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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俚语是说，规劝某人做某事
或不做某事，与其好声好气地反复
规劝，还不如动粗（包括其他逼其就
范的方法）的效果好。

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你要
劝他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哪怕你说破
嘴皮子，哪怕你口吐莲花，他就是不上
你的道。只有采取强硬措施，他才会按
你说的办。就比如法院法律文书的执
行，有的人有执行能力，他就是不按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办。只有查封、扣押
了他更多的财物，或者将他上了“黑名
单”，他急了，才会履行义务。另外，本
俚语常常被用在小孩子头上。有的小
孩子个性顽皮，你要他做什么他偏不
做，你不准他做什么他偏要做。父母动
粗了，他才服帖。

“三个买不到，三个卖不脱”

同样的东西，有些人想买却买
不到，有些人想卖却卖不出去。同样
的东西，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需求
是不一样的。此俚语也可表示，同样
的东西，在这里不被人赏识，而在那
里却很受欢迎。

“三人不可传道”

此俚语指，在多人的场合不讲述
自己的技术秘密、重要的生活经验
等。过去，为了保护家族的利益，独家
技术秘方都是祖传，且传男不传女，
很多的秘方还是单传(有几个儿子

时，核心技术只教给其中一人)。

“三日不打起灰烬”

灰烬，此处指灰尘。此俚语是
说，木鱼经常敲打则光滑干净，三天
以上不敲打，上面就会布满灰尘。这
是过去大人责骂小孩子的话语，是
指小孩子顽皮，要经常管教；过几天
不管教，就吵闹得翻了天。

在过去的农村，小孩不听话、做
错事时，大人喜欢在其头上“敲棱角
糖”，其声音与敲打木鱼的声音近
似。把敲打管教小孩子比作敲木鱼，
很形象。

“三日不烂，四日不臭”

此俚语本义指某些东西可以放
置较长时间不会腐烂发臭。常用来
指某问题可以缓办，时间拖长点不
会有不良后果，也指某问题不会被
遗忘或就此了结。

本俚语中的数量词是使人望而
生畏的，因为它体现了用语人对应
该办理事情的淡漠，并透露出用语
者及相关人员办事拖拉的作风。

“三日不了，四日不休”

此俚语本义指（纠缠、辱骂）三
日不结束，四日不停止。是说某人泼
皮，招惹不得，一招惹就会和你无休
止地纠缠下去。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三句好话，当不得一马棒”
（外五则）

许文华

武冈有不少古树，它们见证了植
树者的清正廉洁。

文庙前的古银杏

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江西
鄱阳人，出身贫寒，元康二年（292年）调任
武冈县令。上任伊始，他在县城的渠水北
岸选定基址，建了一座有一定规模的学宫
（后改做文庙），还亲手在学宫前植了两棵
银杏。植银杏目的有两个，一是要营造“孔
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
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的意境；二是要明
志，银杏端直劲拔，激励大家也要做这样
的人。陶侃非常节俭，总是粗衣蔬食，俸禄
绝大部分捐给学宫和接济贫困百姓。

1700多年以后，还有一棵银杏劫后
重生，象征着这种清廉之风赓续不止。

资水岸畔的“三柳”

清朝末叶的一年，广西、贵州、云
南的刘、李、王三个举人赴京城赶考，
途经武冈资水岸畔的石羊桥石山刘
家。当地群众好客，请他们进屋喝茶歇
息，还给他们送干粮。再动身之前，刘
举人说，我们读书人应常怀为民之心，
常行利民之事，常修为民之风，此地老
百姓这样好，我们要留下什么东西作

纪念才行。李举人说，现在正是春天，
我们一人栽一棵树吧。王举人说，大叶
柳树（学名枫杨）树冠大，可以荫庇一
方，我们就一人插一棵吧。于是，他们
在资水岸畔一人插了一棵大叶柳树。

