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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金城书院在
挖掘地域文化的行动中，
在马头桥镇狮子村发现
了一大批楹联作品，包括
门联、墓联共二十二副。

据考证，这些联对全
部出自一个叫易萼卿的
读 书 人 之 手 。易 萼 卿

（1888—1947），少聪颖，好
读书，先入私塾，废科举
后，就读武冈新学。后考
入湖南师范馆，卒业后回
乡执教西席，曾担任武冈
州议员、广益乡（今马头
桥）乡长。

狮子村村民主要有
易、王、刘三大姓，他们比
邻而居，和睦相处。在狮
子村发现的门联，基本上
可以用耕、读、忠、孝四个
字来概括。现择要对这些
楹联进行评注。

“兴宗已卜贻谋远；
裕后应知积庆长。”横批：

墨庄世泽。是刘氏某宅门联。上联说父祖先辈为振兴宗族，
训诲子孙，早已预谋深远。贻谋，见《诗·大雅·文王有声》：

“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后以“贻谋”指父祖对子孙的训诲。
下联紧承上联，说今人要想为后代造福，遗惠子孙，就应当
知道前人长久积善积德的重要性。

“宗传七业家声远；学绍五行道脉长。”横批：禄阁家声。
也是刘氏某宅门联。这副对联意思简单明白，是说祖上家声
悠远，传下的“五行七业”，后代应继承赓续。据明张岱《夜航
船》记载，汉光禄大夫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
太史公《史记》，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七
业，指七种学问，后指各种职业。

“草色入帘多乐趣；藜光照室甚辉煌。”“草色入帘”出自
唐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草色入帘青”，表示绿意盎然，一派
生机，也寓示着希望。“藜光”，借指烛光，典出《太平广记》。
该书载，西汉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
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刘向暗中独坐诵书，
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事。这里
的“藜光”有多重用意，藜光自然指烛光，更寓意着刻苦向
学。“藜光”和“草色入帘”的典故都出自刘氏先贤，暗合主人
姓氏。这副对联看似稀松平常，实则非常巧妙，且寓意深刻，
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日往月来顺彼常道；礼进义退示我周行。”上联讲日往
月来，时光流逝，是自然规律，得顺应它。下联说，不论是在
顺境，还是逆境中，得遵循礼节和道义行事，才是人生至道。
礼进义退，即进礼退义，出自《孟子·万章上》。孟子曰：“孔子
进以礼，退以义，得与不得曰有命。”

“蔀屋茅檐乃安斯寝；茂林修竹亦爱吾庐。”虽说是茅屋
草舍，但我居住在这里，很是安适；何况还有茂林修竹相依
伴，心里就更是依恋了。蔀屋，草席盖顶之屋，泛指贫家幽暗
简陋之屋。

“脱帻挂门家风古；举廉考功世泽长。”“脱帻挂门”，出
自晋代易雄的故事。易雄，字兴长，长沙浏阳人，年轻时当县
吏，自觉地位卑贱，没有门路自荐，于是摘掉头巾挂在县门
上离去。从此学习法律条令及案例典故，结交豪强大族，州
郡人逐渐认可他，他这才到郡上做官。由此可知，此为易氏
宅第门联。

“苦读勤耕居家有道；入孝出弟追德无疆。”上联讲，持
家之道在于刻苦求学和勤劳耕作。弟，同悌。下联是说，回家
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遵循孝道功德无量。

“鸟语花香助文明胜概；山奇水秀多淑气钟灵。”此联是说
所居环境山奇水秀，鸟语花香，多出人才。“佳气集芳庭且耕且
读；玉芝承旧泽以孝以忠。”此联是说，家族兴隆，靠的是农耕
和读书；家族的贤才俊士要以孝与忠为根本，继承先辈遗泽。

“半月风闲草满阶前绿；小楼雨静山余帘外青。”此联写
山居生活的幽静、悠闲。上联“阶前绿”与下联“帘外青”，典
皆出刘禹锡《陋室铭》。

除了门联，还有明末清初自广西迁来新宁的易姓始祖
易朝纲墓（此墓为易萼卿等主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新
修葺）碑联六副。现择要评析。

