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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一日，作家肖毅彪拿着一本取名
《似水流年》的作品样本来到我的办公
室，请我为他作序。本想委婉推辞，看着
肖毅彪执着、真诚的样子，我只好对他
说：“先放我这，我看看再说吧。”

肖毅彪和我是战友，我们是同年兵，
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虽然早就认识，但
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他在湖南日报邵
阳分社做华声在线邵阳频道新闻编辑10
多年，与他经常在市委大院内碰面。战友
相见，也只是互相点点头而已。

答应了人家，又是战友相托，还是要
用点心的，利用了几个晚上的空闲时间，
抽空翻看了肖毅彪的这本集子。他的文
章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凝聚着精神
文明建设正能量，蕴藏着许多人生所思
所悟，让我禁不住为我们邵阳的这位作
家，为我这位上进心极强的战友鼓与呼。

《似水流年》是肖毅彪继2013年出版
的纪实报告文学集《人生何处不起飞》一
书后的第二本著作，分《华年锦时》《锦绣
中华》《朵颐四方》《上下古今》四个章节。

第一章节《华年锦时》中，收录了小
说、散文等共28篇。像主打篇《怕游桂林》

《四个月饼的故事》《哨卡打死“鬼”》《空中
爆炸》等，写的是作者在部队那段刻骨铭心
的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
曾有人说，没有军旅故事的人生不能算是
完美的人生……正因为作者在青春燃烧
的岁月，曾在祖国南疆边陲守边御敌，经受

了硝烟的熏陶、血与火的洗礼，才有着今天
不同寻常的壮阔胸襟，写出这种充满爱国
激情，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好文章。

《师徒情缘》《押车》《厂办来了个女
秘书》《相亲》《迟启的情书》《树林风波》
等，写的都是工厂的故事，作品中散发着
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一般都比较
短小，短小的作品要写得自然且有韵味，
就如戴着镣铐跳舞，确实是很难的。

作者很有才情，且看他写景：“祭奠完
毕，坐在烈士倒下的地方，听着对面山上
敌人用来壮胆的时断时续的重机枪枪声，
看天空飘过的云朵和时隐时现的月亮，战
友们的心情显得很沉重。”（《四个月饼的
故事》）整篇句式短小，犹如弹珠跳玉，把
当时现场映衬得真实而又悲凉。作者知识
面丰富，词语的积累和运用往往恰到好
处，比如《穿在身上的画卷》一文，用一段
诙谐的文字对中国的旗袍做了精准描述。
当然在这一章节里，作者还有很多充满生
活情调的好文章，在此不再评述。

第二章节《锦绣中华》，收录游记散
文34篇。这些文章，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
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抒发了作者
真挚的爱国情怀。

通观每一篇文章，作者行文活泼、结
构严谨、层次分明，让人读后仿佛欣赏了
一幅色彩鲜明、格调激昂的水彩画。比如

《忘情武陵源》：“奇峰千叠，倒映溪间，离
合明灭，迷人至深，青岩绿树与清溪碧潭

相映，构成一幅幅天然山水丹青，把金鞭
溪点缀成了令人陶醉的水彩画廊。”《奇山
异水杨家界》：“人过山崖下，站在瀑前看
瀑面，飞瀑如一条巨大的白头巾飘飘然，
隔瀑看如走进了一面偌大的哈哈镜。再看
潭底，青苔如织，碧水清澈见底，游鱼可
数，水波碧绿荡漾，群山倒影再现，犹如画
中游。”这些文章，难怪这么有市场，能够
得到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众多编辑的欣赏
和青睐。

游记，理性色彩的渲染无需太过浓
厚。它应该是感性的、直观的，能够引导
读者跟着作者的行（文）程自然而然地

“身临其境”。作者大多能够很好地抓住
景点的特性，把景区中的各处景点深化。
仅以《走进洪家山》一文为例，作者采用
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或由上到下、由下
到上，或从中间到四周、从四周到中间，
把纷繁复杂的景物和一个地方的自然环
境、人文历史，描写得井井有条、多而不
乱，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
山水长卷，丝毫不显雕饰之痕迹。

除此之外，写游记既要有“面”的渲
染，也要有“点”的精耕细作，还要有惜墨
如金的粗线条勾勒，如此方能中心突出、
主题鲜明。作者还能把握好遣词造句，往
往恰到好处，文章做到了长不显俗套和
繁乱，短不觉空虚和乏味。

（黄光荣，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局长）

常念家国在心怀（上）

——肖毅彪文学作品集《似水流年》赏析
黄光荣

李剑农（1880—1963），隆
回县滩头人。

1933年秋，李剑农到武汉
大学任教。他学富五车，但架子
全无，对学生很尊重，教学中很
注意发扬学术民主。有一个四
年级学生陶元珍，对《三国志》
和历代经济史都很有研究。李
剑农很赏识他，在课堂上，讲到
某件事例时，经常笑着问：“陶
元珍，你的意见怎么样？”陶起
立鞠躬作答：“先生讲得不错。”
于是李剑农微笑着说：“那就好
了，陶元珍同意就没问题了。”
陶元珍次年考上北京大学史学
研究生，后来在广东、浙江、湖
南等地的多所大学担任史学教
授，著有《补三国食货志》等书，
成为著名的三国史专家。

