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家论坛
审稿：曾世国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5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三

关风桥，是架于武冈市邓家铺镇

石龙兴村滩里自然村境内的一座古

桥，现为资水二级支流龙江上仅存的

两座风雨桥之一，始建年代无从考

证，明万历元年（1573）和清咸丰六年

（1856）进行过补修。现存桥梁，系民

国六年（1917）复修。1983 年和 2017

年，这桥又分别进行两次修葺。桥为

双孔等跨石墩木廊风雨桥，全长 35

米、宽4.35米。桥廊为重檐悬山顶，正

中建六角攒尖顶阁楼，两端筑重檐庑

顶牌楼。桥东顶梁上书楹联：“关锁水

口；风清滩头。”桥西顶梁上书楹联：

“关系龙江；风媲璘玢。”

此桥为什么叫关风桥，有多种

说法。

龙江从西南面丛山的峡谷间艰

难地钻出来，穿过一片平畴，就被东

北面的山壑紧紧夹住。那夹缝口，就

叫“风水口”。唐末潭州（今长沙）节

度使邓处讷的公子和一些有识之士

认为，“风水口”的重要性非同寻常，

必须在那里有所作为。于是决定做

两件事，一是舞水龙灯，祈祷龙神保

佑；二是在壑口稍上游建一座风雨

桥，以作为锁钥，把好风水关住，桥

名就叫“关风桥”。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三国时蜀国留守

荆州的关羽有一次巡视都梁县（武冈

当时的名称），听说滩里这地方清正

成风，就特意来视察。几天的视察，他

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带的清廉之风的

确值得赞赏。其间，关羽的言谈举止，

也体现出一种清正之气，而成为人们

的美谈。后人景仰关羽的“忠义仁

勇”，便在此建桥。桥名关风桥，意为

要继承发扬关羽的“忠义仁勇”之风。

而今最被认可的是后一种说

法。但是，关风桥与滩里水龙灯是分

不开的。桥东端滩里村人每年首次

舞水龙灯，必先到桥下首不远的观

音庙去祭龙，然后龙灯队伍来到竹

排上，逆流而上，舞耍着过桥洞；而

桥上早已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桥与

“水龙”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旧时，桥上一年四季有好心人施

予行人茶水等；桥柱上挂着草鞋、斗

笠，供脚夫贩卒选用。关风——“忠义

仁勇”之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说到关风桥，还绕不开这样两

个人物。

一个叫曾华。据《元史》，曾华字

萼叟，为人精悍而有胆略识见，通兵

法。元代末年社会动乱，曾华捐家产

招兵买马以为国效力。他在军中屡

建大功而不断升迁，官至明威将军、

广东道宣慰使……曾华曾在浙江浦

阳一带打仗，对百姓非常爱护。他离

开浦阳后，浦阳人很思念他，为他建

了一块纪念碑。与他同时代的大文

豪宋濂写了碑文，题名《嘉政记》。曾

华出生的村子在关风桥往下四公里

处。传说他少儿时代最喜欢玩水，常

常从自己村前的江潭下水，且游且

泅，一直玩到关风桥下。再来到关风

桥上玩耍，若见有病残老弱之负重

者在休憩，必送其一程。后返回桥

上，跳下水，且游且泅回去。

另一个是刘勇。刘勇，是与武冈

相邻的新宁县马头桥人，他曾在离

关风桥不远的邓家铺扶峰中学求

学。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后来参加

了解放军，又随军到邓家铺镇搞土

改。他爱憎分明，工作积极肯干，深

受老百姓赞扬，自然也遭到土匪豪

绅的仇视。有一天，刘勇去邓家铺街

上办事，走到离关风桥不远的山脚

下，暗中跟踪的几个土匪把他围住。

他奋力搏击，最后寡不敌众，惨遭杀

害。他的遗体被扔到桥下的水里，热

血浮荡在水面。后来，邓家铺镇建了

一座英雄纪念碑，纪念七位烈士，刘

勇就是其中之一。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昭陵史话

“忠义仁勇”关风桥
黄三畅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这是

史学家对湖南人的赞誉。

湖南邵阳，一个美丽的地方，历代

名人辈出。其中的邵阳籍院士，他们创

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是邵阳人民的

骄傲。

半生拼搏，一功朝夕。这是中国

工程院院士——蒋建新教授的真实

写照。他弘扬王正国院士等老一辈

军事医学家的崇高精神，坚定信仰、

百折不挠、勇攀高峰。蒋建新带领团

队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勇破核

心技术难关，建立了战现场早期诊

断、群体伤临床诊疗、危重伤综合救

治的爆炸伤诊治技术体系。这一“从

0 到 1”的原创性突破，使爆炸伤难防

难治变成了能防可治。在创伤感染

病原生物学研究方面，他还揭示创

伤感染病原菌演变规律和生物学特