“童子盈门天锡嘉瑞；将军侍侧地兆祯祥。”上下联皆为
祝福吉祥语。上联大意是说易家人人丁兴旺，是上天的赐
予；下联依地势比喻，说明这是一个充满吉祥的墓地。

“佳城郁郁吉人受；麟趾振振秀气钟。”此联意为福人葬
福地，后代更是瓜瓞绵延，人才辈出。“佳城”，指墓地。“麟
趾”，即麟足，比喻子孙昌盛。

“饮水思源源泉混混泽流远；数典知祖祖德巍巍祥发
长。”此联意思很明白，告诫后人要尊宗祭祖，不可忘本，只
有记住自己的根来源于哪里，才能长发其祥。

“华荣萼茂怀先泽；鹤舞龙吟启后昆。”上联意为家族
（或家庭）兴盛，要记得这是祖上的恩泽带来的。下联借地势
而期待后人继承前辈之志，奋发有为。

以上诸联平仄对仗工稳，用典巧妙精准，构思遣词精
妙。易萼卿老先生的博学多才和严谨治学，令人称叹。


品
茗
谈
文
草
色
入
帘
多
乐
趣

—
—

新
宁
县
马
头
桥
镇
狮
子
村
楹
联
浅
析

蒋
双
捌

陈
芳
云

一幅漫画，除了要有一个
好的立意、好的画面和好的表
现手法以外，还要有一个好的
标题。标题，可以说是漫画创作
的重要一环。

漫画标题，我想应该要求贴
切、简洁、生动、有趣。

请看这样一幅漫画：一辆
公交车上，几个年轻人坐在座
位上，有说有笑。但当他们看到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上车时，
欢声笑语戛然而止，一个个低
着头“入睡”了。此作并未直接
批评年轻人装睡、不给老人让
座的不文明行为，而是把问题
绕到老人身上去，说老人似乎
有催眠的特异功能。《催眠老
人》成了这幅漫画的标题。寥寥
四字，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令人忍俊不禁。

此外，我想结合几件拙作，
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一男子胸戴大红花，他是
劳动模范。一女子也是胸戴大
红花，她是三八红旗手。二人
因“花”而互生情愫，彼此爱慕
并喜结连理。此作的标题是

《花为媒》。
一个偌大的象征高价彩礼

的金元宝，恰似一只船。一女子
坐在“船”头。一男子要把女子
拉回家去。他在岸上身背纤绳，
如牛负重，气喘吁吁地苦苦前
行。此作标题为《纤夫的爱》。以
上两幅漫画分别用戏名与歌名
作为标题，颇有风趣。

某纪检机构在某单位设立
了一个举报箱。常言道：“心中
有事心中怯，心中无事硬如
铁。”某公心中似乎有“事”，他
对那个“举”字视若眼中钉，于
是便用毛笔将其涂掉，“举报
箱”变成“报箱”了。此作借用一
条成语作为标题，即《多此一

“举”》。这一有趣的标题，加上
对某公那种欲盖弥彰、愚蠢可
笑情节的描绘，构成了对某公
面对“举报”那种惶恐、抗拒心
理的生动写照。

我还曾经画过这样一幅歌
颂漫画：大街之上，人山人海。有
人举着报纸十分激动地在喊：“那
个放火的州官被抓了！”人们奔走
相告，欣喜不已。有人放起了鞭
炮，更有人将八个大红灯笼高高
挂起，灯笼上写的“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八个大字赫然入目。我曾
想，这幅漫画是否可以用“大红灯
笼高高挂”作为标题。但几经推
敲，还是觉得沿用与州官放火相
呼应的“百姓点灯”作为标题更为
贴切。这意味着，那个“只许州官
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时代早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有关领奖台的漫画

在体育比赛中，一般要对
取得佳绩的前三名运动员给予
奖励。在颁奖仪式上，获奖运动
员站上领奖台，接受奖牌或奖
杯。多少运动员挥洒汗水奋力
拼搏，其最终目标就是站上魂
牵梦绕的领奖台。但是令人无
奈的是，如愿以偿者可谓凤毛
麟角。所以，我在一幅“四最”的
漫画组画里，将领奖台列为其
中一“最”：“最难上的台阶。”

