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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21日，邵阳市诗词协会的前身
湖南省岳麓诗社邵阳分社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宣告成立，陈新宪任名誉社长，马少侨任社长，
鲁之洛、肖玉苍任副社长，邓锦心任秘书长。

马少侨（1920-2006），又名远兼，字政交，
号啸樵，晚年又号晚晴楼主人，隆回县人。当
代诗人和民族史学家、楚辞学专家，曾任湖南
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
青年时期师从宗子威，加入萸江诗社，为南社
湘集成员，诗作颇丰，有《马少侨诗文选集》名
世。马少侨的诗歌，以晚唐诗派的讲求艺术与
南社诗派的追求革命相结合，以文学的手法
真实地再现历史场景和时代变迁。在提倡新
诗写作、旧体诗词创作日渐衰微的背景下，马
少侨、傅治同、刘宝田、杨子怡等人的诗词赋
创作和李争光的诗词评论对邵阳诗词起到了
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

傅治同，1936年生，籍贯湘乡，现居邵阳
市。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邵阳学院魏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湖南省诗词
协会常务理事，邵阳市诗词协会原会长。曾任全
国大专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会
员，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其诗词教学和创

作对邵阳诗词贡献巨大，有《治同文存》3卷传
世。傅治同与马少侨交谊甚厚，其诗词追求时代
性、批判性，语言入古出新、活泼洒脱。

刘宝田，1940年生，邵阳县人。《百家诗词》
副主编，《湖南诗词》编委，邵阳市诗词协会顾问。
诗词联赋勒石铭铜于全国各地者已达44件，代
表作有《邵阳赋》《城步赋》《宝庆古城墙赋》《北塔
记》《爱莲广场记》《湘窖赋》和《胡曾赋》《蔡锷将
军赋》等，其赋作清新晓畅、雅俗共赏。

杨子怡，1955年生，新邵县人。惠州学院
中文系教授，中华诗教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
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
研究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

《诗经》学术研究会会员。早期师从傅治同，其
诗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曾获第三届华夏诗
词大奖赛二等奖、广东省诗词大赛三等奖。著
有诗词集《篱边虫语》《木雁斋诗赋选》等。

李争光，1938年生，邵阳县人。邵阳市诗
词协会顾问，江西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任该校学报编辑部主任。著有《歌词创作艺
术》《宋词艺术论》《历代异体诗鉴赏》《王梓坤
传》等。退休后回乡定居，撰写大量评论文章
推介邵阳当代诗词，为邵阳当代诗词走向全

国做出贡献。
1995年11月邵阳市诗词协会成立，至今

先后召开了八次会员大会，市级以上会员发展
到近1000人，全市有各级诗协会员4100多人；
各县（市）区均成立了县一级的诗词组织，还辖
有14个乡镇分会，市、县各级会刊出版200多
辑。其中新邵县获得“中华诗词之乡”的殊荣，
邵东县佘田桥镇、新邵县潭溪镇、隆回县司门
前镇被湖南省诗协授予“湖南诗词之乡”称号。
2016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成功组织举办了纪念
蔡锷将军去世100周年“松坡杯”全球诗词大赛
等重要赛事，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邵阳104
位诗人的作品入编《湖南当代诗词选（第三
辑）》，居全省第二名；依托邵阳广播电视大学
建立邵阳市诗词文化图书馆，藏书3万册；2018
年4月4日，洞口县雷海为在《中国诗词大会》
第三季总决赛中荣获冠军；10月16日，绥宁县
被湖南省诗协授予“散曲之乡”称号。

邵阳诗词源远流长，屈原、王昌龄、陈与
义等大诗人对邵阳诗词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明代以前，邵阳诗歌活动不算特别突出，唐代
胡曾在诗歌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有明一
代，诗人辈出，至清代，以“湘中五子”为代表
的湖湘诗派和魏源山水诗的出现，使邵阳诗
词在诗歌史上具有了开宗立派的重要影响。
现当代诗人刘永济等承前启后，弦歌不绝。及
改革开放后市诗词协会的成立，邵阳诗词进
校园、进农村、进工厂、进机关、进社区，影响
社会各个阶层，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正呈现出
全面复兴的新气象。

