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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徽州，绥宁古称。始自唐贞观十

一年（637），至北宋元丰四年（1081）改
莳竹县。北宋崇宁二年（1103）改绥宁
县，取“绥之以宁”之意。其间，县治均
设徽州，亦称徽城，即今之寨市镇。明
嘉靖高应冕定“绥宁八景”，以及后人
增补至十二景，皆位于寨市镇郊，而非
今之绥宁县城长铺镇。吟咏寨市的古
诗，除前面赏析的许多以十二景点为
题的单个景点之外，更有多到至今无
法完全统计以“徽城”名题的其他篇
什。2010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了寨市“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称号。

清咸丰六年（1856），武冈人李澍任
绥宁训导，同治二年（1863）再任绥宁训
导。其间有组诗《徽城晚眺四首》。其一
云：“日落海云燃，丹砂驻远天。人家红
树里，楼阁紫山巅。波卧虹桥影，钟摇虎
寺烟。牧童牛背稳，横笛过前川。”一幅
浩阔的落霞云烟图。红树紫阁，明烂艳
丽。桥影虹卧，寺烟摇曳着钟鸣。牛背
牧童，悠悠然吹着归笛，自由自在越河回
村，宁静而幽远。

其二云：“前川多故垒，劫火运重
更。杨柳黯三径，芙蓉淡一城。老渔
归荻港，晚炊上松棚。数点鸦飞处，新
营与旧营。”由远而近，见当年兵戈营
垒，描绘小城劫后重生面貌，呼应前一
首的宁静和平境界，提醒人们铭记战
乱，珍惜今日安定从容的生活。

其三云：“营接山之麓，疏烟界晚
青。荒凉屯雾脚，瞀瞰下霜翎。木叶搏
风啸，秋声隔树听。人归苍霭里，手把
碧云苓。”点明时序已秋。暮色四合，视
觉模糊。瞀，眼睛昏花，此指夜色已起，
看不清晰。人在暮色里归来，手里可以
握住一朵朵暮云。苓，本为茯苓，此处
应为比拟浓得成团成朵的夜色、暮雾。

其四云：“笑我烟霞癖，将山作画
临。秃毫驹影掷，华发鬓霜侵。苦蓼
抱秋味，焦桐熟赏音。姮娥慰岑寂，弄
影助清吟。”衙斋清闲，夜来无事，临山
做画。驹影，日影。一支秃毫，吟诗作
画，日月虚抛，已满头华发。且抚琴弹
曲，倩姮娥（即嫦娥）起舞，慰我岑寂，
助我清吟。焦桐，琴。人生如秋蓼苦
辣，且作画、抚琴、吟诗，聊以自娱耳。
抒发了一种人生的无奈与旷达。无奈
寓于旷达，旷达包涵无奈。人们，常常
处于这种无奈而旷达之中。

二
清同治四年（1865），邵阳士子龚

琴任浏阳训导归来，被绥宁知县方传
质聘为幕友，佐理全县文书、刑名、钱
谷。龚琴读李澍《徽城晚眺四首》，即
步韵而和。

“一城如斗大，薄暮极秋天。雁齿
横江涧，鸦声噪树巅。樵归枫岭路，人
语空棚烟。满目皆图画，依稀入辋
川。”这是一幅徽城秋日黄昏和平宁静
的画图。小小城中，小桥横涧，归鸦喧
树，樵子下山，空棚人语，简直是王维

当年辋川一样的情景。雁齿，排列整
齐之物。此指跨涧之桥上的阶梯排列
整齐。人在画中，心处幽淡，安定平
和。此其一。

其二云：“落日淡空际，浮云几变
更。四山多古木，一水抱孤城。屋剉
瓜为架，墙低树作棚。红羊一劫后，惨
淡费经营。”亦是一幅小城风俗画。在
古木环抱的孤城，傍晚时分云霞变
幻。废败的屋墙成了瓜架，静静躺卧
树荫之下。灾难以后，要费尽心机，惨
淡经营呵。剉，折伤，毁坏。红羊劫，
指国难。古人认为丙午、丁未是国家
发生灾难的年份。丙、丁皆属火，色
赤，而未属羊，故称红羊劫。红羊劫应
指当时的混乱局面下，这里遭到劫难。

其三曰：“远树连云碧，炊烟隔浦
青。牧羊下山脚，翔燕戢归翎。客况凉
如许，秋声最怕听。美人真迟暮，感慨赋
隰苓。”暮色似乎更浓了。牛羊已下山
脚，归燕已经敛翎。戢，收敛。隰苓，出
自《诗经·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客逢
凉秋，怀才不遇，有美人迟暮之悲伤。

其四云：“莲斋空寂寞，日暮且登
临。诗思逢秋瘦，年华带病侵。重来寻
旧梦，谁与话知音？流水高山意，悠然
独自吟。”莲斋，本指高官幕府，此指自
己的幕友。年已秋，日已暮，人已老，病
已侵，斋亦寂，心不宁。致仕归来，又被
人聘，孤寂难耐，薄暮登临。独自沉吟，
一腔无奈，似暮色难收。由心外境归结
到心中情，烟雾弥漫，愁绪难奈。

