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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邵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为提升荧
屏形象、提高媒体品位，推出了一档名为《开讲邵
阳》文化类电视栏目，夏晓山先生作为特约嘉宾，
应邀开讲邵阳风景名胜。他连续三年在该台开
展邵阳文化专题讲座，将邵阳文化研究了个遍：
从古至今、从山水到名人、从风物特产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踏足邵阳的每一寸土地，用心去探索
追寻邵阳本土文化之根，去欣赏推介邵阳名文化
的无穷魅力，其时间跨度之长、讲座内容之丰、付
出精力之多罕有可匹者。案头上的这部《晓山话
邵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就是夏
晓山先生在邵阳电视台系列讲座的结晶。全书
分上中下三册，一百二十六万余字，可喜可贺。

拜读《晓山话邵阳》就是欣赏一场美妙的文
化盛宴，晓山先生用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带着
我这位远在外地工作的游子去领略、去品味、去
感悟古城邵阳的山水名胜和名文化。整个书稿
以邵阳文化为焦点，内容分为邵阳概况、历史画
卷、风物特产、名人轶事、风景名胜五大块，基本
囊括了邵阳名文化的各个方面。

邵阳的山阳刚健硕、邵阳的水婉约柔情，邵
阳因山水而得名、以山水秀丽而骄傲。在《晓山
话邵阳》中作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古城邵阳的数
十个景点：我们看到了有被誉为“山水甲桂林”的
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崀山风景名胜区；有八十
里南山的中国第一牧场；有神奇绿洲的绥宁黄桑
和洞口罗溪；有潇湘八景之一的隆回花瑶景区；有
横穿市区的湖南第二大河流绮丽资江；有“中国紫
微第一园”的双龙紫微园……可以说集萃了邵阳旅
游景点的全部精华。书中介绍的景点绝大部分是
现在知名度甚高的旅游景点，但也不泛在历史上曾
经享有盛名的景点。如宝庆十二景，书中便讲到

“六岭春色”“佘湖雪霁”“白云樵隐”“岳平云顶”“龙
桥铁犀”“莲池古香”6处。其他如“邵阳三井”“文仙
道观”等均是对古景的介绍，可以说是厚今而不薄
古。同时书中对邵阳12个县市区均有景点涉及，
系统介绍的有古城景点（武冈市）、山水洞口、古县
新姿（邵阳县）、绚丽隆回、南山飞歌（城步）、邵东商
道等等，全书提到的几十个景点，均是融山水景观
和人文景观于一体、山水与人文相得益彰，可以说
是厚山水而不薄文化。

在作者的笔下，自然景观绘声绘色、人文景
观如数家珍；自然景观鲜活灵动、人文景观趣味
盎然……这些文章，结构虽有相似之处，但又绝

不完全相同，可谓随意铺陈、纵横捭阖，字里行间
流露出一股生动的气韵。缘何如此？这源于作
者对邵阳山水景观的痴迷沉醉，处处将自己融入
进去，引领着读者的心随他一起游历、一起品味。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孕育一方文
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邵
阳是一座有着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古城和文化
名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和政治经
济情况，孕育出了独特的邵阳名文化。邵阳作为
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邵阳的
名文化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在《晓山话邵阳》中
系统介绍了：如市区的蔡锷故居、宝庆府古城墙、
北塔、东塔、水府庙、抗战纪念碑、仙人井等，新邵
的白云岩、文仙官、药王殿等，武冈的古城墙、文
庙、中山堂、浪石古建筑群等，邵东的荫家堂等，
隆回的魏源故居、袁吉六故居、谭人凤故居，洞口
的蔡锷公馆、古宗祠建筑群，邵阳县的塘田战时
讲学院等。如今，邵阳市现有魏源故居、北塔、蔡
锷故居公馆和塘田战时讲学院4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非遗”在邵阳名文化中占有重要地