征，提出战创伤后肠源性感染、内毒

素移位、病原菌免疫逃逸等感染新机制。“任何成功，一

定是无止境勤奋努力的积累。”蒋建新是这样说的，也用

行动践行了这一点。

以农夫之姿，成鲲鹏之事。刘少军院士带领团队，

在鱼类遗传育种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培育出了多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为我国水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这些成果，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产

量和品质，更为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让世人见证了科学的力量与魅力 。刘少军院士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梦

想，有坚持，有努力，就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最耀

眼的光芒。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染霜，无数科研人员在为祖国的建

设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操劳着。

“须知少日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

流。”未来，需要我们这些青少年来书

写。让我们奋发向上，书中华未来光辉

之章。  （指导老师：李波 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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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阅读了《邵阳院士》这本书，

一位位院士的故事拨人心弦。“我们从古

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邵阳院士，就

是中国的脊梁。

身怀赤子之心、爱国之情，这是邵阳

院士的精神内核之一。酷爱文史的吕振

羽，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四处演说授课，

让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进一步、更

深一层的了解。正是怀着一颗爱国之

心，他不懈地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为我国

哲学社会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苦中寻乐，追求理想，这是邵阳院士

的精神内核之二。从小便立志“勇攀科

学高峰”的毛军发院士，回国后主攻有关

集成电路的研究。当时在国内，这片领

域鲜有人涉足，数据资料一片空白。但

这一切不但没有令他热情消减，反倒更

激起他为祖国填补这一片空白的愿望。由 0 到 1，背后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执着。但他们

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这是邵阳院士的精神内核之

三。从事物理冶金事业的李熏院士，十分重视研发中每

一环节的每个细节，因为一个小疏忽就可能造成实验故

障，导致国家巨大的损失。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当时请

李熏院士批改论文，李院士多次要求他重写，一直写到第

七遍，才算最后通过。这位学生后来十分感激李熏院士

对他的严厉。在李熏院士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一丝不

苟的学术精神。

正是无数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才奏响了中国发展进

步的伟大乐章。相比以往，新时代的青少年更加需要用

“院士精神”来浇铸意志、锻造灵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的青少年应自觉

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前途相融

合，携院士精神，共同书写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篇章！

（指导老师：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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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嘴巴有说话的

