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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县石江镇江洲村，又称江夹洲。
这是一个由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江支
流平溪江与江洲河环绕而成的江中孤洲，
故称江夹洲。洲西侧江岸上，耸峙着一座
古祠堂，即刘氏宗祠，该祠始建于清嘉庆
二十二年（1817），其后陆续扩建，总面阔
48.6米，总进深42.5米，占地面积2065.5
平方米。台基石料构筑，平面呈“凸”字
形，依地形梯级而建，座东朝西，前后三
进，砖木结构，中轴线上依次为前厅、中
堂、寝堂，两侧为厢房，组成一个四合院建
筑群。祠堂前临江河，背倚小山，曲水环
流，景色秀丽。

该祠第一进正面筑牌科门墙，正中大
门以石料构筑，门额浮雕“双龙抢宝”等多
种动物图案，门两侧刻对联：“两水汇双
流，朝宗白水；群山罗四面，推本中山。”将
其地理形貌与历史渊源总括其中，可惜明
间、次间牌科门墙自大门门额之上已被拆
除，改为单檐青瓦屋面，仅梢间牌科门墙
尚存。第二进为中堂，由正厅与抱厦组合
而成，正厅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高7.5米，
明间为减柱抬梁式构架，单檐硬山顶，人
字封火山墙；第三进为寝堂，因以前办学
校改为红砖房，现学校已搬走，房子空
置。两侧厢房各面阔八间，进深二间，为
穿斗式木柱架，前出廊，单檐硬山顶，三屏
式封火山墙。

据《中山前溪刘氏十八合修族谱》记
载：江洲刘氏宗祠系中山前溪刘氏派下子
理公祠，其先祖刘庄官居南唐大理寺评
事，居江西抚州宜黄县。二世祖埊公，官
宋初吉州（现江西吉安市）长史，后徙居江
西福县前溪，形成前溪流派，衍为大族。
子理公于明初迁至今邵东县魏家桥乡荞
麦塘，子孙再徙邵东各地及洞口、新宁等
地。

江洲刘氏在明清之际，曾经人文鼎
盛。明末有誓死抗清、全家殉国的神勇将
军刘世玉，清乾隆年间有官至河南粮盐道
观察使、以能吏著称的刘文徽，乾隆至嘉
庆年间有曾任嘉庆皇帝课师、补授长沙府
同知的刘士诵。据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
修车毓秀作于清顺治五年的《神勇将军
传》载：刘世玉，讳中砥，字振之，御赐“神
勇将军”。本贯武冈州龙居乡江夹洲人，
生于明万历癸丑（1613年）三月，幼岐疑聪
慧，长倜傥有大志，精儒业，数不遇于有
司。乃学孙吴兵法，武艺绝伦。继而经从
叔岁进推荐入岷王府用事，授审理崇正
职。明末兵变，崇祯帝自杀，桂王朱由榔
在广东肇庆称帝，是为永历帝，后驻陛桂
林。刘世玉奉命领兵前往桂林勤王，退敌
三十里，永历帝授其“神勇将军”。随后，
永历帝退守武冈城，以岷王宫设奉天府，
刘世玉负责镇守河东（指资江）等地。未
几清兵围城，永历帝退走靖州，安国公刘

承允劝世玉降清，世玉大义凛言曰：“吾护
驾至此，为中兴耳。即今奉命守城，未闻
以城降也！”允曰：“国势如此，天命可知，
吾已遣人纳款矣！”玉忿曰：“有何面目见
天子乎！”乃策马归营，呼酒狂饮，语夫人
周氏曰：“满城尽降，心死已极，我欲刎此
头，以报天子耳！”夫人周氏曰：“国亡家
破，妾不可辱，妾死君后可也！”引帛入内
自尽，举家号哭，公手刃其幼子二女；并家
众老小凡十四口，亦投环而死。一门忠
烈，为国殉难。有裨将周缙护尸不去，须
臾城破，敌兵相诫曰：“此忠臣也！”缙乃得
殡公夫妇于城皇庙侧。八月二十日癸巳，
夫妇归葬于祖茔白竹山。其墓尚存，已公
布为洞口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钦命兵部侍郎湖南巡抚马慧裕《河南
粮盐道刘公神道碑》载：公讳文辉，字予
受，号荷池，又号淑庵。先世居吉安安福
之前溪，屡迁籍于武冈。公生而器宇不
凡，及长，沉酣经书子史，发为文章，高古
矫健。以郡首补弟子员，遂饩于庠试，辄

