间充满着俏皮和跳
跃性的诗歌，也是一幅阴阳涌动、
气象万千的太极美图。亲爱的燕
子，谢谢你送给我新年礼物！

（欧阳飞跃，隆回县作家协
会副主席）

学会从容
欧阳飞跃

我与恩师易重廉先生因古典文学
结缘已经28年了。

9月18日，我给恩师打电话。电话
里传来恩师亲切的话语：“立军，你到哪
里了？”“我在单位上班，明天上午10点
左右来邵阳。”“欢迎你来家做客。”

恩师今年89岁了，还在读书写作，
为了梳理楚辞方面的问题，向我借了

《楚辞学史》《汉楚辞学史》《元明清楚
辞学史》，已阅毕，急于完璧归赵。我
主要是去看望老师，同时给老师捎带
黄三畅先生的《云深不知处》及今年的

《隆回风情》。
19日，我9点多钟就到了老师家，轻

轻敲门，没有反应，拨打电话，老师原来
在楼下。进了门，寒暄几句之后，我们
就聊了起来。开始聊的是老后。因前
段老后匆匆撒手人寰，社会各界纷纷悼
念，我也送了老后最后一程……老师认
识老后很多年了，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
常常见面，惊叹他手中掌握的资料之
多。老后的妻子朱春英女士是老师的
学生，摄影技术很好。他们夫唱妻随，
一路风雨兼程。老师问我老后的身世，
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做了答复。

花瑶是隆回的一张名片，老后在
把花瑶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但目前花瑶研究仍待
深入，存在许多模糊之处。9月12日，

我到小沙江江边村拜访黄勇军、米莉
夫妇，得知他们出版过花瑶文化的专
著，旋即网购《瑶山上的中国》《花瑶民
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这些书有丰
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珍贵的文献，是
我目前见到的关于花瑶文化研究的最
好读本。老师书房里有两大本黄勇
军、米莉编撰的关于花瑶的资料，这些
资料非常有价值。老师在开研讨会时
见过作者，他曾在会上做过高度评
价。学术交流要有共同语言，掌握的
资料要相当，要长期沉潜其间，交流时
才会撞出思想的火花。

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入到梅山文
化。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
这方面的研究，在全国来说都是较早
的，在《楚风》《民间文艺季刊》《民间文
学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质
量的文章。我说因精力有限，梅山文
化研究我关注不够，但深知现在前进
一小步都相当艰难。虽然邵阳市以邵
阳学院领衔成立了梅山文化研究与传
播协会，这种布局既有优势，也有缺
陷，梅山文化研究需要长期田野作业，
有几个人做得到？隆回县即将成立梅
山文化研究会，我亦作壁上观，因深知
其间的艰辛。“梅山”的得名及习俗，长
沙的林河先生说是为了纪念秦汉时期
一位叫梅鋗的将领，但这位将领为何

与梅山三垌的捕鱼捞虾、进山打猎、立
哨放鸭联系起来，显然隔着一堵墙未
打通，很可能此路不通。研究梅山文
化，必须熟悉道教、巫傩，对原始思维、
原始文化亦需涉猎。

近几年对邵阳地方文化关注多一
些，陆陆续续写了一点文章，老师鼓励
我集结出书。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有十多篇半成品尚未完成，白公城、桃
花源、邵州称谓何时始的文章还需充
实材料。我抄了一段清朝“佑善亭”的

《修亭碑记》，就其中的断句请教老师。
马少侨先生曾写有《自传》，认为

在他的学生中，重廉先生是武冈师范
的高才生，他不善言辞，但有钻劲，全
班没有人能赶上他，全校也是数一数
二的尖子……他在楚辞研究上很有成
就，敢于推翻前人的定论，提出独具见
解的新观点，出版过《中国楚辞学
史》。马少侨先生过世后，其子马铁鹰
清理遗稿，发现此文。当重廉先生读
到此文时，竟然潸然泪下。

不经意间，已近午时。此时天色
阴沉，树叶飞舞，旋即一场大雨骤然而
至，谈笑深时风雨来。老师端坐在窗
户边，那么慈祥，那么平静，那么坦然，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
阳市作协会员）

