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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建立于 1947 年 8 月 1 日，第一任
县长是李萼。根据档案记载，李萼在隆回担任
县长只有7个月时间。关于李萼的生平事迹，
却少有人知。

有资料说，李萼与曾积极主导隆回设县
的隆回籍省参议员欧阳钧是北大同学，是隆
回人，但又不见任何线索；有说李萼是邵阳
人，到底是邵阳什么地方的，一无所知。首任
县长到底是什么来头，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5月
8日夜晚，通过线索，偶然间得知李萼是新邵县
潭府乡周家村人，我就动了前去踏访的念头。5
月10日，当我们到达新邵周家村时，已是中午。
在潭府乡街上，我们遇上了一个精明的中年男
子。他姓石，是修撰石氏族谱的负责人。石先生
建议我们去找当地的李氏族长李忠辉先生。我
们说明来意后，族长很热心，但对所找之人，没
有任何印象。他打电话联系熟悉情况的人，然
后拿出族谱翻阅。族谱共有49卷，翻检过后没
有发现线索。饭后，我们驱车前往周家村村部。
这时传来消息，说当地有个“鳄癫子”，会不会
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李萼呢？我们又返回族长家
里按照得到的线索，重翻族谱，结果连“鳄癫
子”的影子也未见到，此时大家不免有些失望。

我们加了当地老乡的微信，拜托他们留
意此事。李氏在家族群中广发英雄帖，一下子
就传来了“鳄癫子”的信息：李鳄，字忠鼎，1922年生。明显对不上号。

11日上午，潭府乡李佳星打来电话，说找到了李萼的资料，并告
知李萼尚有后代在。我欣喜若狂，决定促成两县文史界的交流。我把
情况汇报后，得到隆回县党史办的大力支持。我告知新邵的同行，欢
迎他们来隆回交流、做客。

12日，新邵的代表来了。由隆回县党史办主持的“关于隆回县首
任县长李萼研讨会”在县网信办会议室召开。新邵方有李萼独子李寿
岳等5人出席。

李寿岳先生介绍了李萼的情况：1949年，李萼与共产党人同舟
共济；但当年中秋节夜晚，李萼、禹治等8人被反动头目蒋伏生枪毙
在邵阳北门城墙下……李先生动情的陈述，与会的同行都为之动容。
接着李寿岳先生拿出一些资料供大家翻阅、拍照，特别珍贵的是李萼
妻子的申请报告以及《邵陵李氏四修族谱》。族谱上记载着：“八翢，名
萼，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一九三七年江西庐山军校特训班毕业，
任少将参谋等职。”“华求长子八翢，名萼，号柏卿，一九零六年丙午正
月初六午时生，一九四九年己丑八月十五丑时殁，四十三岁，葬月形
山，坐北朝南。”历史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会上，隆回代表就关注的焦点问题，如李萼考黄埔军校的时间，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否担任过宁乡县县长等与对方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这一次跨县交流，澄清了隆回历史上的一桩迷案。

（易立军，隆回人，邵阳市作协会员，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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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大历五年（770），湖南观察使
崔瓘，这位文官出身的湖南地方最高官
员，被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掉。这年五月，
唐王朝随即任命朔方军将领出身的羽
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曹王李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
李明的玄孙，他曾任温州长史，行刺史
事，后改任湖南衡州刺史。他在衡州任
上，“法成令修，治出张施，声生势长”。
辛京杲对李皋的政绩、声望非常嫉妒，
诬告李皋。又有御史助辛京杲害李皋，
于是朝廷将李皋贬为潮州刺史。大历十
二年四月，吏部侍郎杨炎被贬为道州司
马。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李豫去世，太
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八月，德宗召杨
炎回京，任丞相。杨炎将李皋调任衡州
刺史。

辛京杲任湖南观察使时，居于广西
地域的“西原蛮”已经势力大盛，攻城略
地，占据湖南的不少地方。他命其牙将王
国良守卫邵州武冈，主要是防止“西原
蛮”军北上。唐朝时，武冈县治在今城步
县治。王国良家中豪富，财宝甚多。辛京

杲此人居心不良，贪婪残暴，想吞并王国
良的财产，便诬陷王国良。王国良见辛京
杲夺财索命，出于无奈，“散财聚众，据县
以叛”。朝廷调集荆南节度使、黔中观察
使、江南西道观察使、桂管经略观察使所
辖军队，共同镇压王国良。打了三年，也
没有把王国良打下去。

在辛京杲任湖南观察使的10年任
期中，王国良一直坚持跟他斗争。建中
元年（780），唐王朝将辛京杲调走。德宗
升衡州刺史、曹王李皋为潭州刺史兼湖
南观察使，命令李皋率军征讨王国良。

