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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家山位于隆回县六都寨
镇、司门前镇、大水田乡的交界之
处，蜿蜒的道路直通山顶。庞家山
禅院背倚青峰面枕溪，难怪嘉庆

《邵阳县志》称之为“最胜禅林”。
宋 末 元 初 ，庞 振（1263-

1343）自吴西宦游南楚邵邑，生
四子，因战乱弃官隐居隆回五都
深山，在此拓荒辟壤，置业兴家。
庞振繁衍于斯，长眠于斯，故此
地得名庞家山。

明朝嘉靖年间，新化罗洪人
罗慈德娶西山马蹄印胡氏为妻，
生子善继、善述。罗氏父子心地
善良，对贫苦乡民广为布施，后
父子三人到庞家山伐薪烧炭，济
贫救困，不改初衷。为纪念罗氏
父子，隆庆元年（1567），以五都
廖彦仲为首，在庞家山修建禅
院，以罗慈德的大名为记，命名
为“慈德寺”。

据大水田乡《廖氏族谱》记
载，康熙年间廖世彬主修了东面的庞家山庵堂和西面
的白马山庵堂。禅院中一方年代漫漶的功德碑上，出现
了“廖世彬”的大名。庞家山禅院扩建、修缮，大多留有
功德碑，现在能看到有确切纪年的清代石碑有这些：乾
隆四年的、乾隆五十九年的、嘉庆庚申年的。庞家山禅
院的美名载入史册，道光《宝庆府志》卷六十三“疆里
记”：“庞家山寺，一名最胜寺，后有洞，岁旱祈雨立应。
唐时有罗氏父子三人修真于此飞去。”府志中的“唐时”
实际上是“明时”。

改革开放之后，各方民众捐钱捐物，庞家山禅院得以
复修扩建，2011年列入隆回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庞家山禅院旁边的瞭望台，是观景的最佳场所。天气
晴朗的日子，登高四望，望云山、白马山、大东山、九龙山、
云山、丫髻山、魏源湖、木瓜山水库的风光尽收眼底。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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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华亭（今上海
松江区）人周思兼，以按察副使巡临武冈，
亦过龙潭一游，乘兴赋诗一首：“新年频向
武攸来，路入深山石径回。一派青溪环野
寺，万竿幽竹伴香台。洞边芳草平垂露，楼
外诸峰相对开。更欲题诗吟满壁，风流难继
子云才。”武冈在晋隋时期，曾名武攸。周思
兼虽自叹无子云之才，但因龙潭的楼阁、野
寺之绮丽，幽竹、芳草之清新，青溪、群峰之
悠远，忍不住乘兴咏诗，记一方之名胜。

一年以后，嘉靖进士、昆山人周嗣昌因
告发严嵩父子，以工部屯田员外郎贬出京
华，任武冈州同知，亦作《龙潭》诗云：“曲水
西岩下，潭空龙自眠。夜深晴亦雨，春暖晓
还烟。短棹芦花外，轻鸥浅水边。自惭劳宦
辙，安得学逃禅？”景自清丽，花自萧瑟，龙
自休眠，鸥自幽闲，虽劳于宦事，又远贬江
湖，但怎能躲于禅中，逃避现实，逃脱责任？
身已劳瘁，心有正气，尚得忧庙堂、思民瘼。
耿介清节，蕴于辞中。同朝为官，同时同题，
遭际各异，其诗思自不会同于一炉。

清德宗光绪年间，武冈诸生夏国煌有
五律《龙潭》云：“不知何处雨，疑或有龙灵。
谷静生空响，江虚送晚青。钟声沉梵阁，渔
火湿沙汀。岩幔一天冷，时间云气腥。”潭寺
合写，闻其钟声空响，见其梵阁、渔火，触其
天冷，嗅其云腥，感其沙汀之湿，五味俱陈
诗中。间，间或，间断。时间推移，不知不觉
赏景已至夜深。腥字结尾，妙，龙之气味，雨

之气味，寓于云中，间有所闻。体物工细，道
人所未道，独具灵慧。

写得最有生活气息的，是道光武冈庠
生萧鸿钧的《竹枝词》：“龙潭春水碧如油，
赤足渔娃鼓枻游。昨夜钓筒才收得，银鳊串
串卖江头。”是一幅活生生的夜捕晨售银鳊
长卷。读来犹见鱼跳，犹听人喧，通俗可诵，
令人想及当时码头之繁华。