位，以隆回为例，该县目前拥有4个国家级非遗项
目，多个省级非遗项目，是全国拥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最多的县之一，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强
县，文化部授予“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特别贡献奖”。
2011年11月，隆回的滩头木版年画、呜哇山歌、花
瑶挑花远赴台湾参加“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
动，受到台湾人民的热捧。邵阳名文化是凝聚邵阳
历史与现实独具特色、优秀精粹、名闻于世的人类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邵阳名文化的形成，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之
妙，又有祖先巧夺天工之功，同时还受中原文化
的熏陶和民俗文化的滋润。邵阳开发较早，从而
很早便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在《晓山话邵阳》
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晋有陶侃在武冈建学宫、植
双杏、播书香，开风气之先；唐有胡曾咏史、草檄
退兵，为以诗咏史第一人；宋有周敦颐筑池著说，
周仪、周湛、周钦祖孙三代联袂而出，三代进士，树
立书香门第榜样；清代车万育车氏一家出6个进士；
清末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可见邵阳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
十分深厚，很早就成为一座文化名城。长期保存在
民间的民俗和文化事像，也可以说是过去先民时代
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具有其独特的文艺学和人文学
科价值。比如邵阳县的布袋戏、绥宁的四八姑娘
节、隆回花瑶的服饰、瑶族的赶苗活动、滩头年画等
等。因为，邵阳交通相对闭塞，致使境内社会生活
长期处于亚稳定状态，古老的民风民俗在邵阳一
直保存的比较完好。

邵阳名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
过耀眼的光芒。然而，斗转星移，具有深厚历史底
蕴的邵阳名文化随着时光的流失，与现代生活渐行
渐远。作为邵阳市社科研究专家夏晓山先生的《晓
山话邵阳》一书，以崇高的责任、丰富的积累，多视
角、全方位地挖掘、诠释了邵阳名文化的多彩画卷，
读来亲切、自豪，给人以启迪和振奋，实为一部不可
多得的推介邵阳旅游资源的说明书、推广邵阳本土
文化的乡土教材，对于我们邵阳建设文化强市尤其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正如刘宝田先生在《序》中
所说的：“《晓山话邵阳》的出版，是晓山先生对邵阳
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
觉得晓山先生的作品，包括他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作
品，将会长久流传，直至地老天荒”。是的，《晓山
话邵阳》是晓山先生对家乡这块文化厚土的深层
解读，是情系邵阳之士充饥解渴的精神食粮。

●新书赏析

品味山水邵阳 读透邵阳文化
——简析夏晓山新著《晓山话邵阳》

欧阳恩涛

我曾多次对老伴说，假如家里起火，
我又不在家，请你首先奔入我的书房，救
书要紧。其它物件烧了，只要有钱，就可
以置办。唯有书报，特别是我读过的，要
保存的资料，要是烧了，想复原，那就不
可能了。有的书如《毛泽东选集》，反反
复复看了多次，特别是其中的《矛盾论》

《实践论》等篇，我还做了相当多的笔记，
重要的地方，我做了圈圈点点的记号。
这是我的一种难以改掉的读书习惯。

1955 年 5 月，领导来石家庄动力机
械厂宿舍检查我们学员的学习情况，绝
大多数学员都在看机械作图的资料，唯
有我与众不同，我在看记的文学笔记。
领导大为惊奇：啊，你在看这个，要当作
家吧！我并不害怕，口里不敢说，但心
想：正中下怀。几经周折，在复员回家的
火车上，我就思考：回到家里干什么？考
普高，没钱交学费，只有考师范，课外可
以多读政治的、文学的大部头作品。果
然，如愿以偿，武冈师范图书室的书，读
不完。公家的书，只能读，不能记，不能
画，“老实守约”为本，但我记下了其中的
优美词句。后来，用我妈给我做棉衣的
钱 ，买 了《红 楼 梦》《水 浒》《三 国 演
义》……我就在书的上下天地、字里行间
写下我的心得体会。这满足了我课外阅
读的需要，给我尔后的语文教学与文学
创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过去的一个“花甲”，我不知看了多
少书，记了多少笔记。有次，一中的肖和
平老师走进我的书房，一看我的两扎笔
记本就说：把它整理出来，不知要出好
多书哩！现在，82 岁的我，还是外孙打
灯笼——照旧（舅），看到美文，照例读，
照例记，照例做记号，有时感慨系之，就
写起心得体会来，甚至写起打油诗，以
表附和之情。