李皋率领5万将士向武冈进发。他
一方面派兵到叙州，以切断王国良与

“西原蛮”军的联系。叙州为唐大历五年
改巫州所设的新州，治所在当时的龙标
县（今湖南黔阳县西南黔城）。另一方
面，李皋修书，遣使送给王国良。李皋在
信中说：“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
救误死而已。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
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
雪，使我何心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
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

军城，非将军所度也。”
王国良接到曹王李皋的信，又喜又

害怕。喜的是李皋来劝降，因同为辛京
杲所害，有了共同语言，能说上话；怕的
是反叛朝廷，罪可赦吗？作何选择为好？
顿时犹豫起来。他本来就是在辛京杲以
死相逼，出于无奈才反叛的，如今曹王
率大军压境，何去何从，当立即作出决
断。何况曹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权衡
之下，恐怕还是归顺的好。

李皋在致信王国良的同时，采取了
非常行动。他抓住时机，立即假称朝廷
使者，单骑前往王国良军营，奔驰五百
里，直达王国良驻防地。王国良的部下
见来的是朝廷使者，就请使者进入营
中。李皋进得营来，对王国良的军队大
喊：“你们这里有认识曹王的人吗？我就
是曹王！来接受王国良归降，国良现在
何处？”国良军惊愕，都不敢动。王国良
见曹王亲自来到军营，赶忙出来迎拜，
叩头请罪，表示愿意归降朝廷。李皋忙
拉住国良的手，并对国良担保，只要归
顺，可以免罪。为取信于国良，李皋和国
良约为昆弟。于是王国良尽焚攻守之
备，散发仓库财物给士兵，让士兵复归
农桑。

曹王向朝廷报告王国良归降事，德
宗甚喜，下诏赦免王国良反叛罪，并赐
国良名惟新。

（萧泽曜，武冈人，曾任人民日报副
总编辑）

◆武冈史话

王国良占据武冈
萧泽曜

人生道路坎坎坷坷，不可能
一帆风顺，稍有不慎，便成落魄之
人。而世人对待落魄之人的态度
则大相径庭。

一是真诚相待，不求回报。这
种人对待落魄之人，完全出于真心
诚意的一种自觉行动，从未想过自
己要从这种行为中得到什么回报。
韩信从小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
苦，于是，他便到淮阴城下钓鱼为
生。有个老婆婆常把午饭分一半给
韩信。韩信很感激，便对老婆婆说：

“真谢谢您，将来我有办法时，一定
要好好报答您。”话还没说完，老婆
婆瞪着眼睛骂人了：“大丈夫不能
谋生，潦倒成这个模样。我看你七
尺须眉，像个王孙公子，不忍心才
给你饭吃，哪想要你报答？”说完就
走了。韩信望着老婆婆渐行渐远的
背影，心中暗暗发誓要有所作为，
日后果真成为刘邦手下一名大将。

二是功利分明，“投桃报李”。
这种人对待落魄之人有明确的功
利之心，甚至把它视为一种投资，
任何投资总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
目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
脏的东西。”吕不韦对待秦国公子
异人就是这样一种投资。由于战

国七雄互不信任，于是互派王子
做人质，异人便是秦国在赵国的
人质。吕不韦本是战国时期的一
个大商人，他在邯郸见到异人时，
就打定主意，要在异人身上谋取
利益。异人当时穷困潦倒，吕不韦
给予他巨大财富。异人感激涕零：

“如果有一天，我能坐上秦王的宝
座，我一定要重重报答你的大
恩。”后来，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
的姐姐说服了华阳夫人，异人也
从赵国回国继承了秦王之位，国
家大事就一切交由吕不韦掌理。
吕不韦如愿以偿，位居相国，封文
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

三是视而不见，冷若冰霜。这
种人对落魄之人缺少怜悯之心、
同情之心，遇到落魄之人，不闻不
问。这样的事例在现实中还是蛮
多的。比如，有人听到掉入河中的
人呼喊救命却充耳不闻，“岸上观
火”；有人遇到扒手行窃却视而不
见，无动于衷；有人看到歹徒行凶
却逃之夭夭，避之不及……这种
冷漠、逃避的态度，我们应当摒
弃，争做一个有热心、有善心的
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世相漫议

对 待 落 魄 人
刘立新

云山诗有讽世寄慨者，有求真悟道
者，有吟幽叹胜者，亦有遣情抒怀者，胜力
寺住持释无涯《云山即事》当为此中佳
咏：“寂寥清旷住云山，冷淡柴扉不用
关。雪月有光寄碧落，藤萝无意待缘攀。
转移磊磊前基石，改筑平平旧路湾。多
事自知随觑破，且消大懒遣幽闲。”

