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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位于洞口县黄桥古镇。作为
水陆要冲，曾经店铺林立，商贾云集。
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或顺道而过，留下
了许多吟咏，展现了一段农业文明的辉
煌画册。

现存最早的龙潭诗是一首七绝：
“寒声殊足渥桑田，叵耐中宵小洞天。
纵使岩霖无用处，老龙未肯偃鳞眠。”平
溪江与赧水在黄桥合流，拥抱成一个月
牙形的水湾，水湾左边是一带半里长的
悬崖峭壁，碧波积成深潭，这就是龙潭
了。龙藏在哪里呢？崖岸一处有一个
嘴巴样张开的岩洞，这就是龙宫“小洞
天”了。这首诗载于康熙《武冈州志》和

《古今图书集成》，署名王昌龄，但疑为
托名之作。

两宋交替年间，陈与义南去途中滞
留邵阳县金称市时，写的《龙潭夜雨》收
在《陈与义集》中，却是铁定的了：“彻夜

霖铃听雨声，寒潭顿觉碧波深。蛰龙应
想苏民望，少施神功为作霖。”施神功、
苏民望，也是觉得既是龙，就应雨泽民
生，不负初心。

自此以后，龙潭诗如潭波连绵，汩
汩而涌。明嘉靖举人刘文箕，武冈人，
徜徉山水，有《龙潭》云：“碧水西连驿路
斜，石崖深处见僧家。红尘莫惜春风
晚，山鸟犹啼未落花。”跳出龙潭，着眼
于驿道风光，山深春晚，鸟声迢递，花明
水碧，令人留连。

同在嘉靖时期，分守湖南道的吴县
（今江苏苏州）人陈鎏过邵阳，有《龙潭
二首》：

“访胜松根石罅中，洞门深锁只
闻钟。老僧出定凭虚阁，看尽浮云几
万重。”

“山寺高悬百尺渊，老龙曾共老僧
眠。年来到处云霓望，肯为苍生吁九夭。”

原来刘文箕所说的“石崖深处”，指
的是“松根石罅”，而“僧家”即“百尺渊”
上的“山寺”。第一首写世外风情，看尽
人间浮云，冲淡幽闲。是时应逢干旱，
老龙虽世外水灵，老僧虽世外高人，肯
为苍生呼吁九天泽雨吗？云霓望，出自

《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云
霓”。呼请“洞门深锁”的神灵关心民
瘼，表现了诗人的宅心仁厚。

清初武冈诸生杨自芳，曾助潘应
斗修纂康熙《武冈州志》。他亦有《龙
潭》一首：“宿阁依潭色，昏烟幔碧浔。
灵渊空作响，蛟窟自为霖。润点苍苔
冷，寒侵古木深。留氛凝不散，爽发尚
如阴。”描写了一场夜雨的过程，开始
是潭色昏蒙，接着就渊响龙雨，润冷苍
苔，寒笼古木。雨停时，水气不散，阴
翳蒙蒙，形象逼真，可闻可见，可触可
感，颇为生动。

●邵阳诗韵

龙潭诗韵越千年（上）

刘宝田

江山多胜迹，我辈要光临。我
约了三五好友，在邵阳县进行了
一次文化之旅活动。

一、伏溪江探古桥

经过长乐乡伏溪村时，我们
被伏溪桥展现的美所吸引：石拱
桥美轮美奂，一个半圆形单拱横
跨清澈的江面。

该桥的历史是我们关注的重
点，寻古碑，问父老，希望能发现一
点线索。经父老指点，我们在桥的
两侧找到“天长”“地久”四个字，但
修桥具体时间缺乏实证。就在大家
一筹莫展时，遇上了热心的易先
生，他说此桥是明朝复修的，桥端
刻有文字。桥端长满苔藓和藤蔓，
无法靠近细察，有人提议看看桥面
的条石护栏。据当地老人说，桥头
原有许多刻字石碑，后来有的被大
水冲走了，有的拿去铺路、修电排
站去了。一个中年汉子拿来了水和
抹布，一番擦洗之后，条石上现出
了“一五三二年修”的字样。大家分
析，刻“一五三二年修”的石匠一定
是个见过老碑的现代人，他把干支
纪年换算成了公元纪年，此年相当
于明朝嘉靖十一年。在没有发现更
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这也不失为
一个重要物证。