●邵阳诗韵

徽城唱和播诗风（一）

刘宝田

袁枚《续子不语》记载了这样一
个故事——

一位姓杨的先生住在寺里，白
天总是听到阶下有喃喃之人语，叫
其他人来听，也都听到了，“疑有鬼
诉冤”，让寺里的和尚来挖。在五尺
深的地方挖出一朽棺，中藏枯骨一
具，此外并无他物，乃仍旧掩埋。不
一会儿，又听到地下人语喃喃。便
请来一位德行甚高能通鬼语的禅师
来听。这位禅师“伛偻于地，良久，
谇曰：‘不必睬他。此鬼前世作大
官，好人奉承。死后无人奉承，故时
时在棺材中，自称自赞耳。’众人大
笑而散，土中声亦渐渐微矣”。

很少有人喜欢听坏话，就是历
史上最能听坏话的唐太宗，也曾发
怒要杀“田舍汉”魏征。据说，一位
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整
天闷闷不乐，脾气也很坏，稍不如意
就骂人、摔东西，搞得全家不得安

宁。后来他夫人想了个主意，她找
到原来为首长服务的人员，要他们
每天给首长打电话，汇报工作。果
不其然，没过多久，首长又恢复了原
来的自尊与威仪，心情自然好了，整
天乐呵呵的，精神抖擞。首长似乎
又成了原来的首长。

有一次，我在一个养猪场参观，
刚进猪场大门，便从猪圈里飘来悠
扬的乐曲。我不解地问：猪圈里放
音乐干什么？猪场老板解释说，猪
听了音乐会心情愉悦，催膘助长。
猪有没有“心情”，我不清楚，但催膘
助长却是真的，听音乐的猪比没听
音乐的猪长速要增加10%以上！我
只是在想，不仅人喜欢听好话，猪也
喜欢听“好话”。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就好
比糖好吃，但吃多了糖，容易生虫
牙。好话听多了，容易飘飘然、昏昏
然、枉枉然。

●思想者营地

枯骨自赞
刘立新

说起三国大才子杨修之死，最
深入人心的观点是，曹操忌惮他的
才华，处心积虑地杀了他。这自是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说法，所谓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是也。
但是，历史的复杂性极易掩盖事实
的真相，对于杨修之死的真正原因，
自古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罗贯中在小说里对杨修的出众
才华如泼墨般的描写，并非虚构。
事实上，杨修确是才思敏捷、聪明绝
顶之人，而且低调内敛，绝非小说所
呈现的那般聪明外露，喜欢炫耀才
华。《三国志》对杨修的评价是“谦恭
才博”。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

“捷悟”条有七则故事，杨修独占其
四。连曹操都感叹：“我才不及卿，
乃觉三十里。”行军途中，路遇谜题，
杨修顷刻间便能悟得答案，聪明如
曹丞相者，竟然要多思考三十里地。

杨修有才，似乎不存在疑义。
那么，曹操是否“忌才”呢？

曹操是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为了发展曹魏势力，一统天下，他一
贯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公
元210年至217年期间，曹操先后下
了三次“求贤令”，竭力网罗人才，当
时文人代表“建安七子”，除孔融外
皆为其所用。从曹操一生的言行
看，完全当得起“丞相肚里能撑船”
的美誉。他既有收纳降将降臣的格
局，更有烧毁大臣与袁绍来往书信
的器宇，像张绣和贾诩这种杀死他
长子曹昂、侄子曹爱民、心腹爱将典
韦的仇敌，他都能摈弃前嫌，放下仇
恨，一并收入帐下，量才任用。

由 此 可 见 ，说 曹 操 因 为“ 忌
才”而加罪杨修，或者说，杨修“身
死因才误”，与事实不符，于情理
不通。

杨修之死，见于史册有据可查
的说法，是裴松之在《三国志》的注
解中所说：“公（曹操）以修（杨修）前
后泄露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然而，泄露机密，结交诸侯，这种事
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那个年代，
武将和谋士交关诸侯者不泛其人，
丁仪、丁廙、司马懿、陈群等人都参
与了曹丕和曹植立储之争，何以独
独杨修追责被杀？这就不能不令人

疑窦丛生，煞费思量了。
在历史迷雾中探觅真相，宋代

史家吕祖谦的方法“观史如身在其
中”，或可一用。如果代入曹操当时
的情景之中，也许能够窥探出些许杨
修之死的蛛丝马迹。三国时期，摆在
曹操面前最大的时代主题是如何统
一天下，结束乱世，重建稳定的政治
秩序。众所周知，东汉王朝是由皇
帝、外戚、太监、地方军阀、世家大族
五支力量相互制衡，才形成相对稳定
的政治秩序。进入三国乱世，外戚和
太监被董卓清洗一空，皇帝被迫四
处流浪，皇家权威一落千丈；于是，
只剩下地方军阀和世家大族两支力
量。这就好比两条腿的桌子，总也
稳定不了。作为实力最强的地方军
阀，曹操的做法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外武力剿灭地方割据势力，对内
打压世家大族。而杨修出身的弘农
杨氏正是名门大族，他的高祖杨震、
曾祖杨秉、祖父杨赐、父亲杨彪历任
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当时