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推行分封藩王的
制度。第十八子朱楩，洪武二十四年（1391）
封岷王，驻陕西岷州卫（今甘肃岷县）。洪武
二十八年（1395）就藩云南府（今昆明市）。建
文元年（1399），西平侯沐晟奏朱楩不法，废
为庶人，迁居福建漳州。永乐元年（1403），复
爵回云南。洪熙元年（1425）移藩武冈州。藩
王不参予地方政务。王府重要政务，常由朝
廷派员处理。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起义
军攻陷武冈，第九代岷王被杀。

崇祯十七年（1644），朝廷派给事中番
山（今属广东）人卢兆龙至武冈册封新岷
王。事毕，卢兆龙一行游龙潭，多有诗作。卢
之《龙潭》云：“翠竹幽花映洞口，合流轰岸
卷岩回。灵山似为仙藏宅，怪石应留佛作
台。隔水哓烟寒带雨，澄潭秋色绿于苔。老
僧莫漫鸣钟磬，恐有神龙听法来。”

先写方位、成因；再写潭为灵宅，石作佛
台，即上为佛寺，下为龙宫；然后写周围环
境、风光。最后，以规劝老僧口吻，揣拟龙之
神异、玄妙，言似戏谑而意实旷远，余韵悠

然。细品之，又似有规劝当地事主莫乱敲钟
磬。钟磬者，法器也，说不定有神龙来听法
呢，你小心谨慎些吧。法器，亦喻法度、制度。
陈子昂《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摹其法器
无不训，从其事政无不理。”言外有意，地方
长官也好，新任岷王也罢，斟酌行事吧。

随从卢兆龙而来的佥事熊昱亦随长官
而咏《龙潭夜雨》：“惊风灵物吼长声，好雨
潭空冷夜深。歌犹一楼清不寐，民忧已喜获
甘霖。”这是一场真正的龙潭夜雨，闻声感
凉，好雨连夜，与民同喜，夜不成寐。既不争
长官之风韵，又透露爱民之忠贞，为人为
诗，中规中矩。

洛阳人温如皋随卢兆龙同来，和卢诗
韵咏《龙潭》：“度岭寻溪一径来，星轺小憇
碧江回。桥迎洞口通僧院，路转山腰到佛
台。松竹阴浓金界静，蛟龙潭暖白莲开。阳
春欲雨难为句，把酒徘徊叹绝才。”星轺，使
者所乘之车，亦指使者，诗中当指卢兆龙，
也指卢兆龙一行。金界，佛寺。绝才，过人的
才能。实打实叙述游潭过程，切地切事。尾
联，我以为切人。“绝才”当然不是指自己。
卢兆龙边酌酒边吟诗，随从拍其马屁而已。

同来的温如璋亦洛阳人。诸君皆有诗，
此公亦不好不奉陪，其《龙潭》曰：“澄江翠
竹藏孤寺，小阁层岩报午钟。此入晴空一登
眺，万山回合白云重。”登高望远，万山回
合，白云蒸腾，心悠然在远处，似不与众人
同调。

噫，昔日风华，“无可奈何花落去”；除
却梦中，不知是否还可“似曾相识燕归来”。

◆邵阳诗韵

龙 潭 诗 韵 越 千 年 （下）

刘宝田

曾子，本名曾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
人，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被后世尊奉为

“宗圣”。他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曾教
授过孟子的师父子思，是上承孔子，下启孟
学之人。他参与编制了《论语》，并著写了

《大学》《孝经》等作品。他勤学好问、孝事父
母、仁德治世、坚持诚信的行为和思想，影
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这些都是曾子文化的
精髓，应当加以学习和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谈及中国
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
国情怀，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
曾子的主要思想之一。研究和传承曾子的
思想学说，是社会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
具有广泛深远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曾子
崇尚孝道，他所著《孝经》比较集中地阐述
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
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孝文化应用到
现实中就是孝事父母、和睦家人，从而推己
及人，友爱他人、和谐万物。他“啮齿痛心”
的故事令人感动。曾子具有勤学好问的优
秀品质，为了把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弄懂，他
找老师请教、找朋友探讨。孔子曾说他“参