冠军。乾隆戊子（1768年）举于乡，己丑
（1769年）成进士，辛卯（1771年）殿试二
甲，徐户部额外主事，补江南司主事。其
后相继任贵州司员外郎、云南司郎中、河
南知府等职，以功荐升河南粮盐道。官河
南粮盐道时，赈灾救民，政绩卓著，深得乾
隆皇帝信任，曾多次书奏皇上，为湖南灾
民免赋赈灾。并多次受朝廷赏赐，世受皇
恩。曾有乾隆、嘉庆、咸丰、光绪皇帝所赐
金匾及九副贴金对联，悬挂江洲刘氏宗祠
内，可惜原物已佚散。

江洲刘氏宗祠以其地理位置独特、建
筑规模宏敞、墙窗泥塑精美、院内门窗木
刻细腻，特别是中堂抱厦工艺精湛而著称
于世。1995年由洞口县人民政府公布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因年久失修，原貌
破损严重，特别是牌楼门墙、第三进寝堂
面貌全非，两侧厢房亦破烂不堪。当地政
府与有关部门如能对该祠加强保护维修
与合理利用，将是一处引人入胜的文化旅
游景点。

●昭陵史话

江洲刘祠话古今
刘伟顺

一场秋雨，将岁月的尘痕
冲洗得干干净净。坐在车上也
不知进山多远了，路蜿蜒着伸
向山岭腹地，遥见山顶巨石上，
坐落着一个陈旧的凉亭，好似
已有上百年的样子。

老戴抬手一指，说：“右边
那片山是广西马堤乡，左边是
我们湖南五团乡。”

正说着话，蓦地响起了“嚓
嚓”“叮当”上阶石的足音，眼前
走来了三位女子：高高的挽髻，
白皙的圆脸，身上耳环、手镯、
项圈，三银俱全。三位花朵一
般的广西苗族姑娘，各人背上
背个竹篓，篓里装满了杂货和
加碘的精盐，显然是刚从五团
乡赶集归来。

老戴笑着问姑娘：“同年
妹，买咯多的盐，是湖南的盐比
你们广西便宜吗？”

中间那位眉目清秀的女子
忽闪着大眼睛，立即用汉语有
板有眼地回答道：“我呢家住在
高山，买盐买油很困难；你们五
团好地方，我们愿意走湖南。”
说罢，三位姑娘一齐笑了起来。

嘿，简直遇到了一位女诗
人，出口成韵，娓娓动听。

“两位凉亭好好坐，我呢走
路匆匆行，家里无盐等腌菜，有
盐有味家业兴。”另一位牙齿雪
白的姑娘向我朗朗道来。又是
一首明白如话的辞行诗！

目送着姑娘们背起盐篓，
离开亭子，我心里真叹服她们
即 兴 起 赋 、口 头 创 作 的 天
才。我与老戴亦起身赶路。

一路上，老戴问我：“你晓
得么？刚才姑娘们说的话叫什
么？”

“是打油诗吧。”我说。
“不！”老戴纠正道，“是‘卡

子’呢。湖南五团乡、广西马堤
乡苗家的卡子很著名的。”老戴
边走边向我讲述起“苗卡”的源
流和意义来。五团乡苗卡的形
成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
前。到了明代末年，朝廷派兵
进山剿杀苗民起义，把苗族同
胞赶到了人烟稀少的老林子
里。人们缺吃少穿，生活艰难，
而且与人世隔绝，非常寂寞。
于是有人发起用“卡子”的方
式，作为与人交际见面的开头
语，抒发内心的苦情。