后来，他们三个举人都中了进士，做
了官后都很清正廉洁。石山刘家祖辈们也
将这三棵日益壮大的大叶柳树分别称为

“清廉君子”“清正君子”“清明君子”，以勉
励后代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

甘田村的古柏

明朝的时候，今稠树塘镇甘田村
有人做了朝廷命官，回乡在村前植了
一棵柏树，表示为官一定坚守清廉，如
柏树一样永不退青。乡人也对那棵柏
树勤加照护。后来，他的孙子中了进士
做了官。祖父大悦，说：“祖孙俩立个规
约，互相监督。”于是，祖孙俩就立了规
约。孙子还在祖父植的柏树不远处植
柏一棵，以表明志向。祖父逝世多年
后，所植柏树死了却不倒下，至今仍然
坚挺着。铁干铜枝，令人敬仰。另一棵
柏树苍翠遒劲，老当益壮。

水井旁的柏树

邻近武冈机场一公里的地方，有

一个新村落，被称为“荷塘小镇”。村落
的一角有一口泉井，井边三棵柏树郁
郁葱葱。井边还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
着：“翻身井”。翻身井，可大有故事。

1954 年，武冈一带春旱连夏旱。
当时的下扶冲乡荷塘村大部分水田
受旱，400 多人吃水用水要到两公里
以外的地方去挑。村里两个党员——
蒋允茂和曾庆能，冒着酷暑，翻山越
岭探寻水源。得知一座山下的一条土
槽，每逢下大雨就从里面流出水来，
且要流几天。他们想，可能是土槽深
处有泉水，如果深掘进去，可以把水
引出来。他们就动员群众和他俩一起
干，一共有 80 多个人报了名。经过一
个多月的奋斗，他们终于把水引了出
来，又掘了一口井。井水除满足本村
和周围几个村群众的生活之用，还可
灌田。此井，就被命名为“翻身井”。蒋
允茂和曾庆能又在井边栽了三棵柏
树以作纪念。

群众要给掘井的功臣们一些补
贴。蒋允茂和曾庆能谢绝了，说自己是
共产党员，为人民出点力是应该的，不
要补贴。

直到如今，人们到井边去喝水，好
像还能听到三棵柏树在诉说着什么。

煮酒论史

用尽风霜力 难移草木心
——武冈的“清风树”

黄三畅

隆回伏龙江从桃花坪街道江湾社
区汇入资江，但它的源头在何处？人们
做过不少追寻。道光《宝庆府志》卷六十
三记载：“伏龙江自北隆回七都流入，有
老银水、滩头水自新宁二都流入，有温
塘水、长湖水、朱溪自南隆回七都流入，
皆注焉。”光绪《邵阳县志》卷二记载：

“伏龙江出将军石（隆回七都）。”
“将军石”在隆回什么地方呢？通过

多方打听，得知在荷香桥镇的山里红
村。2022年9月，我们实地踏访，发现坳
上地里有三块大石头，附近的百姓都将
此石头呼作“将军石”，但此地没有发现
明显的水源。听当地的村民说，伏龙江
发源于伏龙山，此说似乎有道理。当年

11月，我们又去寻找伏龙山。几经周折，
在荷香桥雷塘村伏龙山山脚发现两股
很大的水。可惜凭肉眼还可看到比这更
远的水流，伏龙江的源头并不在此处。

再查资料，1983年出版的《湖南省
隆回县地名志》记载：“白竹河，原名伏
龙江（清道光《宝庆府志》）。1949 年后
以河上有白竹桥更为今名。源出滩头
区梅塘公社猪婆岭。”1994 年出版的

《隆回县志》记载：“白竹河，又名伏龙
江，由北向南纵贯县境东南。发源于梅
塘乡应塘村猪婆岭，流经茅铺、添壁、
苏塘、双江桥、桃花坪等乡，在寺山村
注入赧水。全长53公里，流域面积366
平方公里，平均河床宽25米……”