谈笑深时风雨来
易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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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2 日，孙女齐子
到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电影导
演、制片专业；今年 10 月 16 日，
她和同专业的男友金盾研究生
毕业归来。第一天就要我给她
上中国和家乡的传统文化课。

我带领全家人首先参观了
“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博览园
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规划
面积660亩，核心景区381亩，是
集文物保护、爱国主义教育、国防
教育、全域旅游于一体的特色旅
游景区。蔡锷是我国近代史上杰
出的军事家，真诚的爱国者，他不
仅有卓越的事功，而且有伟大的
人格。毛泽东曾将蔡锷与黄兴相
提并论，视为做人的“模范”。朱德
则将蔡锷与毛主席相提并论，称
为“良师益友”和“指路明灯”。

晚上，我带着全家人游宝庆古
城墙。只见资江和邵水穿城而流
显灵秀，北塔与东塔隔江相望镇水
患，两江相汇处的水府庙画栋雕梁
甚是大气。来到古城墙脚下，我告
诉他们，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周敦颐在邵州工作四年，在这里辟
池种莲，池为“爱莲池”，池中建桥，
桥上建亭，亭为“君子亭”。他写下
千古不朽的《爱莲说》，赞誉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称为“花之君子”。他以莲自喻，倡
导君子之高尚风范和独立人格。

齐子问邵阳为什么又叫宝
庆？我把大家带到“宝庆元宝”的
雕塑面前说：这是宋理宗下令铸
造的铁质纪年钱币，“宝庆”其实晚
于“邵阳”。邵阳最早叫“昭陵”，隋
统一中国后，把昭陵改为邵阳，唐
朝设邵州。宋理宗赵昀登基后，
把年号定为宝庆，把他的“封藩地”
邵州升为宝庆府。“宝庆”这个名字
用了700余年，到1928年又改回
邵阳。我又带大家观看了排成一
行的精美石砌的五座牌楼，展现
古城从“昭阳、邵陵、邵州、宝庆、邵
阳”的2500年历史进程。

齐子又问什么叫“宝古佬精
神”？我带领他们拜谒邵阳历代十
二尊名人塑像。这些人是邵阳历

史和文化的展示，他们重信义、敢
闯拼、讲文明、求实际、图强盛……
唐代的胡曾，他的《答南诏牒》在民
族史上建有奇功，留下了千古吟诵
的《咏史诗》；苗族杨再兴是跟随岳
飞的抗金名将；蓝玉是明初大将屡
建奇功；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其《海国图志》影响尤
为深远；刘长佑、刘坤一，都是文
化人带兵屡建奇功，成为晚清重
臣；湘军将领魏光焘，甲午战争中
回乡带三千子弟兵，冒风雪赴山
海关，孤军奋战显现无畏的爱国
精神；家喻户晓的蔡锷将军，为推
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卓越功勋，
讨袁护国又立新功；匡互生火烧
赵家楼，点燃“五四”烈火；著名历
史学家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
学院”为抗战前线培养了不少干
部；音乐大师贺绿汀，一生创作了
260多首（部）作品，其《游击队歌》
鼓舞军民英勇向前；革命家、军事
家袁国平，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
起义，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齐子又问为什么叫“铁打的
宝庆”？我带着他们到古城墙北
门口段观赏，对《宝庆府古城墙
赋》仔细吟读。清代咸丰九年
（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
20万大军围攻宝庆达三个月，守
城湘军将领左宗棠凭着坚固的
宝庆城墙负隅顽抗。石达开围
城连营百里，粮草将尽，多次从
江北强渡资江，被击毙的太平军

“浮尸蔽江”。石达开留下“铁打
的宝庆”的浩叹，率部西去了。

我们全家沿着古城墙漫游，
只见书画院行家里手在品字作画，
乐器行有人在弹拉吹唱，居民合唱
团在放声高歌，姑娘们在耍剑舞
扇，临江石柱护栏如卫兵护城……
我们全家人如痴发醉，收获满满从
临津门返归。齐子说：宝庆的历史
文化在我心里慢慢补起来，邵阳十
二大历史名人使我内心受到震撼，
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尽全力
为国人和家乡服务。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思想者营地

孙女归来第一课
伍想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