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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雪花飞舞时，又近贴春联的时候

了。去年此时，《邵阳日报》和邵阳市楹联

学会合作，以连续推文的方式，呼吁人们

贴合格、规范的春联，勿使传统文化蒙羞。

加上山西《运城日报》发文遥相呼应，节日

的喜庆感和文化感叠加和交融，成为那个

春节里火热的话题。那次活动发起人正是

邹宗德，现在，他又密切关注春联动向了。

他是真的希望楹联文化行稳致远。

邹宗德，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隆回

人，其母亲是魏源的第六代侄孙女。他是

中国联坛十秀之一、湖湘楹联七子之一，

还是中国楹联界最高奖——梁章钜奖的

获得者。2021 年，邹宗德入选湖南省“三

百工程”文艺家。在诗词楹联界，他是唯

一享此殊荣者。

邹宗德在联坛跋涉的数十年中，一

直不断刷新自己的高度。然而，他的梦想

与荣光绝不是一枝独秀，他要的是满园

春色、万马奔腾，市井与庙堂都有楹联不

容被忽视的光芒。所以他除了创作外，一

直不遗余力地在做三件事情：一是致力

于楹联的理论研究；二是在全国各地开

展楹联讲座，开展楹联教育；三是发掘楹

联文化遗产。

邹宗德对于楹联的理论研究之路，起

步于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彼时他风华正

茂，满腔热血，在各种古籍里千淘万漉。随

着认知边界的不断拓展，他的精神空间也

不断扩大，著书立说的想法被振兴楹联文

化的使命感点燃。他一鼓作气，陆续出版

了《对联散论》《湖南隐字联探秘》《楹联知

识读本》《对联快速入门》等，给楹联爱好

者打开了一个靠近古典文化的入口。

2022 年，凝聚了邹宗德数十年创作

经验的《对联创作学》出版，全书近 30 万

字，从延续传统到创新发展，解答了不同

层次的学习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困惑与疑

问。此书出版后的 2023 年 4 月，邹宗德获

得了当代楹联理论最高奖——“瓯海杯”