李剑农到武汉大学任教不
久，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势变
化剧烈。他的教学很注意联系
当时的现实，引导学生把学习
历史和研究现实结合起来。他
还建议当时教授中国近代史的
陈恭禄老师，让学生每半月或
一个月写一篇《中日邦交的演
变》。有个学生每次写好后就抄
一份送李剑农审阅。李剑农不

但看得非常认真，而且详加批
改，并嘱咐到了年度结束，把它
整理成篇。后李剑农将此文发
表在学校编印的《珞珈月刊》
上，对该学生鼓舞很大。

武汉大学1937届毕业生施
应霆，在《邵阳文史》上撰文《怀
念恩师李剑农先生》，说到“剑
师”不仅对在校学生关怀备至，
对毕业后的学生也要扶上马送
一程。他以自己为例，说他毕业
后应聘赴陕西执教，临行前，去
向“剑师”告别。当时，正值抗日
战争爆发，“剑师”纵谈西北辉煌
悠久的历史、文化源流、经济变
化，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业绩，
指出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动教材，要他把史地课当作爱
乡、爱国、爱民族教育的重要阵
地，牢记“读万卷书难抵行万里
路”的古训。李剑农的一席话，成
为施应霆扎根西北的强大动力。
8年中，施应霆踏遍陕、甘、宁、
青4省，沿“丝绸之路”故道，经
河西走廊，直达嘉峪关，访史寻
踪。最后将探访研究所得，在抗
战胜利前夕，写成《西北史地纲
要》一书出版。
（陈扬桂，湖南省作协会员）

◆煮酒论史

李剑农教书育人轶事
陈扬桂

回龙寺镇，地处新宁县东
北部，东接巡田乡，南邻清江桥
乡和东安县水岭乡，西抵马头
桥镇，北交邵阳县河伯乡，是新
宁县第二大镇。1995 年撤区
并乡，今回龙寺镇由原回龙镇
和莲山、军田、塘尾头三乡合并
而成。原回龙镇，明清时属双
滩村，民国时属西喉乡。境内
名胜有风神洞、燕子岩天坑、资
深书院遗址等。风神洞，万历

《新宁县志》称：“直入数里，四
时多风不息。”资深书院遗址在
百年名校新宁二中内。

回龙寺镇，是以寺名为地
名，原寺建在夫夷江东岸蜡山
坪的坝口边。光绪《新宁县志》
称回龙寺建于“元至圣元年”。
元代无“至圣”年号，“至圣元
年”或是至正元年（1314）之误。

古时运输多赖水道。新宁
夫夷水航道，可通木帆船和流放
竹木排筏，上可抵广西资源，下
可沿资水通往邵阳市、新化、益
阳、洞庭湖……回龙寺为新宁
夫夷水航道要地，古时津渡众
多。据光绪《新宁县志》，单“双
滩村”就有双滩渡、苗竹渡、黄石
渡、水坝口渡等多处渡口，而以
回龙寺渡最为繁忙。到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回龙寺渡仍是县北
境通往东安、武冈、隆回等地的
重要通道，日渡运量近千人次。

回龙寺镇境内夫夷水南北
纵贯，至蜡山坪的回龙寺段，水
流平缓，土地平阔，多良田。昔
时人们拦河筑坝以灌溉田地，
光绪《新宁县志》载“双滩村”有
贺家车、泥坝、军车坝、石坝、蔡
家坝、老虎坝、回龙寺坝、双滩
坝等堤坝，其中回龙寺坝溉田最

多。其地户口繁稠，商贩聚集，
在蜡山坪的回龙寺旁逐渐形成
集市，称为回龙市。因本地紫阳
话寺、市不分，又作“回龙寺”。

道光《宝庆府志》载夫夷水
右岸为“老回龙寺”，对岸为“新
回龙寺”。这里的新、老回龙寺
正是指集市，而非寺庙。老回
龙寺即上面所说的蜡山坪回龙
寺旁的回龙市，而与老回龙寺
隔河相对新形成的莲山集市，
便称为新回龙寺。新回龙寺即
后来所称的莲山老街，1988年
曾在此一带建莲山乡。

新回龙寺兴于清代中后
叶，口岸码头比老回龙寺更平
缓，泊船上岸卸货更易；沿河田
地平整开阔，也更利于人口繁
衍和集市扩大，因而在早中期，
新回龙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不过，回龙寺境内地域和人口
以夫夷水右岸居多，老回龙寺
东南可辐射本县西喉（今回龙
寺南和巡田乡）、小溪（今一渡
水镇）等村，根基深厚。而新回
龙寺西北为三心、架冲两团（今
马头桥镇），此两团属武冈州。
新宁原隶属武冈，但自雍正初
改直隶宝庆府。州县区划之
隔，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新
回龙寺区域的发展融合。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水运
淡出，陆运兴起，夫夷水右岸的
老回龙寺成为新宁—邵阳和新
宁—东安公路的交会点；而连
接左岸的集发电、水利、桥梁于
一体的老虎坝大桥，则离新回
龙寺有十里之遥，更使得新回
龙寺对老回龙寺追赶的希望成
为了泡影。

