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家论坛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说一门语言的具体内容，无外乎四大
类，词汇、俗语、腔调、句式。下面，我们将
结合存古的角度对其进行展开论述。

词汇

邵阳话的基本词汇主要还是基于汉
语，其中古汉语用法占比数量庞大，譬如

“走”“行”“呷/食”“捱”。文言文中，“走”
为跑、快步行走的意思。诸如《韩非子·
五蠹》：“兔走触株，折颈而死。”《送东阳
马生序》：“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而“行”才是走、正常移动的意思。诸如

《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左传·殽
之战》：“为吾子之将行也。”“呷/食”为吃、
喝的意思，二者有时候和“饮、喝”同用，有
时则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诸如《满
井游记》：“呷浪之鳞。”《水浒传》：“呷了几
口汤汁。”“捱”为拖拉、等待、忍耐的意思，
比如“捱时间”“捱打”“捱滞”。还有就是
时态词诸如“噶”“哩”“呱”“唻”，其中“噶”
和“哩”“呱”更贴近于普通话中的“了”的
意思，但具体的时态和用法细微不同。

“唻”是个多功能词，可以作趋向动词、趋
向补语、语气助词等等。

同时，也包括一些带有苗瑶侗色彩
的词汇，诸如“豚、螽斯”（即猪、蝗虫）。
这些词，本是上古汉语词汇，但缘于汉人
已渐不用，而少数民族却保留着这些用
法，故给人一种迥异感。除此之外，还有
不少很有趣味且古早的词汇，但篇幅有
限，就不多叙述。

俗语

邵阳话的俗语多样，由邵阳劳动人
民创造并在民间广泛使用，其生动地反
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民间风俗及精神
文化，具有极其浓厚的乡土气息、文化
内涵。

在生产生活方面，有“汗巴水流”“封
门倒灶”“一锅糊”“念菠萝经”等；在为人
处世方面，有“倒天倒地”“出丑弄怪”“一
日冇得两日久”“假里胡充”“假里马哈”

“三里三清”“假令胡冲”“叫花子捡到句
话天光讲到夜”“麻雀子莫笑老鸦黑”等；
在人生哲理方面，有“茅厕板板三日新
鲜”“到口雪融”“懒人有懒福”等。

“一锅糊”形容把事情办砸、做事一
团糟，用食物来比喻成事与否，可谓生
动。“念菠萝经”用念念叨叨的僧人来形
容啰嗦的人，也是很经典的比喻。这些
俗语一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烈的
湖湘农耕文明气息。

腔调

邵阳话的腔调，也是大有讲究，新老
湘语之分，就在于保留较为完整的全浊
声母、浊音系统与否；而声调方面，不包
括轻声的情况下，邵阳话有阴平、上声、
阴去、入声、阳平、阳去这六种。浊音不
难理解，就是发声时声带会震动的声母，
邵阳话在这方面保持得比长沙好，而浊
音是显著的中古汉语特征。音调方面，

邵阳话保留了入声，和粤语的入声一样，
这也是中古汉语的遗存（北方方言基本
丢失入声）。同样，也有苗瑶侗等少数民
族发音的影响。比如城步话，把“城”念
成“jin 与 zen”的杂合音。比如武冈话，
把“水”“睡”念为“xu”。在这种情况下，
外人听来邵阳话的腔调高而快，似唱歌
饶舌，实在也是不无道理。

句式

邵阳话的句式方面，和湘语乃至大
南方方言基本上是一个框架。例如长益
片中的“何解”，即普通话中的“怎么办”，
邵阳话称“何的了”等等。比如“几……”

“……一点子”，其用法也不是“一家之
言”，粤语也有这样的用法，如“几好啊”
（多好啊），如“少呷一点子”等。还有一
些就是动词前置之类，不过都如同上文
一样，这不仅仅是邵阳话的独特创造。
作为古楚语和南方方言的支流，邵阳话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兼收并蓄，求同存异
的，故不赘述。

作为坐拥千万使用者的湘语大类，邵
阳话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都不可小觑。
故笔者出于最朴素的家乡情怀、最基本的
责任意识，撰此拙作。事实证明，邵阳话不
仅只是以上文论所能够概括，其中的存古
存旧之细节也诚然是难以尽数陈列。不过
俗话说得好：“道出于天，事在于人。”希望
敝人的一份微小努力，可以让更多观者乃
至于学者的目光注视到我的家乡。