对联理论奖。

事实上，邹宗德在楹联理论上的贡

献远不止于此。在《湖南楹联》一书中，他

留下了九万多字的著述。此外，他还编写

了《大学实用语文·对联》。他对车万育

《声律启蒙》的研究也下了苦功，先后搜

集和研究了十多个不同版本的《声律启

蒙》，收藏了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版本。

文学形式中有风情万种，为什么独

爱楹联这一种？邹宗德说，楹联是唯一列

入民俗的文学艺术，它融入了中国人的

生命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有足够的

理由确信，楹联将是下一个文学高峰。这

不是单纯的预言，更是他的梦想。

然而文学高峰的到来，需要几代人

的共同努力和承担，邹宗德试图通过一

棵树去撼动另一棵树，通过一个群体去

影响另一个群体。他不断讲学，足迹遍布

湖南、贵州、广东、山西、四川等地，近五

年中举办讲座或学术活动上百场次，近

万人次参与听课。邹宗德的对联讲座更

多地针对教师和学生这个群体。他连续

十年在隆回二中开设对联兴趣班，师生

之间的同频共振、情投意合，学生的金句

频出，使他看到了楹联的未来。

2023 年 4 月，隆回县楹联教学名师

选拔培训班盛大开班，这是邹宗德向隆

回县教育基金会会长夏亦中先生建议、

筹划和大力促成的。

2019 年 7 月，邹宗德乡村楹联教育

基地在隆回县七江镇挂牌成立，直接将

楹联的触须探入村庄内部。他的学生囊

括了当地学童、教师和洗脚上田的农民。

而后，七江镇挂起了一千多副木刻对联，

这些对联都是邹宗德发动楹联家征集来

的。一个偏远山区小镇能有如此思想和

主张，不得不令人惊讶和感慨。

到目前为止，邵阳各级楹联组织发展

会员上万人，成为“中国楹联强省”湖南省

的主力军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

玉清先生自称是邹宗德的学生，他盛赞

道：“新时期的楹联文化，湖南在全国居前

列，邵阳在湖南居前列。”这份成绩单，是

和作为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的邹宗德的

创作水平、人格魅力、组织能力和辛苦耕

耘分不开的。《邵阳晚报》“巧联句”栏目，

十余年间吸引国内外楹联高手共搅风云，

这也和主持人邹宗德的策划力、建言力以

及他在楹联上的威望是分不开的。2021

年，邹宗德作为《对联》杂志的学术指导，

他将这一栏目切换到了《对联》杂志，改为

“拉网对句”栏目，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邹宗德亦曾在邵阳电视台《开讲邵

阳》栏目，以 7 万余字共 12 讲全面系统介

绍了邵阳楹联文化。从 2011 年起，《邵阳

日报》为他开设“水府品联”专栏，他为此

撰写的 108 篇文章，后结集为 30 万字的

《邵阳历代名联鉴赏》出版。从 2019 年 1

月开始，又在《邵阳日报》开辟“邵阳名胜

楹联”专栏，连续三年发表 100 多期，后

结集为《邵阳名胜楹联集》。他如此迫切

地希望每个人都能欣赏楹联之美，所以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让楹联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使命感，