功能，眼睛有视物的功能。其

实，眼睛也有“说话”的功能，

只是“说”的是无声的语言。嘴

巴说的话不一定全是真话，所

以有“口是心非”一说。而眼睛

“说”的话，一般都是真情实感

的流露，因为眼与心是相通

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王乐天在漫画《白眼……

红眼》中，画的是一个人在面对

别人丰硕的劳动成果时，露出

一双白眼，似乎不屑一顾。后来

看到别人因此而获得丰厚报酬

时，他那白眼便变成了红眼。这

种红眼就是“羡慕嫉妒恨”。此

作描绘了一些人的病态心理。

我曾经在《讽刺与幽默》发

表过一幅漫画《读报》，描述了某

公一次读报的过程。他低垂着

眼，在读到第一句“××勇斗歹

徒”时，并无赞美之意；读到第二

句“身负重伤”时，亦无同情之

心；读到第三句“被授予英雄称

号”时，他还是不为所动，并无仰

慕之情；及至读到第四句“并获

得奖金一万元”时，他顿时睁大

双眼，惊羡不已。此作将眼睛作

为特写镜头予以描绘，凸显了某

公的拜金主义价值观。

1997 年，我在漫画《男儿

有泪不轻弹》里，描绘了一位爱

国男士的两次落泪。他曾经在

历史书上，看到祖国如同一只

任人宰割的羔羊，屈辱地与外

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时，他落

泪了。而今从报上看到香港回

归，国人扬眉吐气，他又一次落

泪了。同是落泪，前者是痛心而

哭，后者则是喜极而泣。

我省著名漫画家谢丁玉

曾经画了一幅漫画《一“叶”障

目》。画中，一位官员的眼睛被

一“叶”——贿赂钞票所蒙蔽，

因而利令智昏，是非莫辨，竟

然不把国家人民利益这座“泰

山”放在眼里。当给了他好处

的那些不法之徒在挖“泰山”

时，他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

包庇纵容，助纣为虐，为不法

之徒大开绿灯，使自己成了不

法之徒的“保护伞”与同路人。

关于酒的漫画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

少。”漫画家李乃良在漫画《酒

逢知己》中，画了两位酒友相

聚，频频举杯，把酒言欢。将三

瓶酒灌下肚以后，两人肚子鼓

了，像个大酒瓶；酒没了，酒瓶

也瘪了。当然，这是一幅逗人

一乐的幽默画。

徐 鹏 飞 在 一 幅《提 点 意

见》的讽刺漫画中，画了一位

顾客到一家酒店打酒后，兴冲

冲离去。不久，这位顾客又愤

愤然而来，他手握一支饱蘸墨

水的毛笔将酒坛上那个“酒”

字的三点水加重加粗。店主看

了以后若有所悟：原来是酒里

掺的水太多了。这幅漫画中，

顾客与店主均未说话，好像演

了一出十分幽默的“哑剧”。

1998 年，山西朔州曾经发

生一起骇人听闻的白酒中毒

事件。对此，我创作了一幅漫

画《求是》。此作分为上下两部

分。上面画的是一坛白酒与一

瓶农药，农药瓶上贴着“有毒”

