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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在湘西南的群山环抱之中，武冈这座千

年古城宛如一颗镶嵌在资水河畔的璀璨明

珠。每当节庆来临，蜿蜒腾跃的龙灯以流动的

光影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武冈的龙灯文

化，将农耕文明的密码、民间信仰的图腾与艺

术创造的智慧编织成一部立体的民俗史诗。

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以它们特有的方

式诉说着武冈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

武冈的龙灯文化源远流长。在农耕时代，

人们将对自然的敬畏与祈愿寄托于能行云布

雨的神龙形象。《武冈州志》记载：“岁首舞龙，

以应节气，禳灾祈福。”这种源自中原的龙崇

拜与湘西南少数民族的傩文化交融共生，逐

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灯文化。

武冈市邓家铺镇的“滩里水龙灯”便是这

种文化融合的见证，其夜间水上表演的仪式

可追溯至唐代宗年间。每至节庆，这里的人们

便要在关风桥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其时，锣

鼓喧天、唢呐齐鸣，爆竹声声。之后，正式摆开

舞龙阵势。四条主龙，每条需二十四人操控。

龙身内置的蜡烛，在夜风中明明灭灭。舞者踏

着竹排完成“海底捞月”等高难度动作时，粼

粼波光与龙影交织，恍若真龙现世。船开船

停，还伴有“船歌号子”，景象异常壮观。这种

融合祭祀、杂技与民间舞蹈的综合性表演，已

传承 1400 余年。

在武冈东北部的司马冲镇五星村，另一

种龙灯形态以独特的造型语言诠释着中华文

明的深层密码。当地民谚“唐朝起，宋朝兴，一

直闹耍到如今”，道出了鹅颈龙灯跨越千年的

传承脉络。五星村李氏族人奉老子为祖，将道

教文化与农耕智慧熔铸于龙灯制作。高达 4.2

米的龙头昂然向天，龙颈修长如鹅颈，这种造

型既是对古农具“鹅颈锄”的致敬，更是暗合

《道德经》“柔弱胜刚强”的哲学理念。99 米长

的龙身，需要四十余名壮汉合力舞动。每节龙

身内置的手工蜡烛随着步伐摇曳，在夜色中

勾勒出流动的光带。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制作

工艺，从选竹破篾到彩绘装裱，七十二道工序

严格遵循古制，龙须的弯曲角度需用特制火

钳定型，鳞片描绘要符合“天罡地煞”之数。这

种将道家玄理具象化的艺术创造，在 2020 年

李氏宗祠修复工程中重现于世。当九十岁的

老匠人李昌运颤巍巍点燃龙头蜡烛的瞬间，

仿佛接通了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

龙灯文化的多样性在武冈这片土地上得

到了极致展现。石羊乡的走马灯常和龙灯一

齐出动。其中，走马灯的演出者都是杨姓。据

杨氏老人说，该表演有一百零八个“阵法”，但

时代长远，很多阵法已无法再现。虽然遗憾，

但在市文旅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现在仍能

演出三十六阵，并且已成功申报省级非遗。而

散落乡间的草龙灯，则以最质朴的方式延续

着土地崇拜的风俗。秋收后的新稻草经过蒸

煮、晾晒、编织，最终成为可焚烧献祭的龙形

载体。而春节期间此地的闹春龙灯，更是将民

俗狂欢推向高潮。双龙戏珠时，龙珠忽隐忽

现，火龙腾飞处铁花四溅。锣鼓声、喝彩声、鞭

炮声，交织成震撼人心的交响曲。

当我们深入探究龙灯文化的精神内核，

便会发现这是一部用光影书写的生存哲学。

在水龙灯的“送龙归海”仪式中，乡民们唱着

古老的《送龙调》，将龙灯缓缓沉入资江。这个

充满诗意的场景，实则是农耕民族“天人合

一”宇宙观的生动演绎。更令人动容的是龙灯

文化中的集体记忆构建。滩里水龙灯表演需

要全村六百余人协作，从八十老翁到垂髫稚

子，或扎灯绘彩，或击鼓开道，每个人都在光

影交织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代际传

承的仪式，比任何文字记载都更深刻地塑造

着地方文化认同。

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节点回望，武冈龙

灯的当代转型呈现出传统文化再生的多种可

能。在五星村，鹅颈龙制作技艺被纳入“非遗

扶贫工坊”项目。邓家铺镇将水龙灯表演与生

态旅游结合，游客可体验竹排舞龙、河灯祈福