（阿旧，新宁人，文史学者）

◆昭陵史话

老回龙寺与新回龙寺
阿 旧

宝庆著名学者、近代文献学家邓显
鹤在《南村草堂文钞》中说：“自来诗人多
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
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
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
始。”简斋，即陈与义。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自号
简斋，洛阳人。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
中说：“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陈
与义）是最杰出的诗人。”这位杰出的诗
人，在邵阳寓居了八个多月，留下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都梁十景诗”（《云
山清晓》《法相洞天》《武陵春色》《渠渡晴
岚》《古山瀑布》《济川回舟》《龙潭夜雨》

《宣风雪霁》《横江晚渡》《枫门落照》）见于
《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康熙、光绪《武冈州
志》，而不见于陈与义各种版本的诗集。因
此，武冈学者萧泽曜、周清澍等人把十景
诗判为托名之作，否定是陈与义的作品。

萧泽曜先生还指出：“其实陈与义当
时只住在武冈东乡，离武冈城100多里，
他并没有到武冈城，更不可能去武冈十
景之地游玩，这些诗不会出自陈与义之
手。”周清澍先生说：“武冈十景，有的在
州城，也有在城外，陈与义寓居武冈军的
紫阳山，距武冈城180余里。陈与义除偶
尔到邵州城会友外，字里行间毫未透露

他曾去武冈州城和在武冈遍肆游览。”清
代文献学家邓显鹤对此问题较为谨慎，
他对陈与义的“都梁十景诗”没有评论，
只说：“以旧志相沿已久，不便删也。”

明朝中期的志书上就出现了“都梁
十景诗”的身影。景泰（1450—1456）年间
政府组织人马修撰的《寰宇通志》卷五十
六“宝庆府”，其中有“都梁十咏”，完整地
记载了陈与义的这十首诗。天顺（1457—
1464）间撰修的《大明一统志》，虽无“十
咏”名目，但在“山川”篇的古山、宝方山、
云山、枫门山条，“宫室”篇的宣风楼条，
附有与《寰宇通志》同题咏景诗，皆称是
陈与义所作。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出现
了《法相洞天》《渠渡晴岚》《宣风雪霁》

《枫门落照》，都标明是陈与义所作。更有
甚者，在明初编纂的《武冈州志》中，已有

《枫门落照》和《法相洞天》两诗，保留在
《永乐大典》的残卷中。这说明“都梁十景
诗”其来有自，可追溯到宋元时期。

南宋武冈军知军姜桐云：“建炎庚戌，
公（陈与义）因避地挈来紫阳周氏甥馆。”
甥馆，意为女婿家。陈与义在武冈的八个
月时间里，是否一直生活在紫阳山附近，
只偶尔去一下邵州城吗？宋人的记载为我
们提供了线索。南宋学者刘辰翁写有《武
冈军沅溪书舍记》：“武冈本骚楚之国，有

向氏自芷、沅徙居沅溪。沅溪之老人曰‘林
下翁’，遇濂溪，垂髫学焉，晚犹及见靖康
之乱。简斋过之，相与言濂溪旧事，日相
得，因爱其山水，卜翁邻，屡赋诗。去去又
百年，而鹤山（魏了翁）来，翁之孙曰大雅
翁者，事之如简斋，而鹤山亦愿留简斋
处。”沅溪书舍在何处，南宋武冈知军牟巘
留有文字。牟知军曾经应这一迁徙到武冈
的向氏族人向敏衡之邀，为沅溪书舍题过
字，并留有文字：“都梁北乡，士多好学。有
向君敏衡者一日访予，语甚质，气甚夷，礼
甚度，予心异之……书满精庐芷绕门，门
前流水出于沅。”都梁北乡在现在洞口一
带，大家原以为，陈与义只活动于紫阳山
一带，现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

陈与义有没有到过武冈城，还是让
陈与义的诗歌来作答。《陈与义集》卷二
十四《入城》：“舴艋泝溪来，款段踏山去。
入城缘底事，要识崎岖路。稻塍白纵横，
茅岭青盘互。牧儿歌不休，孤客自多惧。
士行犹运甓，文公亦习步。我敢忘艰难，
冲烟向荒渡。”紫阳山延伸的城只有两
座，邵州城与武冈城。“泝”同“溯”，逆流
而上，如果是到邵州城去，只要坐船顺流
而下即可，而且根本不用走山路。只有到
武冈城去，才需逆流而上，并且要走山
路。诗歌中用到了陶侃的典故。晋朝陶
侃，字士行，在武冈做过县令，后任广州
刺史。到达武冈城时，陈与义很自然地
想起曾经的武冈县令——陶侃。

陈与义到过武冈城，这是诗人自己
交代的。这样一来，诗人遍肆游览，留下

“都梁十景诗”，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史海钩沉

陈与义与“都梁十景诗”
易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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