促成了邹宗德关注和挖掘楹联文化遗产

的自觉。1999年，邹宗德发现城步儒林镇

古隐字联，《羊城晚报》等 40 多家新闻媒

体发表了关于这副隐字联的报道或争鸣

文章。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循着隐字联

的遗迹而来，籍籍无名的古宅一夜成名。

2005 年，邹宗德发现和推介了武冈

市浪石古楹联村，后该村被中国楹联学会

授予“中国第一古楹联村”。2009年，邹宗

德发现永州新田县龙家大院古楹联村，为

此他获评当年中国联坛“十大新闻人物”。

2013年，他在江西吉安发现了渼陂古楹联

村。2018年，他到邵阳县岩口铺镇扶贫，又

促成了对车万育故居的保护。

从弱冠之年到如今年奔花甲，邹宗

德一直在写楹联、说楹联的路上。他在楹

联创作上的高度令人敬佩，而他在楹联

知识的传播上所做的努力则令人感动。

他凭一己之力，搅动一池春水，使英雄汇

聚，让楹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蓬勃生长

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楹联

是他扛在肩上的一面旗帜，是他种在人

世间的花，是他的文化自觉，在乡镇则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在城市则赓续历史文

脉。在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他不

曾辜负生命，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

人物剪影

化雨催春春满园
——记楹联家邹宗德

刘瑞君

“割蜂蜜去！”朋友在“圈子里”吆

喝。

去白水洞割蜂蜜，一年一度，几乎

成了圈里的保留节目。朋友这一吆喝，

应者云集。

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活动我还从

没参加过。每次听到朋友们割蜜的趣

闻，看到他们笔下灵动的文字，真是又

羡慕又嫉妒。今年的机会，真的不容再

错过。朋友懂得我的心思，先问询了我

的时间，再到群里去吆喝。

去了白水洞，才觉得有点小小的遗

憾。往年割蜜，他们要穿过白水洞主景

区，爬到罗山湖，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

才能到达大山深处养蜂的农家，然后在

那里嬉游、割蜜、吃农家腊肉、喝农家蜜

酒，想想都让人馋。可是这一次，进了景

区的大门，养蜂的老杨说声到了，就带

着大伙去看他的蜂箱，去看他们割蜜。

想象中的那一路风景，说没就没了。

上上周和诗社的吟友到这里开了

重阳诗会，上周带5岁的孙子到这里看

了水帘洞瀑布。这白水洞，少说也来过几

十回，尽管这里景色绝美，却也禁不起这

么频繁地看，直把它看到平淡无奇。

不过老杨的蜂箱，在峡谷两旁的

绝壁之下、树丛之间，平常我们走的都

是“官道”，从来不知道这里还养着这

么多小精灵。武士崖脚，一条仄径，是

养蜂人踩出的小道吧，一溜摆着十数

只蜂箱，蜜蜂嗡嗡地钻出钻进。胆小

的，向老杨要一顶防护纱罩；胆大的，

就素面朝蜂。

老杨揭开蜂箱的盖子，群蜂乱舞。

他随即抽出一块“蜂脾”，上面密密麻

麻却又相当规整的正六边形蜂巢里，

满是金色的蜂胶，还滴滴答答地流着

蜜汁。老杨用小刀割下一小块一小块

蜂胶，挨个让我们品尝。咬一口蜂胶，

又甜又腻。

看了一阵老杨割蜜，随意问一些

养蜂经，大家便四散开去，漫无目的地

游观。

白水峡谷左边的这条冲，以前从未

走过。看两旁峰峦特出，深处苍山隐约，

一定另是一片洞天吧，去走走？我心中

这样想着，脚下便来了劲，自个儿向这

个未知的世界走去。水泥铺砌的游道，

蜿蜒到山的深处。一道山涧伴随着游

道，时左时右，急处如瀑，轰鸣震耳。深

秋的阳光，温情而执着，为它视域中的

万物，无等差地涂上一层淡金色。

一个人的游观，是很随意的，走走

停停，东张西望，兴之所至，略无约束。

登了几百级台阶后，游道向右一

折，陡陡地爬向武士崖的后背。那道溪

涧一下就淡出了视野，山中立刻安静

了许多。轰鸣的震响，一变而成雄浑的

男中音。这时，可以听到一些不知名的

小鸟呖呖的鸣叫，恍若流丽的女高

音,给已近麻木的听觉带来额外的刺

激，人就更精神了。

沐着日光，在步梯上小坐。道旁开

满了各种小花，以一种穗状花序的绒

绒的紫色小花为主。这是一种本地常

见的小花。小时候，我应该是能叫出它

的名字的，至少清楚它的俗名。离开土

地那么多年，大多数的草木，已隔膜到

不知其名。有时，努力地想记起当年和

邻家小姐姐常玩的那些斗草游戏中的

芳草名，却是白搭，只能怅然。这些平

凡的小花，往往容易被忽视。然而今

天，却格外地粘我目光，因为花丛中有

不少的蜜蜂在穿行，在亲吻。

蜂很小，看样子，就是老杨家的。

刚才大家还在纳闷，在这少花的深秋，

这些蜜蜂该到哪里去采蜜呢？看惯了

城里那些人工栽培的大红大紫的各色

鲜花的我们，本能地会忽略这些不知

名的微不足道的小花。但蜜蜂不会。

仔细看这些小蜂，在这些小花上，

它们不是飞，而是爬，或跳，从一朵花

到另一朵花，穗形花序上的每一个小

朵它们都不放过，却也并不流连。那些

小足飞快地移动，它的吻不停地点进

花朵中，只几秒钟，十余个小朵的花穗

便被它们亲了个遍。以前常听说蜜蜂

忙碌，今儿个算是亲见了。

是这遍地的小花，成全了这些蜂

儿，让它们能酿出甜腻的蜜来。每一朵

花都有盛开的理由，这也算一个吧。可

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想，不也是这些蜂