品茗谈文

邵阳诗词概述（三）
张先军

从古至今，爱书、惜书、读书都为世人所推崇，
人们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品位，推
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然而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
代，我们应该读什么书？近日，偶得一书《好好读书:
名家给年轻人的一堂读书课》，读来让我受益匪浅，
茅塞顿开。

本书是四位当代文学大家：麦家、苏童、阿来、
马家辉首度联袂，亲自写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他们
带来20本私藏书单，用他们半生阅读经验，为我们
解读被他们翻阅无数次的世界经典名著。

如今智能手机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碎片化阅读盛行，我们如何选择书单？马家辉建议，
不妨从“史”读起。例如，若你选定经济学，也可以先
读一两本经济学史，再去读经济学的分门论著。你
选定了文学类别，先读一两本文学史，对作家和作
品有个大概的宏观掌握，再去读原著。阿来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读书观，他说：“我阅读是随时随地，只
要有条件，是每天一定要进行的事情。甚至，如果哪
天有事情，阅读计划没时间完成，我宁愿将正在进
行的写作暂时放下，也要把书读好。坦白说，写作有
的时候更像是本职行为，而阅读则主要是跟自我的
灵魂有关。”

当今社会，人类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文
化将步履匆忙的人们精神拉到最紧张的状态，偶尔
的放松或许也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人心浮躁，无
法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对此，苏童也给出了自己
的看法：“好好读书，你首先要确保自己在读好的内
容，即使是碎片化阅读，你也可以选择去读一些好
的内容。碎片化阅读其实很适合短篇小说、散文、诗
歌、微信公众号文章等篇幅短小的题材和内容。关
键在于你是否读到好的内容，你是否得到净化与收
获。”而苏童眼里的“好好读书”，也是“深夜挑灯，在
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
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苏童还对年
轻人提出了阅读建议：“我觉得读书可以处理孤单。
在书中能够与很多人相处，与很多新的世界相依，
你会有更多的发现。”

何为理想的阅读？理想的阅读，并不是“就书论
书”，而是能够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四位作家并没
有满足于作品呈现的书面意义，而是通过“旁系”阅
读，对作家成长经历、作品创作背景，以及作品可能
映照的社会现实等进行了深入打捞。正是因为通过
对大量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所以作家们总能

“生成”更为特别的结晶。他们的阅读体验也告诉我
们，经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主要在于这些
作品可以抵达人性的最深处，可以站在人类文明发
展的更高点。换言之，经典名著区别于普通作品的
关键之处在于，其呈现的是一个更接近抵达事物本
真的视角。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时间对于许多人而言
似乎是个“稀缺品”。阅读需要时间，越是海量阅读，
越是需要时间。越是刷屏时代，越应回到书本阅读。
快餐文化盛行，功利阅读时代，阅读更应该成为我
们的一种习惯，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带来快乐，更能
够带来自我提升，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可以成
为我们的财富……

（据《中华读书报》）

思想者营地

快餐时代，我们该如何读书？
丁兆永

腊月是农历年中最后一个
月。古代咏腊月的作品不计其
数，从中可以探寻到丰富多彩
的民俗生活、辞旧迎新的喜庆
画面，以及迎春接福、人寿年丰
的美好祈盼。古诗文中腊月里
的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唐代韦元旦《奉和立春游苑
迎春应制》云：“灞涘长安恒近
日，殷正腊月早迎新。池鱼戏叶
仍含冻，宫女裁花已作春。向苑
云疑承翠幄，入林风若起青蘋。
年年斗柄东无限，愿挹琼觞寿北
辰。”腊月又称“春待月”，这是一
幅帝都长安腊月迎春图。欧阳修

《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咏每个
月风物，其中腊月词道：“腊月年
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谢
女雪诗真绝唱，无比况，长堤柳絮飞来往。便好开尊
夸酒量，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休怅
望，瑶林即日堪寻访。”腊月年光如激浪，腊月风情
俱在其中，堪称千古佳句。