后来，随着苗族生活日渐
安定，村寨之间人们频繁交往，
便运用卡子考智、倜侃，而且在
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每到
一处，他们都会“设卡”“接卡”

“斗卡”，用卡子回答一连串的
问题。卡子成了联系人们心灵
的纽带，因而增进了人们的友
交往。所以，五团乡苗家世代
和睦相处，极少出现族仇械头
之事。

●六岭杂谈

苗乡卡子
刘绍雄

你隐隐约约晃动在我的心里
罗盘之上，皆因你几回回出现在
我的朋友圈里，让我心驰神往。
两次奔着你去，却因主观客观原
因，与你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
头，我们一行九人今天再次向你
走来。由于队伍中每个人都不曾
真正见过你的容颜，所以我们只
能靠到过你身边驴友的解说和探
索一步步向你走近。刚开始我们
有说有笑雀跃在竹林小路上，感
受曲径通幽的美好。接着来到小
溪边，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头慵
懒却又坚定地躺在小溪的怀里，潺
潺的溪水顺着它们绕开它们欢歌
而来，刚和我说了声“你好”又接着
说“再见”。待我反应过来，却早已
不见了它的踪影。越过小溪，我们
向丛林挺进，走着走着，路没了。
怀疑走错了路，我们的领队邓校长
开始着急，唯恐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消耗了我们的体力，想电话咨询却
信号微弱。我一点也不急，反正都
是爬山，曲折亦风景。如果错了，
我们还净赚了错走的那一路风景，
我是这么想的。

“拨乱反正”后，我们正式登
山，刚开始的轻松渐渐隐去。山
坡越来越陡，植被越来越高，空气
越来越清新，我们走过竹林，枞树
林，松针林，杉树林，却始终行进
在一条由落叶铺成的松软软的陡
峭山脊上。我一会儿走在最前
面，驻足回首看眼前望远处的风
景，一会儿插在队友们的中间，时
不时不忘来个Pose留个身影，一
会儿走在最后，为身材略有点“臃
肿”的老公加油鼓劲！我们走走
停停，停停走走。当成千上万棵
杉树直挺挺地出现在我跟前，一
地金黄呈现在我眼前，我只想就
地躺下，熨贴在这棵树与那棵树
的中间，与它们成为一体，什么也
不想，贪婪地享受着阳光透过树
林，斑驳的树影投在我身上的散
漫随意。

当脚有点酸疼，我们就用歌
声驱赶倦意。吼了几句山歌，我
们就来到了山上的寺院里。我们
急着摆弄碗筷，充饥是第一件大
事。都说最美好的味道在饥饿
里，这可是千真万确。男人们还
小饮了几口小酒，我相信他们一
定醉了，一路的美景醉了他们，几
口小酒下肚可是醉上加醉。酒足
饭饱后，继续向山顶出发！

快到山顶，一树树的紫杜鹃
一树树的映山红正在默默含苞，
它们在严寒中饱满并严阵以待，
静等春风的抚摸，准备给大地一
个漫山遍野万紫千红的春。我向
往着这天的到来，但我会和这些
花苞一样，学会等待。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终于来到了山顶，所有的疲
惫逃遁得无影无踪，惬意自然而然
占据了整个身心。大自然一勾一
勒，山脊山梁就出现在天地间，黄
的叶红的叶绿的叶枯萎的叶子参
差错落在山坡上，渲染出一幅深秋
初冬水墨画，尽在眼底。大自然再
一涂一抹，白云就轻吻了山尖。山
那边的路清晰在我眼前，绵延到天
际边！一切都在脚下，那山那树那
雾那路。最后在舜峰绝顶处拍照
留念，老公还纠结舜峰在东安与新
宁的权属问题，我却一笑置之。重
要的不是谁的拥有，而是谁的好生
相待。拥有而不珍惜，是对被拥有
者的亵渎。

想赶着天黑之前到家，不敢
久留，匆匆离去。回家的路不是
来时的路，当然是另一番风景。
山涧傍着山路，山石顺着山路，一
路流水叮咚更加幽静了山路，而
路边树叶的碧绿茶花的盛开，我
错以为走进了春。我愿意一直这
样走下去，更愿意被这方山水囚
禁。可有同伴说有点遗憾，因遇
见舜峰不是她最美时。