◆思想者营地

当代邵阳话的存古特征（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肖翔

多年前，我就在各种报刊上
看到过萧克寒先生的优秀散文。
他的散文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十分接地气。虽然没有见过他的
面，但是知道他博古通今，才华
横溢，对他除了敬佩还是敬佩。
等到我和他见面时，他已是新邵
县作协主席了。他不但散文写
得好，而且小说也写得非常好！
他在鼓励大家精心创作的同
时，自己更是带头勤奋写作，先
后在《湘江文艺》和《湖南文学》
上发表了散文《毛板船的背影》

《红丘陵神曲》和小说《谁在呼
喊》《只有石头知道》等作品。前
不久，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山霞》。

在大多数农村人的观念中，
读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山霞》
中主人公谭宝山和孙志侯已经
到市里读了大学，即意味着已经
跳出了农门，但是他们却放弃了
城里工作的诱惑，偏偏回到山
区，回到家乡创业，令很多乡亲
们不解。别人读书是为了留在城
市生活，他们却决心立足山区，
扎根乡村，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
吴彩霞，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
型女大学生。她也留恋家乡天龙
大界，想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想在天龙大界搞旅游开发，为家
乡的发展作贡献。但是，她不小
心陷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情感

陷阱，最终她挺了过来。他们都
是天龙大界的优秀儿女，为了天
龙大界的旅游开发，他们克服了
重重困难，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乡村振兴，振兴乡村，太需要像
他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远见
有魄力，有能力有闯劲的年轻大
学生了！作家写此书的目的，就
是赞扬那些为乡村振兴而贡献
自己一切的大学生。

萧克寒先生擅于刻画人物，
人物取名也生动有趣。小说每一
章的结尾处都留下悬念，读者看
了这章，就有想看下一章的欲
望。萧先生对梅山文化的研究颇
深，小说中有大量文笔描写了湘
中梅山地区特有的饮食习惯。这
些，都让读者感到真实和亲切。

创作来源于生活。我想小说
《山霞》中的谭宝山，在现实生活
中是有原型的。据我了解，有位邵
阳学院毕业的姓彭的才子，他放
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
乡湘中天龙山搞黑山羊养殖。萧
先生与这位姓彭的才子是很熟
的。我想萧先生小说中的谭宝山，
或多或少有彭姓才子的影子。

从主人公谭宝山和吴彩霞
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合在一起
就成了小说的题目《山霞》，这很
有意思。小说中多次写到了天龙
大界上杜鹃花的美丽，其实《山
霞》就是一朵美丽的杜鹃花，绽
放在文艺的百花园中！

（袁胜利，邵阳市作协会员）

◆品茗谈文

天龙大界山霞美
一一读萧克寒先生长篇小说《山霞》

袁胜利

群山，溪水，梯田，蜿蜒险峻的山路，
黑不溜秋的木板房——这样的深山村
寨，方言叫“界上”。

我就是“界上”人。那年母亲送我去
大队小学开蒙读书，我远远看见下面大
田垄里有一条灰白色的“带子”。刚好

“带子”上有个“怪物”在轰隆隆跑，还发
出怪叫声，忙问母亲那是什么东西。自
此，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马路、有自己
会跑的车，只是不明白马路为什么不能
爬到我们“界上”去。

后来在乡镇上初中，寄宿，星期六下
午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走了马路走
山路，马路是不太宽的砂石路，晴天一身
灰，雨天满脚泥。尽管如此，在年少的我
的內心，还是觉得马路附近的人家过着
神仙一般的日子。脚下的马路，北通绥
宁县城，南达洞口县城。即便是这两座
县城，于我都是远方。

1985年秋，我去位于寨市的绥宁一
职中上学。开学季，人太多车太少。父
亲说干脆走路去武阳，那里是省道，班车
多很多，还可以省下一笔车费。那天一
大早，父亲帮我挑着行李，我提着一只铁
皮桶，开始了此生第一次长途步行。路

上，父亲告诉我，脚下这条路叫万江（万
福桥至江口）公路。他娓娓叙说着他们
这辈人修建这条路的艰难，还有数不尽
的修路趣事。走啊走啊，终于听到了对
面山脚下车辆的鸣叫声。父亲说，快到
武阳了，那边是省道。父亲参加修建这
条省道的时候还不到18岁。

过了万福桥，我第一次见识了柏油
马路。比刚走过的马路略微宽点，也不
太平整，黑乎乎的，踩在上面有点粘脚。

1990年，我成了一个年轻的“界上”
农民，马路还是没有来到“界上”。“界上”
人要是买了辆自行车，要么存放在家住
马路附近的亲友家，要么扛回“界上”自
己家里。砍伐的木材，出山只能靠肩扛
人抬。弯弯绕绕的山路上，落满了扛木
人的号子和叹息。

那时，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山区交
通。只是当初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很有
限，修路要靠山民自筹
资金、自己投劳。“千禧”
之年，我所在的寨子和
另外两个寨子终于联合
修通了一条村道。刚修
的路，常常出现塌方，或