腊月天地寒肃，朔风劲吹，让古代文人墨客情
丝涌动。

唐代李中《腊中作》曰：“冬至虽云远，浑疑朔
漠中。劲风吹大野，密雪翳高空。泉冻如顽石，人藏
类蛰虫。豪家应不觉，兽炭满炉红。”呼啸的北风，
鹅毛般的大雪，泉水冻成了石头，穷人像虫子般躲
进茅屋里进入冬眠，只有富贵人家烤着炭火，享
受着温馨滋美的生活。这算是古人腊月愤世篇。
唐代姚合《咏雪》云：“愁云残腊下阳台，混却乾坤
六出开。与月交光呈瑞色，共花争艳傍寒梅。飞随
郢客歌声远，散逐宫娥舞袖回。其那知音不相见，
剡溪乘兴为君来。”这是一幅腊月大雪图。岑参

《冬夕》道：“浩汗霜风刮天地，温泉火井无生意。
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消残翠。”大风夹杂着
霜雪肆虐在天地之间，温泉火井旁边也了无生
气，河海中的龙蛇也冻得不得伸展，连四季常青
的松柏都褪去了绿色，显得消瘦了许多。边塞的腊
月简直滴水成冰。

腊月梅花绽放，凌霜傲雪的铁骨，疏影横斜的
劲枝，吐露暗香的花蕊，令古人心向往之。

唐代张谓《早梅》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林
村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白
梅如雪似玉，不知是美还是雅。唐代李九龄《寒梅
词》道：“霜梅先拆岭头枝，万卉千花冻不知。留得和
羹滋味在，任他风雪苦相欺。”真是梅花香自苦寒
来。宋代程大昌《好事近》道：“腊月做生朝，只有南
枝梅玉。此外后生桃李，未舒英吐馥。后园别自出神
奇，现双松双竹。报道前堂琴瑟，俱长生厚福。”词中
松竹梅岁寒三友献瑞，真是好事临近了。宋代洪适

《生查子》道：“腊月到盘洲，寒重层冰结。试去探梅
花，休把南枝折。顷刻暗同云，不觉红炉热。隐隐绿
蓑翁，独钓寒江雪。”腊月踏雪寻梅，恐怕是古人必
做之事。元代王冕《白梅》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
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
春。”一朵朵鲜嫩的骨朵开得那么美，那么雅。

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又称除夜。除夜常有
“五更分二年”之说，即在这一夜里，人们不仅要辞
去旧岁，还要迎接新年。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农历新
年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象形字，象征
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一日的开始。人们把

“元”“旦”两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
天。历代古人的守岁诗都有描绘人们彻夜不眠，辞
旧迎新的过年景象。南北朝徐君倩《共内人夜坐守
岁》刻画了一家人围炉守岁迎接新年的温馨场景：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
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
光催。”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道：“季
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
殿廷灯烛上熏天。”描写了皇宫守岁的盛况。苏轼

《守岁》道：“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坐久灯烬落，
起看北斗斜。”将除夕夜孩子们欢聚守岁的形态刻
画得淋漓尽致。南宋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
人不睡，厌禳钝滞迫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
呆召人卖。”除夕夜家人团团静坐，祈求神灵除灾降
福，坐得久了，竟显出痴呆相来，只有顽皮的孩子们
不肯安分，大街小巷地奔跑呼叫。

每逢佳节倍思亲，腊月使团圆的家庭充满了热
闹欢乐的氛围，对于不能团聚的家庭来说，则充满
难耐的相思。高适因飘泊在外，除夕不能与亲友团
聚，忍不住发出“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
年”的感叹。于是，就有熬年之说。唐代来鹄《除夜》
道：“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愁到晓鸡
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除夕，对于一个被贬谪
在外的孤独身影竟是那么的沉重，一夜相思，一年
恩怨，在心中汹涌澎湃。唐代戎昱《桂州腊夜》道：

“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
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骠骑，辛苦向
天涯。”抒发了诗人离乡万里，腊夜怀乡思归之情。
宋代赵长卿《鹧鸪天》道：“宝篆龙煤烧欲残。细听铜
漏已更阑。纱窗斜月移梅影，特地笼灯仔细看。幽梦
断，旧盟寒。那时屈曲小屏山。风光得似而今不，肯
把花枝作等闲。”腊月，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思乡曲。