释无涯，原修庐山20年。明万历中
受明神宗朱翊钧召见，赐紫衣，静参于
云山 20 年，以戒律闻名。坐化，墓塔矗
于月华峰上。读其诗，事乃移基、修路、
拓寺、礼佛之类也。品其味，窥破俗世，
了然无事，疏淡清空，真乃高僧也。

曹一夔，官场中人，其云山之吟，芒
鞋踏云，游兴豪发，亦为同调。一夔，字子
韶，又字双华，武冈人。明万历二年
（1574）进士。授监察御史，巡视山东长庐
等处盐法。墨吏好言劝其捞一把真金白
银，他仰天大笑，深入民间，掌握实证，向
朝廷陈述八大弊政，惩治贪官污吏。明神
宗十分赞赏。后巡按川、浙，转浙江嘉湖
兵备佥事，入京为副都御史。为官耿介正
直，有宝古佬风，敢陈时弊。得罪权奸，遭
贬归乡，于同宝山（亦称同保山）筑室闲
居。乡居期间，多有吟咏乡景乡情之作。

《云山三首》其一云：“春郊扶杖惬游情，
陌柳如烘畅晓晴。石窦白飞千涧雪，山窝
红叠万花城。空余丹鼎侯卢迹，寂寞秦台
竹树声。此日登临豪兴发，芒鞋天地任云
行。”游兴盎然，襟怀爽朗，无半丝贬谪怨
情，可见胸襟磊落、豁达。

其二云：“春暮探春行入谷，一竿黄
日万山矄。茶铛试火僧回梦，竹榻谈经
鸟惯闻。石罅云深迷不度，芙蓉寒削翠
无群。坛荒竹扫空人世，独坐禅房对此
君。”如果说前诗之丹鼎、秦台无怀古之
意，只是一种风物实体，与飞白、叠红一
样，记游之惬意，而此处的梦回茶火、鸟
惯闻经，则是未求悟道而道悟，无意问
禅而禅明，慧灵悟彻，清旷情幽。

其三云：“一派晴岚指翠浓，香台天
外锁芙蓉。赤飘琪村明丹阁，白练寒泉
绕玉龙。风静坛空谁扫竹，云来花笑一
闻钟。劳生试卜从师地，共道卢侯鼎未
封。”道风禅意，有明志之情。劳生，辛劳
的人生。骆宾王《海曲书情》：“薄游倦千
里，劳生负百年。”那么，选一块地从师
隐逸吧，都说卢侯二仙炼丹之炉尚未封
闭，可以就此修道吧。此非刻意求师修
真，燕倦飞于江湖，从容余生，旷淡天年
而已矣，亦为娱情之作。

一夔同乡李万实，晚年官应县（今
属山西）训导。其人落拓不羁，沉湎山
水，《云山》诗曰：“策杖来寻第一山，天
风吹上白云间。振衣笑我凌千仞，采药
从谁问九还。未有清虚遗世虑，暂将酩
酊破愁颜。尘踪又逐斜阳近，返是余生
丰日闲。”抖掉衣上灰尘，放弃世俗繁
华，立志隐居，所谓振衣濯足。九还，道
家修炼术语。笑我振衣，从谁采药？没有

“清虚遗世”的打算，酩酊消愁，又赢得
半日清闲，亦显旷达之性、清幽之情矣。

理学名家咏武冈

薛瑄（1389-1464），河津（今山西运
城）人，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

思想、文学家，河东派创始人，世
称“薛河东”。清人认其为“明初理学之
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以为，
明代学脉有二：南方阳明之学，北方薛
瑄之学。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累官
御史、通议大夫、礼部左待郎兼翰林院
学士等。曾出监湖南银矿，过武冈，有

《武冈山行》之咏：“武冈南去万木深，
冰雪峨峨闷太阴。石磴盘空飘冻霭，板
桥横水急清音。前旌婀娜迴飞鸟，吹角
悠扬过远林。玉节壮游天地大，风霜只
保百年心。”

从诗意看，他是冬寒之天过武冈
的，因此写景写情都用冬天的风物。太
阴，非指月亮，而指浓郁、潮湿的阴凉
之气。接下来承接“闷太阴”，写石磴、
板桥的具体景物，一山一水，天寒地
冻；有色有声，洌峻幽寂。而自己就在
这种冷冻的背景中山行于武冈，旌旗
漫卷，号角悠扬，不畏险阻。玉节，玉制
的符节，代表君王赐予的信物。风霜，
眼前风物，借之喻节操高洁。南朝梁刘
孝标《辨命论》曰：“故季路学于仲尼，
厉风霜之节。”携着君王的信物，怀抱
壮志巡游，管它天寒地冻，前路迢递。
我要像风霜一样，保持一生的高洁操
守。诗以明志，一代荩臣也。

◆邵阳诗韵

云山清旷遣幽闲 （外一篇）

刘宝田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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