二、邓家祠觅古迹

之前，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了
黄亭市“邓氏宗祠”的照片，说是郑
板桥的手笔，当时我就萌发了前去
一探究竟的念头。邓家祠在黄亭市
的和平村，如今宗祠的主体部分已
变成了村部活动中心。大门石柱上
有对联：“相业宗风列云台之首；廉
名世泽原吴水所流。”“相业宗风”，
说明邓氏出过大人物。这个人物是
不是与郑板桥关系密切，郑应朋友
之邀为邓氏题了匾？我们问郑板桥
题词的匾额在何处，当地的邓姓人
说，八年前的一个夜晚，这块匾被
盗，同时被盗的还有一对石狮子，
大家深表惋惜。

这个姓邓的似乎并不内行，
他派人去请知情人。知情人到了
之后，向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宗祠
的情况。我问这宗祠修建于何时，
他说始建于道光三年，我的心凉
了半截。郑板桥逝世于乾隆三十
年，怎么可能给后修的宗祠题词。

我们提出看看族谱，那位后到的
邓氏前辈倒是爽快，说：“我那里
有，跟我来。”来到他的家里，他从
房里端出一大叠族谱供我们查
阅。不一会儿，就有了结果，族谱
上有“邓氏宗祠”照片，并附有说
明，“本祠建于清康熙末年”，这时
间倒与郑板桥的生平吻合，但究
竟是不是郑板桥到黄亭市所题，
暂时还下不了结论。读族谱才知
道，“相业宗风”讲的是黄亭市邓
氏一世祖邓禹，佐东汉光武中兴，
列云台第一元勋，官拜大司徒，进
爵太傅，封高密侯。

三、阳乌岭拜古寺

阳乌是一种鸟类，似鹳而殊
小，身黑颈长而白。唐代元稹有《大
觜乌》诗：“阳乌有二类，觜（同“嘴”）
白者名慈。求食哺慈母，因以此名
之。”此山多阳乌，故名阳乌岭。

我们驱车前往阳乌寺，在中
山殿下车步行。此地峰峦叠嶂，鸟
语花香。接近山顶，首先看到一个
新修的亭子，是为了纪念阳乌寺的
有功之臣张胤藻而修建的。进入寺
院，里面的设计显得有些局促，靠
墙放着许多碑，几乎都是上世纪九
十年代的。我们竭力寻找老碑，未
能如愿。问寺中主事的，他的回答
充满无奈。他缓缓叙述，阳乌寺始
建于唐朝，明清时期香火鼎盛，明
朝首辅张居正登临此寺，郑板桥在
此不但作画，而且作联，道光皇帝
御驾到此，张之洞也到此留下对
联。他还背起郑板桥写的对联：“阳
鹊飞来惊动四方凡鸟；乌云散去现
出八面奇峰。”

主事者继续侃侃而谈，古碑
不是被毁，就是被盗，有人曾搜集
资料，编了一本《阳乌岭志》。我动
了心，很想一饱眼福。主事人拿出
此书，我翻了翻，大感惊讶。道光五
年乙酉八月宋湘题联：“阳光破彩
云自东而来，观此处风景独好；乌
气溯飞雁从西已去，想当年道光曾
游。”晚清名人张之洞也登临此胜
迹，留下一副长联，其中写道：“书
证道光曾来，画有板桥点翠，诗表
居正和韵，对联宋湘撰词。”小小的
一方风水宝地，竟有这么丰厚的文
化底蕴，确实是一个奇迹。

（易立军，隆回人，邵阳市作
协会员，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文物博览

古迹觅踪
易立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天寒地
冻的太行山区，到荒凉偏僻的陇
西荒原；从巍峨险峭的大山深处，
到透风漏雨的棚户陋室，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来到我国最贫困、最
落后的地区，察真情、看真贫，体
现了他一心为民的家国情怀。读
了《习近平的扶贫故事》，深受启
发。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多一些
为民情怀，要始终坚持和贯彻群
众路线，切实抓好剩余贫困人口
的脱贫问题。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
须如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作为基
层干部，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铆
足干劲，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之战，向人民群众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要处理好政府帮扶
与自主脱贫的关系，激发贫困户
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实现“要我脱
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要处理
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对照上级部署，把脱贫攻坚统筹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使脱贫策
略既有现实性，又具前瞻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工
作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更不是短期的工作任务，
而是需要长期的指导和帮助的一
项工作。”因此，我们基层干部在
抓扶贫工作时，要以持之以恒的
决心和毅力，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脚踏实地、苦干实干，
一鼓作气干到底。