前年，《邵阳日报》发了我的《收藏的
甜头》。知我者，如黄桥镇老年大学的负
责人袁非池先生对我说，你的大作《收藏
的甜头》我收藏起来，要给我的子孙后代
看哩！

任何事，成了习惯改也难。最近，看
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
兴——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我就在标题后批曰：“此社论
非一般：读之启我思绪；不忘历史，以国
之名，祭奠死者；以尊崇之心，珍爱和
平；以民族之心，矢志复兴，迎来一个从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在新的
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以国之名，我
们呼吁世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世界。”

读了《邵阳日报》上汪翔先生的不少文
章，总觉得他的大作出手不凡，原因何在？
这次读了他的《恒兀兀以穷年》才明白过
来，他读的书比我多得多。佩服之后，只有
老老实实多读书，只有多读书，才会聪明起
来，写作才会出彩。写出的文章不能发表，
怪谁？只能怪自己读书太少，缺乏必要的
文采，“言而无文，不能远行”嘛！

在市报与省报上读过邓跃东同志不少
作品，可喜当年我的学生比我写的要好得
多，现在他做我的写作老师，当之无愧。这
让我想起几次学生邀我参与他们的聚会上
我讲的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
人强”是真心话。幸喜如此，社会才会长
进，才会发展，这是客观规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加入了市作
协；2013 年 6 月，我加入了省作协，之后
的12月，我出版了第四本书《人间正道是
沧桑》；后来又出了第五本书《我的追求
我的爱》，之后又忙于第六本书《生命不
息读写不止》的准备工作，可谓老习惯难
改。莫言说过，作家的职责就是写作。

“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这也是我的
追求我的爱。至于加入中国作协，因为
人老了，恐难实现，但心向往之。

●书与人

我的读书习惯
肖尊凡

歌词是歌曲的文本，是
旋律的依据，决定着歌曲品
格的高下。一般来说，有什
么样的歌词，就会有什么样
的歌曲：低俗的歌词，即使
绊蛮配上高雅的旋律，也走
不远、飞不高、留不住，因为
那叫“拉郎配”；高品质的歌
词，配上低层次的音乐，只
会让人心生遗憾，给它以

“强扭的瓜不甜”的同情。
新歌《云山云》词、曲、唱俱
佳，强强联手，相得益彰，可
谓“天仙配”，给歌坛吹进了
一缕清新的风，令人欣喜不
已。

词作家戴月归（本名戴
开潮），生在武冈，长在武
冈，几年前跳槽到邵阳广播
电视台，是资深的记者，老
牌的高教“自考生”。他歌
词创作的实践虽少，但教过
书、当过校长的经历，奠定
了他的笔墨底子；做过记
者，任过台长的经历，磨砺
过他的文字功夫；入民盟，
当过宣传部长的经历，增进
了他的各种社会见识，储备
了综合归纳各种素材的能
力，这些都为日后的歌词创
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云山云》紧扣云山的
特点，反反复复就唱一个