儿成就了这些花朵，让它们绽放灿烂

的笑颜？

看老杨割蜜，我暗笑那些傻蜂，酿

了这么多蜜，却不知享受，实在是劳碌

的命。现在看来，这个非人类的世界

里，没有谁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

许，正因为这样，这世界过了一百年、

一千年，还是那样和谐安谧。

在白水洞这条陌生的游道上的这

些微细的发现，让我明白，大自然是常

看常新的，只有亲近自然，人才不至于

退化得太快。

难怪，割蜜的活动这么受欢迎。

（钟九胜，湖南省作协会员）

乡土视野

割 蜜 去
钟九胜

1993 年，我参加了邵阳县首届老

年风采赛。在“才艺展示”部分，大家满

以为我会以漫画参赛，然而出乎意料，

我唱了一段京剧，结果获得比赛三等

奖。的确，除了漫画，戏曲尤其是京剧

是我的第二个业余爱好。

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木偶

戏。及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陕北

工作期间，便经常去看秦腔与晋剧。我

第一次接触京剧是在 1956 年，那年我

去西安开会，在梅兰芳捐资修建的五

四剧院，看了一场由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赵燕侠主演的《孔雀东南飞》。

1959 年，在西安又看了一场由京剧四

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主演的《双阳公

主》。1960 年回湘，在邵阳市看了洪江

京剧团演出的《玉堂春》与《杨门女

将》。我几乎是逢戏必看，确也乐在其

中。而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更是让我

折服，让我赞叹不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京剧

风靡全国。城乡处处可以听到用高音

喇叭播放的现代京剧。在此期间，我与

很多人一样学会了一些京剧唱段，比

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

纠纠》《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等等。当时

我在林场工作。有一次开大会时，主持

人“点将”要我唱一段京剧给大家听

听，以活跃气氛，我也只得“献丑”。我

唱了《红灯记》中一个十分激越高昂的

唱段《雄心壮志冲云天》，竟然赢得了

“满堂彩”。

1971 年，我被安排到林场的一个

生产队。一天晚上，队长派我与一位工

人去“守野猪”。所谓“守野猪”，就是在

田里搭建一个用杉木皮盖的简易工

棚，人在工棚中，一边敲梆（一般就是

一截竹筒），一边吆喝，使野猪不敢来

啃吃农作物。在我“守野猪”的那天晚

上，月光如水，万籁俱寂。为了排忧解

闷，也为了吓退野猪，我陆陆续续地唱

起了《打虎上山》等京剧唱段。就这样，

我与那位工人算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

不眠之夜。

2005 年，我在邵阳县老年大学成

立之际，试唱了几段京剧。学校领导觉

得我还唱得不错，“矮子里头拔将军”，

要我担任戏曲班的教师。当时我还有

点自知之明，说教师我可不敢当，充其

量只能当个“领唱”。在当戏曲班“领

唱”的两年半时间里，为了拓宽戏路，

我还买了一些有关京剧唱段的书，找

了一些京剧唱段资料。我们不仅学唱

了一些现代京剧，还学了一些传统京

剧唱段，如《三家店》《贵妃醉酒》《穆桂

英挂帅》等等。我跟大家说，照着曲谱

学戏，固然可以学“会”，但唱戏与唱歌

不同，必须唱出戏的韵味来。在此期

间，学校还从文化馆请来了会拉京胡

的琴师。大家有拉有唱，有说有笑，非

常开心，期间还作了两三次汇报演出。

2009 年，我从邵阳县移居到大祥

区。这里当时是邵阳市京剧票友协会

所在地，前来唱戏的戏迷与票友有好

几十人。大家每周聚会三次，在一起演

唱。协会虽然没有专职教师，但有不少

票友唱得非常棒，这也给了我学习的

机会。京剧要求唱得“字正腔圆”，有韵

味，对此我也下了些功夫，用心揣摩，

取得了一些进步。在京剧票友协会，我

度过了六年愉悦时光，并且由一位“戏

迷”成长为一名“票友”，对此，我感到

十分欣慰。只是由于岁月不饶人，我的

嗓音与气息日渐“式微”，不得已在

2016 年从票友协会“退休”。不过，在

家看电视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经常

打开戏曲频道，去欣赏、品味一些名家

的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之美。

我酷爱京剧，也感谢京剧，是京剧

给了我快乐，并给了我力量。

樟树垅茶座

学 唱 京 剧
李化球

人生是一场旅行，

在这世上谁将与我同行？

我奔赴洞口潭，

寻找来时那一束光，

穿过幽暗抱拥爱与从容。

人生是一场修行，

前行路上谁能给我指引？

我探秘双壁岩，

终于发现每一段路，

苦过以后自会云淡风轻。

生在洞口，

像蔡锷一样，

为了共和要去斗争。

家在洞口，

像 溪一样，

为了生活要去追梦。

守在洞口，

像雪峰山一样，

为了民族要去冲锋。

爱在洞口，

像苏宝顶一样，

为了理想要去攀登。

歌词展播

爱 在 洞 口
石争光

崀
山
风
光 

 
 

 

郑
国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