古诗词中的腊月，经过了几千的沉淀与发酵，
是那样的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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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白岩松去采访一位老艺术
家，他一进门，就看到90岁的老先生在
院子里摆弄他的跑车。

“老爷子，您都这岁数了还玩跑车”？
白岩松惊讶地说。

“我不是老头子，我是 90 后。”老先
生说完这些，随手拿出一幅取名《90 岁
那年》的自画像，在场的人都被这幅充满
童趣的画像给逗乐了。这位以“90后”自
居的艺术家就是黄永玉先生，在他的生
命里，“玩”才是正经事。

1942年，18岁的黄永玉喜欢上了大家
闺秀张梅溪。从小在艺术熏陶中成长的张
梅溪，身边追求者众多。其中一位航空站工
作的年轻人是黄永玉最大的情敌，他知道
张梅溪喜欢骑马，就牵来一匹好马让她骑。
可长相一般的穷小子黄永玉，根本租不起
马。他第一次约见张梅溪时不知道说什么，
磨蹭半天从口袋里摸出100斤粮票送给对
方，可张梅溪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

黄永玉见这招不管用，想起当年父
亲曾用小号吸引了母亲的目光。于是，他
就做了个小号，每天守在张梅溪家门口，
见她出门，黄永玉就开始吹小号。每次小
号声都引起邻居们围观，但黄永玉不在
乎这些，坚持吹了1个多月，终于把张梅
溪的心给吹软了。从此，两人冲突重重阻
碍，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革”中，黄永玉被关进牛棚，精神、
肉体饱受苦难，张梅溪心疼地哭了。黄永
玉却还有兴致给她写情诗：我们是洪荒时
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
有十万年。张梅溪看后，破涕而笑。

在苦难中乐观生存的黄永玉老先
生，既是一块美石，更是一块“顽”石。

曾经，有人告诉他，有人在沱江上游
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源。性格刚烈

的黄永玉一听坐不住了，沟通无果后，就
带着一帮乡亲把工厂的办公室给砸了。

朋友黄霑和林燕妮闹分手，公司破产
后又无家可归。黄永玉去安慰黄霑：“失恋
算个屁，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听
后暴跳如雷，怒骂道：“放你的狗屁，我上
吊的心都有，还能有诗意。”事后，黄霑说：

“公司破产后，大家都是不待见我，只有黄
永玉一直安慰我。”从此，两位“野”性十足
的大师相互欣赏，成了一生的挚友。

如今，黄霑和林燕妮已双双作古，只
有“90后”的黄永玉还是个“少年狂”。

得知好友汪曾祺过世的消息后，黄永
玉淡定地说：“好啊，好啊，汪老头也死了
呀。”这样说并不是不尊重死者，而是他活到
这把年纪，早已看淡世事，把一切看得透彻。

黄永玉并不避讳谈论生死，他说：“我
死后立即火化，骨灰倒进抽水马桶里，告别
仪式就在厕所里，一拉水箱，冲水，走人。”
有人问他为何这么说，他说：“生前我玩得
很开心，死后也让大家玩我一回好了。”

一个“玩”字贯穿了他的一生，不管
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黄永玉老先生都以
一颗纯真朴实的心对待世间的一切。

15 岁浪迹天涯，50 岁考驾照，80 岁
上《时尚先生》杂志的封面，90岁自称90
后，93岁飙法拉利。

现在，94岁的黄永玉老先生比年轻时
还要忙，每天忙着“玩”。他叼着烟斗看碟
片，高兴时满地打滚，经常半夜写书、作画，
还时不时戴个面具，买把玩具枪吓唬别人。

在接受《朗读者》主持人董卿采访
时，黄永玉老先生表示：“人活着就要有
趣一点，这个世界太有趣，我还没有活
够。”大师的这种“有趣”是生活处世的豁
达、随性。生活中，真正有趣的人，才能把
凡尘俗世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学林漫录

“老顽童”黄永玉
计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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