（黄始书，任职于绥宁县机构
编制信息中心）

●思想者营地

读《习近平的扶贫故事》有感
黄始书

《三国演义》对人物刻画独具匠心，
其中最典型的是诸葛亮的艺术形象。
小说通过“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
风”“空城计”等一系列精彩情节，浓墨
重彩地描绘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使诸葛
孔明在民间成了智慧的象征，被称为三
国“三绝”之一的“智绝”。有歇后语云：
诸葛亮的锦囊——用不完的计。

然而，倘若认真考究历史，不难发
现诸葛亮妙计百出用兵如神的艺术形
象，与事实相去甚远。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被刘备三顾
草庐请出卧龙冈后，马上就来了个“火
烧博望”的闪亮登场。在此一役，曹操
差大将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而
来；诸葛亮先派赵云诈败诱敌，再请刘
备佯装接应，复败于曹军，一直将敌诱
至“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的
博望坡，然后以伏兵和火攻击之，杀得
夏侯惇大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真
实的博望坡之战，发生在于汉献帝建安
七年（202年），乃刘皇叔亲自指挥的一
场“小胜即退”的战斗，是诸葛亮出山五
年之前的陈年旧事。罗贯中顺手牵过
来，涂抹在诸葛亮的脸上，着实为之增
色不少。

无独有偶，《三国演义》中诸如“草
船借箭””空城计”之类的巧思和妙计，
也是小说作者移花接木，为美化诸葛亮

形象所为。据《魏略》记载，草船借箭发
生在孙权与曹操的首次濡须之战：“权
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
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
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的睿
智令曹操赞叹不已，他那句“生子当如
孙仲谋”便由此而来。而“空城计”的真
正主人，却是曹操。汉献帝兴平二年
（195年），曹操的军队出城割麦，吕布突
然发兵来攻。曹操情急之下，把老百姓
弄上城头虚张声势。吕布策马杀到城
下一看，大为惊诧，城内莺歌燕舞，人头
攒动，却并无守军；再一看，城外一片树
林，深不可测。吕布素知曹操奸诈，恐
有伏兵，慌忙下令撤军。

至于“借东风”“三气周瑜”，则纯属
罗贯中的艺术虚构。赤壁大战时，27岁
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尚不足一年，只
是刘备派驻孙刘联军的联络官，尚无资
格参与和指挥作战，“东风”是借来的，
还是等来的，轮不上他来操心。正史上
的周瑜多谋善断，精于军略，为人性度
恢廓，雅量高致，连刘备都称赞说“公瑾
文武筹略，万人之英”。罗贯中却为了
凸显诸葛亮的智慧和计谋，来了个“扬
亮抑瑜”，不仅虚撰了给赵云的“三个锦
囊”，还把周瑜写成了不能容人的量小
之人，被诸葛亮玩弄于鼓掌之间，最后
活活气死了，临死前仰天长叹“既生瑜，

何生亮”。更为甚者，吴中周郎“雄姿英
发，羽扇纶巾”的帅哥形象，也被小说作
者直接嫁接到诸葛亮身上。

其实，诸葛亮的长项是治理民政和
外交，短板正是军事指挥，这点史书早
有定论。《三国志》对他有一句评价：“应
变将略，非其所长。”刘备活着的时候，
诸葛亮从未直接指挥过一次重要的战
役；刘备死后，他指挥的北伐，不仅未取
得过成功，还把蜀国弄得民穷财尽。由
是观之，诸葛锦囊，并无妙计。

既如此，诸葛亮“智绝”之名，何以
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呢？因为他虽非
战术家，却是实至名归的战略家。诸葛
亮是有大智慧的，他提出的“隆中对”是
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战略构想，奠定了三
分天下的格局。同时，作为政治家，诸
葛亮在“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
制，开诚心，布公道”等诸多方面卓有成
就，“可谓识治之良才”，当与管仲、萧何
相媲美。诸葛治蜀，虽然用的是严刑峻
法，但他公正无私，鞠躬尽瘁，蜀国的老
百姓都敬畏他，爱戴他，“邦域之内，咸
畏而爱之”。或许，对于一个有大智慧、
公正无私、深得民心的政府官员，无论
文艺作品如何美化和神化，老百姓都是
喜闻乐见的。

（彭利文，洞口县人，现供职于洞口
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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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锦囊无妙计
彭利文

百家论坛

凝 望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