在漫画家笔下，有关领奖
台的漫画屡见不鲜。

有这样一幅漫画：三位拳
击运动员，站到了领奖台上。第
一、二、三名获得者，他们的口
中分别露出仅有的三颗、两颗
与一颗牙齿。在另外一个领奖
台上，三位获得第一、二、三名
的跆拳道运动员，他们的脸上
分别呈现一个、两个与三个脚
印。牙齿与脚印的多少便是他
们的“战绩”。

还有一幅题为《重量级运动
员》的漫画：三位超级肥胖者站到
了领奖台上，谁料这一站，令领奖

台苦不堪言，它被压变形了。
以上漫画都是所谓“纯幽默

画”，逗人一笑而已。不过，漫画家
们也不忘把领奖台推向庄严的思
想领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画了这样一
幅漫画：一个人将领奖台翻了个
底朝天，于是大家一股脑儿都站
到了领奖台的底座上，皆大欢
喜。这幅漫画的标题是《谁也别
想冒尖》。与此同时，我也画了一
幅漫画：有三人业绩突出，他们
站到了领奖台上，分别获得金、
银、铜奖。在领奖台旁边，还有一
个人，他虽然无所作为，没有站
到领奖台上，但也似乎获了奖，
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铁”奖。他
双手捧的不是奖杯，而是一个

“铁饭碗”。他怡然自得，安之若
素。以上两幅漫画当时都是针砭
时弊的讽刺画。

我们常说一个人要发扬蜡
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有这样一幅漫画：三根正在燃
烧的蜡烛立于领奖台上，按照
燃烧量的多少，它们分别获得
一、二、三等“奉献”奖。由此，我
想到了另外一幅漫画：同样是
一根蜡烛，它不愿燃烧自己，它
想永远活着，于是便用剪刀将
自己头上的烛芯剪掉。结果，这
根沦为废物的“无芯”蜡烛很快
被扫进垃圾堆。这两幅漫画可
说是对人生观、价值观十分生
动的诠释，值得深思。

思想者营地

漫 画 的 标 题
（外一篇）

李化球

从邵东市城区往南 7 公里，就是被称
为“五金之乡”的仙槎桥镇，总面积83.5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为6.2万人。此镇因一座
明代修建的石桥——槎里桥而得名。

据《宝庆府志》记载，古桥在明朝宣德
年间所建。发源于邵阳县杉木桥的槎江流
经此地时，将当时宝庆府到衡州府的商道
加驿道“小东路”阻断，过往行人和商旅要
靠摆渡过河。到了明代时，几个和尚发愿修
桥，到处化缘筹款，但是未能成功。明宣德
四年（1429），朱元璋之孙、岷庄王朱楩庶三
子朱徽煝被封为江川王，封地在武冈。江川
王经常要从魏家桥往衡阳，必须走小东路，
便倡导在此修桥。

关于此桥的修建，当地有着一个美丽
的传说。时有工匠几百人修桥，因为河水很
深，施工多次受阻。在施工期间，常常有一
个鹤发童颜的老者挑担剪刀沿河叫卖，每
到开饭时就来到工地。工匠们念在老者体
弱，就每人省一点口粮给老人食用，一连几
个月都无怨言。一天，老者从担子中取出一
把剪刀对工匠说，你们善待于我，我助你们
一臂之力。说完，将剪刀抛入河中，便飞仙
而去。有仙人相助，石拱桥很快建成。老百
姓就将桥取名槎里桥或扎里桥。修成之后，
石桥历经各次洪峰考验，一直屹立在槎江
上，只是在民国时期经历过一次修缮。