等沉浸式项目。正如鹅颈龙传承人李昌运所

言：“龙灯要活，既要守住老祖宗的心跳，也要

跟上新时代的脉搏。”这些跃动的光影，既是

先民们留给今人的文化遗嘱，也是通向未来

的精神路标。  （熊烨，武冈市作协主席）

武冈龙灯文化
熊 烨

武冈云山紫霄峰，海拔 1300 余米。站立峰顶，举目

眺望，只见群峰错落，森林蔚然。七十一峰跌宕起伏，逶

迤绵延，各抱其势，各现其姿，各呈其美；似虎似狮，似

剑似戟，若吟若啸，若腾若飞。我固执地认为，云是山峦

的纱巾，没有云，山就显得冷峻。而云山恰巧以山绝云

幻、林秀水清、洞奇峰险闻名遐迩。

一个杨柳含烟、青草吐翠的春日，我与几位友人相

邀游云山，登紫霄峰赏云。沿着进山公路斗折蛇行，不一

会儿就到了山脚。进入山门，大家拾级而上，一头扎进云

山怀抱。道道山岭穿着厚实的绿衣迎面扑来，空气里飘

逸着淡淡草木清香。迤迤而行，漫漫而游。山间雾气氤

氲，迷迷蒙蒙。幽泉怪石，我们不想光顾；飞鸟走兽，我们

难得理会；奇花异草，我们无暇观赏；青枝翠蔓，我们无

心睇眄。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观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

涉，我们带着满身疲惫到达紫霄峰。稍作休憩，大家迫不

及待观云赏云。四周无处不是山，无山不生云。

云山的云春夏最多，秋冬次之。清代文学家邓显鹤

《宿云山胜力寺》一诗，字字写云，句句不离云：“古僧踏

云来，微辨云中路。笑拍云封肩，寻至云起处。一峰扶云

飞，一峰负云走……”

云山的云是圣洁的。有的从岩洞溢出，有的从山谷

生起，有的在林梢腾升，有的在峰峦游弋。如果太阳给

她披上璀璨的光环，云就变得五彩缤纷；如果月亮给她

洒上皎洁的清辉，云就变得俏丽动人。我想云山就是云

彩的家，有了家云彩才活得无忧无虑、舒适自在。朵朵

白云缭绕座座峰峦，依偎面面悬崖，弥漫层层山坡，徜

徉条条小道，与青山接吻，与溪水谈天。云彩飘过的地

方，山青水碧，花红草绿，蜂飞蝶舞，鸟鸣雀跃。这样的

云使云山仪态万方，风情万种。

云山的云变幻多姿。片状的、条状的、絮状的应有

尽有，繁衍出各种图案，张贴在瓦蓝的天幕上。一片片、

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舒舒卷卷，飘飄荡荡，推推搡

搡……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山脚晴空万里，碧天如洗，山

上却一片晦阴，昏昏沉沉。有时山上艳阳高照，晴空万

里，顷刻却有紫烟生出，云雾升腾，将山山岭岭全部吞

噬。云山的云，须臾间又变成捉摸不定的精灵。

      （夏太锋，湖南省作协会员）

 紫霄峰赏云
夏太锋

三月的湘西南大地浸润在连绵的阴雨里，长达两

周。待得云销雨霁、阳光破茧而出时，我当即邀约三五

知己，驱车奔赴邵东团山镇。沿沪昆高速疾驰，只见两

侧山峦渐次低伏。甫入完善村地界，千亩油菜花海便

以铺天盖地的金黄撞入眼帘。

车轮碾过花海间的水泥小径，耳旁是蜂群振翅的

嗡鸣与沁人肺腑的芬芳交织成的春日私语。停驻在胞

弟新建的乡间小楼前，主客寒暄未毕，脚步已不由自主

地迈向那金色浪潮。游人们或俯身细嗅花蕊，或举镜

定格笑靥。更有稚童追逐粉蝶，惊起漫天流金。为览

全景，我们循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攀上草山，但见蛇形溪

流将金色版图分割成几何图案，白墙黛瓦的农舍点缀

其间，恰似上天失手打翻的调色盘。

农家腊味的余香尚在齿颊流连，我们的视线已被

如圭大道的现代化图景牵引。这条三十二米宽的黑色

缎带，自 2023 年元旦贯通以来，昼夜为工业园区输送

着蓬勃生机。在镇企负责人的导引下，我们见证了传

统制造业的涅槃：全自动生产线如精密钟表般有序运

转，机械臂起落间，数以万计的打火机列队成型。镇政

府官员如数家珍：“园区已汇聚高分子材料、智能设备

等七大产业集群，科技赋能让团山制造走向世界。”

车轮转向团山老街。公路两旁店铺林立，行人如

织，历史的风云在导游的解说词中渐次展开。而在庙

山岭上的烈士陵园，我们看到了松柏掩映着的三十六

座丰碑。“尚有英名悬日月，要留浩气正乾坤。”指尖抚

过尹如圭司令员的碑文，衡宝战役的冲锋号仿佛穿越

时空在耳畔炸响。这片土地，不仅安息着解放战争的

英烈，更承载着大革命时期十三志士的赤胆忠魂。

暮色为油菜花海镀上琥珀光泽时，我们踏上了归

途，车里载满野葱、荠菜、珠藻菌。这个春日，我们在金

黄与殷红的色彩碰撞中，读懂了团山镇的前世今生

——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柔叙事，更蕴藏着改天换地的

磅礴史诗。    (禹长贵，任职于北塔区卫健局)