的标识。下面部分变了，农药

瓶上那个“有毒”的标识竟然

跳到了酒坛上，于是我们看到

了白酒有毒而农药无毒这一

反常现象。对于这一反常现

象，似乎只有一种解释：白酒

与农药都是假货。

人在酒醉以后，往往会红

脸。我曾经画过一幅这样的漫

画：一位小朋友异想天开，将

一瓶酒浇在一棵苹果树下，试

图让树上那些青苹果的脸蛋

儿变红。此作是一幅饶有童趣

的幽默画。

不久前，孤陋寡闻的我，发

现了一种叫“辞典”的酒，立即

引起了我的好奇，也触发了我

的创作灵感。于是，我画了一幅

似乎颇具新意的漫画。画面中，

一名男子在家中吼道：“拿辞典

来！”他儿子闻声，便递上一本

辞典说：“爸爸要学习吧！”他扬

了扬手，示意“非也”！接着，他

妻子拿来一瓶辞典酒。他十分

欣悦地说：“知夫莫若妻也！”我

联想到中央电视台曾有一档叫

“开心辞典”的益智娱乐节目，

于是便以此作为漫画的标题。

曹操诗云：“何以解忧？唯

有杜康。”在此，我也不妨“东施

效颦”一下：“何以开心？唯有辞

典。”不过，任何事情都得讲究

一个“度”。适当地喝点杜康、辞

典之类的酒，也许确能在一定

程度上让你解忧、开心。但是，

如果你放荡不羁，狂喝滥饮，不

仅会使你失态，更要紧的是使

你失智乃至失德，从而做出一

些糊涂、出格之事。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

 书坛画苑

漫 画 琐 谈 （三）

李化球

见到陈建族老师的散文集《峭

壁上的芭蕾》，就被封面吸引：洁白

底色上，苍劲的山影如宣纸晕染的

淡青色墨痕，高耸的绝壁凝视着展

翅而上的雄鹰，绿枝从嶙峋石缝间

斜斜伸出，“芭蕾”两个殷红的大字

如跃动的舞者。这样的封面设计是

在暗示什么吗？

陈建族老师生于城步苗乡，成长

于军营，做过《人民海军》报记者，离

开部队后长期从事体育法规宣传工

作。《峭壁上的芭蕾》全书八辑，收五

十七篇散文，如山涧的五十七颗卵

石。从海军战士的铮铮誓言到苗寨的

袅袅炊烟，从红军桥的青石板到虎门

炮台的铁锈，从湘西到南粤……作者

以脚步丈量历史，以文字描绘美好。

他的作品有苗乡人的朴实，有军人的

刚正，有宣传工作者的真诚。

书中的语言很朴实，在白描中

让亲情、友情有了可触的温度。这样

的语言，在文集中随处可见。

书中的文章，都充满正能量。《边

关军歌响起来》写“真正的战士就应

该站在祖国版图的最前哨”，字里行

间流淌的是强烈的家国情怀。《虎门：

铁臂托举中国心》中的叙写更让人血

脉偾张，那铿锵有力、正气凛然的话

语，迸发着金属般的光泽。《万里归来

铸羽球》，记录了海外归侨傅汉洵重

振羽球事业的历程。《海上圆梦》，描

述了海军医院几个女护士因一次演

习终于圆了水兵之梦的经过。《走进

井冈山》，讴歌了一座红色的山、一个

伟大的人……这些文章像星子般散

落书中，给人一股向上的力量。

全书最动人的，是其反映的真

实生活和人间真情。和书名同题的

《峭壁上的芭蕾》一文，作者从父亲

为了生存而在绝壁上“跳芭蕾”写到

攀岩运动，如体操运动员的空翻，在

生存本领与体育技巧间完成漂亮转

体，而“真实”和“真情”却在原地“踏

步”。在《父亲的“断根肉”》一文中，

作者写了父亲结扎得到村里两斤半

“断根肉”、吃肉时和母亲发生争吵

的“丑事”。这种不避“家丑”的勇气，

不加修饰的真实，将特殊年代的生

活况味和盘托出，文字极具温度。还

有《情醉红石峡》中的友情、《从化有

个开山节》中的风情、《南山的蓝》中

的乡情、《一个多甲子后的问候》中

的亲情……无不是始于真，终于情。

这种刻骨的真情，让平凡的人、事焕

发出了灿烂的光辉。

总的来说，《峭壁上的芭蕾》这本

书中，作者娴熟地使用了各种表达技

巧，不沉迷于修辞，真正做到了写亲

情不滥情，记乡愁不矫饰，谈理想不

空泛。而托起整部文集的，则是“真”

和“情”这对孪生姊妹。当然，任何一

部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疵，《峭壁上

的芭蕾》也是如此。文集部分篇章结

构稍显松散，语言风格略欠变化，但

这些瑕疵反证了作品的质朴本色。

合上书本，封面上两只雄鹰仍

在翱翔。我忽然明白了设计的深意：

那抹山影是故土，绝壁象征人生险

峰，绿枝代表希望，而殷红的“芭蕾”

二字，正是用真情在命运崖壁上起

舞的姿态。当文字有了真情的骨血，

即便书写的是微不足道的故事，也

能在时光的长河里，站成一堵精神

的峭壁。

品茗谈文

始于真，终于情
——读陈建族散文集《峭壁上的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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