2023年11月，我们几次踏访梅塘猪
婆岭，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猪婆岭，
原名桂竹山，地势不高，与荷香桥镇伏龙
村的岩门前毗邻。两地村民共同修建过
一座桥，一地取一个字，叫作“桂岩桥”。
流经猪婆岭的一支水发源于岩口镇天星
村的雁鹅冲，是岩洞中流出的较大的水。
另一支在荷香桥镇伏龙村岩门前上面约
600米处，属于荷田乡的地盘，也是从岩
洞中流出的，水很大，很清澈。这两条支
流在三板桥汇合，流入屺石水库。

这两条支流都是从岩洞里流出来
的，说明伏龙江还存在更远的源头。通
过踏访，得知附近岩口镇枫井坪村（距
猪婆岭约5公里）地势最高，几百年前
就有村民生活在那里了，说明“高山有
好水”。

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信哉斯言。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范清海，隆回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隆 回 伏 龙 江 探 源
易立军 范清海

说到有关书的漫画，我首先想
到的还是《父与子》中的那本“有趣
的书”。家中饭菜俱备，父亲去叫儿
子回家吃饭，发现儿子正趴在地上
看书。父命难违，儿子只得无奈地回
去。然而许久，父亲并未回家。儿子
折回，只见父亲正趴在地上看那本
书。父子二人都因看书而忘了吃饭。
尤其是这位父亲竟忘了去叫儿子吃
饭的初心，足见这本书的魅力。

《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没有
钱上学。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个楼道
的灯下翻看一本书。老板“咔嚓”一
下把路灯关掉，于是一片漆黑。三毛
看的这本书叫《光明世界》。

我曾在《书城》杂志上发表一幅
题为《尘封》的漫画。某公书架上布
满蛛网与灰尘，而他的头脑也同样
布满蛛网与灰尘。这是一种“尘封”
效应。我想，一个人的大脑如同一台
机器，只有不断地加油、充电，才能
正常地运转。而看书应该说就是“加
油”“充电”的一种必要手段。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俗语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在一幅漫画里，将工作比喻为砍
柴，将学习比喻为磨刀。要想砍柴的
效率高，必须使柴刀保持锋利，必须
经常磨刀，而书本就是“磨刀石”。

我十分赞赏那些科普书籍。在一
幅漫画中，我将一本一本的科普书籍
画成一只一只会飞的鸟。它们从出版
社出发，“飞入寻常百姓家”。1985年，
我在《讽刺与幽默》发表了一幅漫画：

《并不懂事》。画中，某企业的一位董
事，拿着一本《生意经》在看。但是，他
竟然把这本书拿倒了。他看这本书
时，两眼发呆，说明他并不“懂事”。

曾几何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
名利交易的丑恶现象。只要交钱，即
可入“典”，成名成家。“名人”词典成
了“人名”词典，“名人”帽子满天飞。
有感于此，我于1991年在《讽刺与幽
默》发表了一幅漫画：一个人的两只
脚踩在两本厚厚的名人词典上，从
而使他成了“ΧΧ家”，成了名人、巨
人。这幅漫画叫《增高鞋垫》。

曲径通幽

漫画是一门笑的艺术。漫画寓

庄于谐，寓教于乐。通过运用夸张、
比喻、误会等委婉、含蓄的幽默表现
手法，对事物进行描述，从而表达一
定的思想情感，是漫画区别于其它
画种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幽默？《现代汉语词典》
是这样解释的：有趣而意味深长的
（言谈、举动等）。由此可见，幽默必
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有趣，一是意
味深长，二者不可或缺。

幽 默 从 何 而 来 ？我 想 到 一 条
成语：曲径通幽。对于这条成语，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弯 弯 的 小 路 通 往 风 景 幽 美 的 地
方 。我 以 为 ，对 这 条 成 语 中 的