也鲁”，意思是说他性格纯真质朴、为人老
实可靠。他坚持诚信，崇尚言行一致。《曾子
杀猪》的故事影响深远，告诫人们“言必信，
行必果”，他认为君子“言必忠信”。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
国家的繁荣昌盛。曾子主张仁德治世，“道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他认为读书
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大度、意志坚强刚韧，
因为他们重任在肩而路途遥远。历史上数
不胜数的事实证明，为官者、当政者若心怀
仁德，推行仁政，则民安国泰、天下安定，反
之则民不聊生、乱象频生。要传承曾子文化
的仁德治世思想，同时推广他“内省慎独”
的修养观。在仁政的治理下，人民自然安居
乐业、少生事端，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
定。大家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共同加快
经济发展，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到来。

三、有利于培养人们高度的历史责任
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
讲话中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曾子著作《大学》
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八目，即“明明德、新
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确提出我们
自身应该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从而带动

民众都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通过学习研
究事物，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进而
端正思想，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境界。这一思想的传承，让我们认识到个
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给身边的人、
给社会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从而使家庭
各睦、国家稳定、天下太平。

曾子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
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
国人交，止于信。”他主张把“孝”贯串于人
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
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告诫
人要经常反思自己，做人就要做天下之君
子楷模。

曾子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
国。”意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曾子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
用。”强调行善积德，才能家族繁荣、国家
富强。

综上所述，曾子文化是一座可以长期
开采的宝藏，在现实中具有非常好的借鉴
意义。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传承曾子文化
的积极思想，使之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大众化文化，并和社会实践
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地熏陶自我、影响他
人，激励人民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唐志平，邵东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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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承曾子文化的现实意义
唐志平

有人说，人生成功靠四
人——高人指点、贵人相
助、小人找“茬”、个人奋斗。

所谓贵人，是教育你建
立正确思维、正确价值观、
正确人生理念的人，是给你
理顺思路的人，是恨铁不成
钢又处处说你优点的人，是
鼓励和帮助你的人。我国许
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就是
因为遇到难得的“贵人”而
一举成名。臧克家就是其中
之一。

臧克家祖籍山东诸城，
距离青岛很近。1930 年臧
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正
式踏入这块在他眼里是“诗
一样的城市”。臧克家在这
里遇到了在他人生和事业
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贵
人”。

一位是闻一多，这位当
年也就30来岁却已是教授
头衔的诗人，在批阅考卷时
发现了臧克家。当时，臧克
家的作文只写了三行：人生
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
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无底
的苦海。短短的三行诗作，
打动了闻一多，他给了 98
分，这是最高分数。就因为
这个最高分数，臧克家被破
格录取。闻一多不仅是臧克
家的伯乐，还是他的恩师，
也是诗友和第一读者。

臧克家在青岛遇上的
第二个“贵人”是王统照。王
统照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
奠基人之一。他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在青岛居
住，也是诸城人，而且是臧
克家夫人的族叔，这层关系
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空闲时臧克家经常与吴伯
箫结伴到观海二路49号王
统照的住所去请教。王统照
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给臧
克家的创作提出了很多建
议，让臧克家受益匪浅。

在青岛求学期间，臧克
家想出版一本诗集，但作为
青年诗人，出版社是不肯为
他安排的。在王统照等人的
帮助下，1933 年 7 月，臧克
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
版。《烙印》的出版，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茅盾、老舍首
先在同一期《文学》月刊上
发表评介文章。不久，臧克
家的第二部诗集《罪恶的黑
手》出版。这两部作品让臧
克家从此踏入名诗人的行
列。朱自清曾说过，以臧克
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
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
村为题材的诗歌。

臧克家在青岛创作的
诗歌，大量都是反映劳苦民
众的，被闻一多称作“最有
意义的诗”。臧克家一直把

“窒息、苦闷、悲愤难言”的
生活现实，当作他创作的主
题，所以尽管他在青岛这样
一座“安详”的城市里，却在
诗中呐喊出“愤怒”的声音。

（黄田，绥宁人，浙江省
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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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是怎样成名的？
黄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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