你再次隐隐约约晃动在我的
心里罗盘之上——待岭上哟开满
映山红！

●漫游湘西南

心系舜峰
陈南珍

1945 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湘西，企
图越过雪峰天险，夺取芷江军用机场。4
月27日至5月1日，湘西会战的关键一
役——武冈战役打响。此时，驻守在武
冈县城的国民党74军58师师长蔡仁杰，
目睹日军兵临城下，命令于某日将县城
付之一炬。

得到这个消息，时任武冈县长田植
和武冈城关镇长林睦泉来到乡绅周坤
斋家里，商量如何阻止国民党军队放火
烧城。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确定由周坤
斋执笔起草一份陈情书，书中用“武冈
有坚固城垣，可以固守；民众有抗日意
志和决心，可以御敌；我等誓与民众坚
守之，共存亡”等理由说服蔡仁杰，奉劝
他要吸取长沙文夕大火的教训。

对田、周、蔡三人的上书陈情，蔡仁
杰一开始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地命令部
队烧掉了太平门外约 100 米长、旱西门
外约20米长、水西门外10多米长等三处
棚户区。

当军中纷纷传言要抄城中富户的家，
然后放火烧城时，田植等人再次来到58师
师部驻地洞天宫（宝庆会馆）。在宫外，林

睦泉高声叫喊，要面见师长。蔡仁杰命人
打开宫门，让他们进来，同时命令“不知大
小”的林睦泉跪着进来。

三人进到蔡师长的迎客厅，田植递
上陈情书，周坤斋附上一句：“师长可要
吸取文夕大火的教训啊！”蔡仁杰听了
有些不舒服，但又不好对这位比自己年
长十来岁的乡绅发作。可是，当林睦泉
也添盐加醋地补上一句：“文夕大火中
枪毙了的那个代理旅长徐昆，就是武冈
隔壁的新宁高桥人！”蔡仁杰便怒不可
遏了。只见他站起身来，用一口常德话
喝道：“我还不晓得，要你这个小洋鬼子
来教训！”顺手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在林
睦泉的脸上。林睦泉是从法国留学归
来的，他学的是外交专业，可是，这次为
了家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一急，
就忘记用外交辞令来说服蔡师长了，以
至于讨了一记耳光。

蔡仁杰打了林睦泉后，对田植和周
坤斋语气温和地说：“你们回去组织力
量，配合部队抵御日寇。没有国防部的
命令，是不会焦土抗战的。这一点我是
懂的。”

三人告别师部，林睦泉协助田植发
动民众抗日，整顿县警察大队，组建县
抗日自卫队，并积极为驻军筹集军需物
资，提供粮食蔬菜。田植将军用物资摊
派到乡后，还下去检查督办，生怕不落实
而贻误抗战大计。负责管理武冈民间公
产的周坤斋，发动各公产会及富户捐钱捐
物支援抗战。特别是田植，湘西龙山人，
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当时还刚30
出头，长得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但是，带
兵打仗真的有几手。他28岁在保靖当县
长时，就因为铁腕剿匪，令土匪闻风丧
胆。抗日时，他率领300人在武冈渠塘庙
与日军相遇，田植指挥官兵杀敌，激战至
天黑，除击毙日军数十名外，还活捉3名，
缴获枪弹一批。

抗战结束后，田植有感于跪地求
情，使军方收回焦土抗战的成命，带领
当地民众击退日寇进犯，保卫了武冈城
池，曾赋诗一首铭志：“同心同志赋同
仇，遥望国耻岂罢休。自从奉令守此
地，已将生命共沉浮。号召忠勇敢死
士，奋力操戈逐金乌。怒发冲冠武穆
志，满腔红血任东流。”

●岁月回眸

武冈古城险遭火焚
陈扬桂

▲江洲刘氏宗祠外景

▲江洲刘氏宗祠前厅侧面与左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