“幽”，我们可以理解为“幽默”，而
“曲径”则是通往幽默的“必由之
路”。换言之，幽默就是绕着弯子
说话的，而这种绕弯子乃是聪慧、
机智的表现。

我们有时说，某某骄傲自大，目
中无人。著名漫画家于化鲤画过一
幅漫画《目中有人》，画面中的一个
人满脸傲气。乍一看，他目中的确有
人。不过，仔细一看，他目中的人不
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作者在这里绕
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正话反
说”，实在耐人寻味。

拙作《悄悄话》，画的是贾麻子
刀剪公司正在举行开业典礼。此
时，公司老板对一位员工耳语：“赶
快到王麻子刀剪店去买一把剪刀
来剪彩。”堂堂的一个刀剪公司，居
然还要到别的店去买剪刀，岂不令
人匪夷所思？不过，一个“贾”（假）
字似乎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埋下了

“伏笔”。
拙作《摘果》，画了两个人到果

园里去摘果。高个子伸手去摘，他
说：差5厘米，我摘不着。接着，矮个
子伸手去摘，大约相差50厘米。他纵
身一跃，摘着了。此作揭示了客观条
件与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

由于漫画是绕着弯子说话的，
所以读者在看到一幅漫画时，一般
不会立即看明白或不会完全看明
白。这就需要读者自己脑子也多转
几个弯，去“琢磨”一下，这样才能领
悟到作品的“潜台词”。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有关书的漫画（外一篇）

李化球

国人对取名字很有讲
究。所取名字除便于记诵、叫
起来响亮以外，还被赋予社
会人文意义，寄托着取名者
对孩子的期望和鞭策。

古人取名注重文化底蕴
和艺术色彩。三国时期很多
耳熟能详人物的名字，就颇
为耐人寻味。刘备，字玄德。

“备”，《说文解字》注释为“谨
者，慎也”，即谨慎。“玄”，《说
文解字》解释为“黑而有赤色
者为玄”。《释言》又说“玄，天
也”，即苍天的意思。综合而
言，这一名字寄托着取名者
的期望，即期望姓刘名备字
玄德这个人，要秉承上天的
厚德，谨慎行事。关羽，字云
长。“羽”，羽翼，指代飞翔在
蓝天白云中的鸟类。整个名
字的寓意，就是希望他像大

鸟一样展翅翱翔在万里长
空，奋发有为。

今人取名也有效法先人
精妙的。我们村是个聚族而
居的传统院落，有家学渊源，
祖上曾经是饱学之士，遗泽
后人匪浅。我的父辈一代取
名多显儒雅气，五伯字宝善、
名与人。取名者希望他承袭

“与人为善”的圣人教诲。六
伯号大川、字宝船、名济人，
分明寓含着如大船扬帆破浪
济沧海的雅意。我父亲名宝
离、字南人，他的名字源于八

卦。他生于农历七月，按地支
推算，七月为马，马属火，火
在正南，正南处在离的卦位
上，离代表红色。他名字的寓
意为马壮人强，火红兴旺。十
叔叫宝树，名大木，意思通晓
明了。他给两个儿子取名，一
脉相承，叫三根、三柏，期望
他们如根深叶茂的松柏长发
其祥。我的堂兄弟中，有叫六
韬、六律、三略的，似嫌古董，
却透着雅意。

20世纪60年代初，村上
几个考上中学的少年要将户

口临时转到学校所在地。去粮
站办粮食转移手续时，粮站会
计看了众人的划拨单，就断定
这是个出人才的村子：一是一
个村一次就考上六七个中学
生，二是从这些人的名字就看
得出，建章、六吕、铜塔、三聘、
三畅等，都是喝过墨水的人给
取的名字。我们村的确人才辈
出，一个 200 来号人口的小
村，专家、学者不乏其人，包括
享誉海内外的医学博士、著名
作家，以及航天领域的大国工
匠等。这种成才现象虽然与取
名无关，却与崇尚文化的浓郁
氛围有缘。

眼下，人们对取名有点
随意，一味跟风，造成大量重
名现象。

（黄三丛，武冈市双牌镇
退休教师）

世相漫议

也 说 取 名
黄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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