1974年，县交通局在修筑仙槎桥至官桥
铺的邵仙公路时，又在老石桥下游约300米
处，增加修筑了一座单孔石拱桥。现在，新旧
工艺的两座拱桥架在槎江上，南北辉映。

有一种说法，称仙槎桥五金制作最远
可以追溯到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当

地还有“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的童谣流传，证明打铁的传统悠久。槎里桥
的三刀：剪刀、剃刀、菜刀，制作工艺独特，
素以钢火纯粹、刀口锋利而著称。据说在清
代和民国时期，槎里桥“三刀”可以与北京
的“王麻子”刀剪、杭州的“张小泉”刀剪齐
名。在槎里桥的东西两端，逐渐出现洙泗
街、中节街、上节街等三条街道，街上商铺
林立，商贾川流不息，是当时宝庆东乡的繁
华集市之一。据许杰文章记述，清朝宝庆移
民去四川的人，常常被先移民的人问起家
乡事，如果答对了槎里桥东边有十三级、西
边有十五级，才能证明确实是宝庆的老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先后成
为乡公所、人民公社、区公所所在地，槎里
桥开始称仙槎桥。老区管辖有仙槎桥镇、灵
山寺乡、九龙岭乡、槎江乡、双凤乡等5个
乡镇。1995年6月，撤区并乡时与灵山寺乡
合并为仙槎桥镇。20世纪90年代初，郭竟
成先生以 5 个乡镇名拟成一副楹联，即：

“双凤飞灵山；九龙卧槎江。”横批：仙槎桥
镇。其中的“镇”既有辖区之名，又有管辖之
义，寓意巧妙，一时传为美谈。

1955年7月，仙槎桥、九龙岭的个体手
工业者组建起邵东县仙槎桥三刀生产合作
社。1959年，经过手工业改造，改名为“邵东
县国营仙槎桥五金厂”。1966年，五金厂被评
为全国同行业8家名流厂家之一。1986年，
五金厂的菜刀、电工刀、旅行剪、木工凿被评
为省优产品。“三刀”成为邵东的拳头产品，
产品远销到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客商凡来
邵东必带走几件回去。仙槎桥也成为全国闻
名的“五金之乡”。改革开放后，个体五金户

应运而生，“户户叮当响，家家炉火旺”。在传
统“三刀”的基础上，该镇又从山东、河北等
地陆续引进扳、钳、锤系列产品。此后，仙槎
桥又出现著名的锤子村、扳手村、钳子村，五
金产品先在毛家栗山市场（时居全国四大五
金市场之一）贩卖。1998年7月，五金市场搬
迁到邵东五金城。2018年6月，仙槎桥镇“三
刀”被邵东人民政府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当地4位菜刀、剪刀、剃刀制作技艺代表
人士被授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牌匾。

进入 21 世纪后，仙槎桥镇日新月异，
焕发新貌，五金产业转型升级，2019 年获
评湖南省首批特色产业小镇，五金科技创
新产业园被评为湖南省特色轻工产业园。
如今，仙槎桥五金工业园区的企业家还引
进智能技术改造生产线，走上“专精特新”
的产业发展新路径，当地镇政府也致力将
仙槎桥镇打造为中部地区最大的五金工具
研发、生产、销售基地。

回顾过往，仙槎桥打铁产业的兴旺，还
带动了铁器贸易的兴起。勤劳的仙槎桥及周
边村镇人有的起火生炉、打铁制器，有的肩
挑手提、爬山涉水，通过古商道，将“三刀”带
到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给当地生产
生活带来便利，也为自身创下一份份家业。
过去仙槎桥人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敢于开
拓的身影，不正是眼下邵东人工商并举、商
海搏击的一个缩影吗？当年那些离乡背井外
出卖铁器的仙槎桥人，也是“邵商”发展进程
中的杰出代表。现在，如果我们要总结邵商
的拼搏精神，传承邵商的优秀品质，以及邵
东之所以有“百工之城”“商贸之都”的美誉，
就一定不能忘记仙槎桥人所做的贡献。

知名联家何俊良在《邵东小五金》一联中
写道：“镂月裁云觅五金，处处试锋，惊羡邵东，
仙槎万叶槎江涌；转型升级赢三贴，人人长劲，
紧钳寰宇，境界一流界面宽。”只要接续仙槎桥
能工巧匠的传统，发扬仙槎桥人勤劳勇敢的品
质，相信仙槎桥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苏自东，邵东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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