“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并驾齐
驱，声名显赫。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两个世家大族还是联姻，杨修正
是联姻最为关键的纽带，他既是杨
彪嫡子，又是袁术的外孙。对于这
样一个身份特殊，颇“有才策”（曹操
语）的世家子弟，不能不引起曹操的
特别警觉。曹操曾为打压杨氏家
族，一度将杨修的父亲杨彪收入监
牢，只是投鼠忌器，担心因此堵塞人
才归心之路，才没有对杨彪动手。
之后，杨修在为曹植争储斗争中的
各种表现，又让曹操心生厌恶和不
满。后来，曹丕被立为太子，为曹魏
政权平稳过渡计，作为高明的政治
家，曹操就必须帮助曹丕清除曹植
背后的势力。至此，作为曹植的死
党和高参，作为在背后鼎力扶持曹
植上位的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杨
修之死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果
然，曹操在自己临死之前，随便找了
个扰乱军心的由头杀了杨修。

其实，以杨修的聪慧智敏，他当
然清楚曹植争储一旦落败，自己必
然难逃一死。死前，杨修无比感叹
地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
（彭利文，任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

●煮酒论史

探秘杨修之死
彭利文

宋代李清照是咏梅的大家，现存35
首咏花词中，其中写梅达13次之多。如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
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
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
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
花不与群花比。”然咏梅的诗作却鲜见，
只有一首《偶成》。虽未注明所咏为梅
花，但据易安居士对梅之喜爱，我们大略
可以判断所咏为“梅花”。

诗曰：“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
赏花诗。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
往时！”李清照另有《清平乐》词一首，可
以看作是对此诗的注脚：“年年雪里，常
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
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
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这首词
写观赏梅花，感物是人非，岁月沧桑，正
与《偶成》看花之感如出一辙。十五年
前看花是与丈夫赵明诚恩爱伉俪，相从
赋诗；而今看花物是人非，心境已大为
不同。今昔对比，正见沧桑之感。

我们知道，李清照的人生以宋室
南渡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的李
清照是生活幸福美满、无忧无虑的官
宦少妇，以写诗、宴游为乐事，是那个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如梦
令》）的悠闲浪漫的闺中女子，此时多写
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而后期北宋灭
亡，她逃亡南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感
国家破灭、丈夫病亡，是“寻寻觅觅、凄
凄惨惨戚戚”（《声声慢》）人比黄花瘦的
孤凄憔悴形象，此时主要抒发伤时念旧
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
生活中的浓重哀愁。这一首咏梅之作，
更多的是国破家亡的沉痛感喟。咏梅
赋予国破家亡的兴亡之由、今昔之感，
自杜甫的《江梅》始，经苏轼、陆游、李清
照等人的吟咏，至明清之际蔚然成为咏
梅审美意蕴的又一分支。

朱淑真咏梅给我们呈现出另一道
风景。朱淑真（约1131-约1180），又作
朱淑珍、朱淑贞，号幽栖居士，南宋著名
女词人，约生活于南宋高宗、孝宗时期，
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
之一。生于仕宦之家，小时家境富足，
天生丽质，受过良好教育，通音律、能绘
画，是宋朝仅次于李清照的女词人。丈
夫是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夫妻不和
睦，最终因抑郁早逝，终年不到50岁，
墓在杭州青芝坞。又传淑真过世后，父
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其余生平

不可考，素无定论。有《断肠诗集》《断
肠词》传世，是劫后余篇。

朱淑真是历代女诗人中咏梅诗作
较多的，大致与吕碧城相当。她的咏
梅诗写得清新自然，多是自己的闺中
生活和情思，如“病起眼前俱不喜，可
人唯有一枝梅”“的皪江梅浅浅春，小
窗相对自清新”“惟有梅花无限意，对
人先放一枝春”等等。她的《探梅》一
诗写得很有生活情趣，表现了封建礼
教压抑下中国女子那种活泼率真的自
然人性。

诗曰：“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
梅已满坡。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
洒似谁么？”这首诗里，诗人写在一个
风和日暖的春日去踏春，看到满山坡
的梅花烂漫可爱，心情非常愉快，折下
一枝梅花插在云鬓里，问：有谁能像我
这么潇洒么？诗歌写得清新自然，充
满生活情趣，一个天真烂漫活泼率真
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这在中国女性
文化里是非常可贵的，是一种非常淳
朴自然的人性的流露，这大概只有李
清照前期的作品可以比拟。

（张先军，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
授、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

●品茗谈文

李清照与朱淑真的咏梅诗
——历代咏梅诗漫谈之七

张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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