春日纪行：
从金黄原野到红色热土

禹长贵

◆漫游湘西南

期中考试后，我发现曾经活泼开朗的学

生小 Q，如今眼神空洞、沉默寡言，每天独来

独往，作业也敷衍了事。更令人揪心的是，在

一次自习课上，作为班主任的我，偶然瞥见小

Q 手腕上有两三道浅浅的伤痕。虽不显眼，却

触目惊心。我当即意识到：小 Q 出问题了，而

且很严重！怎么办？

我没有贸然询问。我知道，这样直接开

口，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我想到了每周的

“心里话周记”。这是我布置给全班同学的练

笔作业，学生每周必记，我每周必批阅。我觉

得，通过“心里话周记”默默观察小 Q，比直接

找她谈话更容易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感知她

的心理变化。

小 Q 在周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像被

困在黑暗里，找不到出口……”字里行间的

绝望，让我心痛不已。我认真地批阅她的周

记，像批改作文一样圈圈点点，还在后面写

上一大段评语，或表扬鼓励，或谈心解结，或

提出期望。一个月以后，我终于把住了她的

“脉搏”：原来，她的父母天天在家里吵架，正

在闹离婚！

把“脉”之后，利用课余时间，我开始直接

找她谈话，以朋友的身份与小 Q 谈心。由于之

前“周记”的铺垫，小 Q 一点也不抗拒，而是敞

开心扉，有问必答，无话不说。当她说到“因家

庭矛盾长期压抑，精神压力极大”时，甚至痛

哭流涕，伤心欲绝。我立刻联系了小 Q 的父

母。刚开始，他们不愿直面问题，认为孩子在

学校这样，“只是矫情”，不想读书找借口，逃

避问题推责任，他们不当“背锅侠”。我见家长

无动于衷，轻描淡写，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

四地上门家访，找他们耐心沟通。我的诚意终

于打动了家长，引起了他们的重视，表示愿意

夫妻“停火”，和平共处，不再打打闹闹，给孩

子营造一个宽松和睦的家庭生活环境。

小 Q 的家庭矛盾解决后，我着手解决她

学习压力大的问题。我为她制定了人性化、个

性化的学习计划，每天抽空陪她散步、聊天，

鼓励她参与班级文体娱乐活动。小 Q 作文写

得好，我就推荐她去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当

看到自己的获奖作文在校报上刊登出来时，

小 Q 两眼放光，欢喜雀跃。

半年后，小Q的“周记”里出现了久违的阳

光：“谢谢您，老师！我终于敢抬头看天空了。”

还有一个学生，小 G。他的事情也让我操

碎了心。

他是初二 48 班的学生。父母离异后，小

G 跟随父亲生活。但父亲忙于工作和生计，对

他疏于管教，要么放任自流，要么拳脚相加。

小 G 在这样的环境教育下，逐渐变得暴躁易

怒，凶狠好斗。他不是眼里无光，而是眼露邪

光、目含凶光。他不仅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

还偷拿他人文具，甚至公然顶撞班干部。同学

们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满不在乎：“反正没人

喜欢我！”

我没有急于批评，而是从细节入手。我发

现小 G 擅长写作，经常夸他文章写得好，有当

作家的潜质，并任命他为班级“纪律监督员”。

起初，小 G 不屑一顾，但我坚持每周找他谈

心，既肯定他的进步，也严肃指出问题。一次，

小 G 因打架被请家长。我没有指责他，而是带

着他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他父亲在外面辛

苦赚钱的视频。看着看着，小 G 情不自禁地泪

盈眼眶：“老师，我是不是很糟糕？”我轻轻地

拍着他的肩膀：“不，只要你有心，你可以成为

一个很棒的孩子。”

在我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引导下，小 G 逐

渐敞开心扉。他学会了好好沟通，不再用拳头

解决问题，反而主动亲近同学、帮助同学。毕

业时，他在给我的留言卡上写道：“老师，您是

我生命里的第一束光。”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不

是灌输，而是唤醒；不是熄灭，而是点燃。德国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这个授业解惑、治

愈心灵的过程中，老师要用爱心铺路，以初心

掌灯，凭真心叩门。他的职责就是，化为一缕

风，吹动一棵树、一朵云、一个灵魂；变成一把

火，点亮学生眼里的光，点亮孩子心灵的灯，

点亮他们脚下的路。

点亮孩子眼睛里的光
彭真平

旧时，以说合婚姻为职业的

妇女叫媒婆。

在三百六十行中，媒婆是很

重要的一个行当。媒婆大都边从

事 其 他 职 业 ，边 为 他 人 做 媒 做

保。她们能说会道，常走家串户

了解各家情况。哪家有嫁女娶媳

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
传承人）

媒 婆
唐文林 王艳萍

◆民间文化

◆湖湘三百六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