字：云。这是歌词成功的原
因之一：意象单纯、形象鲜
明、主题集中。在湖南境
内，云山的云是和南岳的云
齐名的。清代著名诗人刘
文徽有诗云：“山以云名云
即山，云生山头山埋云，山
静云动云无定，云多山少山
难分。”在《云山云》中，词家
分别以“清风徐来云飘荡”
和“紫气东来云飞扬”引领
全词，潇潇洒洒、优优雅雅、
缠缠绵绵，将云山云的多姿
多彩、多情多意和常长常
消、此长彼消，渲染得绘声
绘色、淋漓尽致。最末，又
自然地将“景语”化作“情
语”：“彩云追月月光彩，我
追彩云心飞翔”，“山云相恋
恋 云 山 ，我 恋 云 山 是 故
乡”。特别是“我恋云山是
故乡”，一语破的——为什
么云山的云在词家的眼里
是“多情如新郎”又“亲切如
爹娘”？是因为云山就是词
家的故乡，曾给了他太多的
记忆、太多的乡愁。故乡与
词家息息相关，甚至是同呼
吸、共命运。正如诗人艾青
所说的：“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这是一种
淳朴的、高度提纯了情感，

它不允许有半点的矫揉造
作、半点的虚假粉饰。况
且，词家是离开云山数年
后，再遥望云山、回眸云山，
定然会顿生几分相思、几分
乡愁，且更加真切和亲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我信。

作为同一个属相而小
我一轮的江晖，从事的专业
就是音乐。他是国家二级
作曲，湖南省音协音乐创作
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株
洲市文化艺术创作中心副
主任，株洲市音协副主席。
多次参加国家级研修班，又
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当选
湖南省第11届党代会代表，
是湖南乃至全国前途不可
限量的青年作曲家。他老
家是南县人，多年以前就应
我的邀请来过武冈，我们曾
一起在云山堂静看云卷云
舒，在仙人桥下观赏过喷珠
溅玉的“一瀑飞涛”，在秦人
古道上聆听过若有若无的

“云外钟声”。我们还合作
过怀念恩师夏劲风的歌曲

《春天的怀念》。今年5月，
湖南省音协在武冈举行“潇
湘好歌”2017年歌曲创作笔
会，江晖又来到武冈。因
此，谱写武冈云山的歌曲，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曲家以娴熟的艺术技

巧，让作品展现出独特的魅
力：准确生动的音乐形象，
虚实相生的内在律动，简约
质朴的乐汇表达，至善至美
的艺术境界。音乐里，我们
可以感知云的飘忽飞逸，领
略山的若隐若现，品味云与
山、山与云的相依相恋、密
不可分。特别是歌曲中佛
教和道教音乐元素的巧妙
嵌入，且出神入化、了无痕
迹，非高手难以驾驭。

歌曲演唱者王玮玮在
武冈上过几年学。当年，曾
戴着红领巾上云山拾过垃
圾，做过环保，曾获第 15 届
青年歌手大奖赛人民网赛
区金奖和最具人气奖、央视
第15届青歌赛全国九强等，
多次参加央视《天天把歌
唱》《回声嘹亮》《非常星发
布》《群英汇》《军营大舞台》

《谁是终极英雄》等节目的
录制。此次《云山云》的演
绎，感情把握上更加准确，
既有《又见映山红》的洒脱
大气，又有《感谢祖国》的端
庄深情，也不乏《阿爸》的宛
转悠扬。声音上更趋完美，
表现出较大的可塑性，我在
此为之点赞。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
学会会员，湖南省音协音乐
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湖南省
音乐评论委员会副会长）
附：

云山云
戴月归

清风徐来云飘荡，
福地神灵山吉祥。
云卷云舒云疯狂，
山隐山现山亮堂。
云铺路来路坦途，
云绕山来山欢畅。
彩云追月月光彩，
我追彩云心飞翔。

紫气东来云飞扬，
道观仙境香火旺。
云来云去任自然，
山下山上都风光。
云呼风来风送雨，
云驾雾来雾迷茫。
山云相恋恋云山，
我恋云山是故乡。

云山的云啊，
你萦绕我脸庞，
轻轻地拥吻我，
多情如新郎！
云山的云啊，
你涌进我心房，
深深地爱着你，
亲切如爹娘。

●读者感悟

诗句就云山动色
——喜听新歌《云山云》

周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