被暴雨冲刷得千疮百孔，我们奋力修补，
国家也提供了大量补助。路基渐渐平稳
了，晴天可以跑车了，“界上”人家从此告
别了肩挑手提的日子。

后来，远方的长沙建设了高速公
路。何为高速路？山民们一脸懵。后来
听说高速公路已经到了邵阳，还要经过
离我们家乡很近的江口，通往怀化呐。

2015年，我所在的“界上”寨子，不用
老百姓掏一分钱的水泥马路宛若飘带翩
然而至。穿村而过的万江公路，也已蝶变
成双向两车道的高标准水泥路，是绥宁北
连接怀邵高速和320国道的重要通道。

江口至怀化有一段久负盛名的雪峰
山天险路。我坐客车经过一回，严重晕
车，吐得天昏地暗。后来去怀化我宁愿
从绥宁县城绕道，也不敢从那里走第二
次了。如今，雪峰山隧道让天险变坦途。

没几年光景，怀邵衡高铁又横空出
世。从我“界上”的家里坐车，个把钟头
就到了洞口高铁站。这里，高速列车载
着人们从远方来，或奔向远方。

曾经，县城很远，邵阳更远，长沙太
远。今日，山不再高，远方不再远。

（袁光祝，绥宁人）

远方不再远
袁光祝

胡曾“天分高爽，意度不
凡”，可称邵阳历史上第一位文
化名人。《全唐诗》收入其诗篇一
百六十二首，《全唐文》亦保存其
四篇作品，翰墨生香足千秋。然
而令人困惑的是，有关胡曾的记
载太简陋，胡曾是否考中进士这
一大事仍未达成共识。

明清以降，很多文献说胡曾
科举未第。明代王志远《胡从事
诗序》：“胡曾咸通中，举进士不
第。”胡震亨《唐音统签》：“胡曾，
邵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尝
为汉南从事。”《全唐诗》《全唐
文》，以及道光《宝庆府志》、光绪

《邵阳县志》都认可这一说法。
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题》在论及胡曾时，没有提及科
举之事。北宋《宣和书谱》记载：

“章孝规，不知何许人，尝为路鲁
瞻书云南木夹……木夹之文，则
进士胡曾所为。”宋钞本《新雕注
胡曾咏史诗》：“前进士胡曾著述
并序，邵阳叟陈盖注诗，京兆郡
米崇吉评注并续序。”米崇吉称：

“近代前进士胡公名曾，著咏史
律诗一百五十篇，分为三卷。”据
赵望秦、潘晓玲《胡曾〈咏史诗〉
研究》，以及张佳《唐集唐注考》，
陈盖、米崇吉俱是唐人，《新雕注
胡曾咏史诗》形成于唐代。唐代
李肇《唐国史补》：“投刺谓之乡
贡，得第谓之前进士。”宋代程大
昌《雍录》引唐人诗云：“曾题名
处添‘前’字。”唐代称科举及第
而尚未授官的进士为“前进士”。

唐宋时期的人，认可胡曾考
中进士，为什么明清时期反而认
为胡曾举科举不第，这与误读胡

曾的《下第》一诗有很大的关系。
“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
生儿。上林新枝年年发，不许平
人折一枝。”唐朝考进士是高难
度的事，胡曾不是一次就成功。
元朝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交代
得很清楚：“（胡）曾，长沙人也，
咸通中进士。初，再三下第，有诗
云……（胡）曾天分高爽，意度不
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

胡曾以当剑南西川节度使
的幕僚而闻名，以致很多人误以
为胡曾没有考中进士。宋朝洪迈

《容斋续笔》卷一《唐藩镇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
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就连胡
曾投奔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
（字鲁瞻），考中进士后，也有一
段幕府生涯。唐末阙名所著《玉
泉子》：“始（路）岩在淮南，与崔
铉作度支使，除监察。”这些记
载，大致概括了唐肃宗、唐代宗
以来登科举者入幕使府的情况。

清人徐松编撰的《登科记
考》，记载了唐五代历届登科人
族系、官秩、琐闻等，但未载胡
曾。1983 年《文献》第 1 期，刊登
了施子愉前辈的《〈登科记考〉补
正》一文，称《唐音统签》的编者
等称胡曾未进士及第，“实未明
瞭《唐才子传》原文之意，宜据米
崇吉序更正”。2003年北大孟二
冬教授出版的《登科记考补正》
一书，采纳了施子愉的论断，恢
复了胡曾的进士身份。

唐代诗人胡曾咸通年间进
士及第，信而有征，理应可据。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原
学会会员）

◆煮酒论史

胡曾是否进士及第
易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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