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我师转业到邵阳工作的，目前只
剩下邹辉和我了。邹辉是辽宁人，1948
年参军，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
年从我师后勤部政委转业到邵阳市卫
校任副校长。我俩常在一起回忆我师
的历史。国庆节快到了，他又向我谈起
古城邵阳喜获解放的日子。

他说：“我所在的东北野战军 49 军
145 师 434 团（后改为 261 团）2 营 6 连，
1949年7月打赢湖北荆沙战役后，渡过
长江参加湖南澧县战斗。后部队立即
开往湘潭、邵阳方向参加衡宝战役。首
先，打的是黄土铺战斗，战斗一打响敌
人就向邵阳方向退去了。接着参加位
于双峰县的青树坪战斗，49军146师打
头阵，误入了敌人的伏击圈，伤亡较
大。49军命令145师434团去支援，1营
打主攻，连续攻下两个山头，敌我双方
大量伤亡。敌人见我 38 军赶到而迅速
撤往邵阳方向了。衡宝战役战局发展
很快，兄弟部队在邵阳境内打了界岭战
斗、灵官殿追击战、五龙岭歼灭战、石下
江战斗、武冈攻城战等，消灭敌人4.7万
人，解放了邵阳地区各县城。但我军牺
牲也不少，如灵官殿战斗我 135 师孤军

深入对付白崇禧部队的4个师，后来敌
我双方投入9个师激战，我军牺牲500余
人，至今在灵官殿的群山中就有几十处
烈士墓地。最后一战五龙岭歼灭战，虽
然我们消灭了敌军的‘钢铁团’，但我军
122师365团也牺牲了140多位官兵。他
们牺牲在邵阳解放的前一天，用‘黎明
年纪’的鲜血染红了邵阳大地的黎明，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1949 年 10 月 10 日，49 军 145 师进
入邵阳市，千年古城喜获解放。那天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大街扫得干干净
净，各商店都挂着新的国旗，街上贴了
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欢迎队伍举着毛
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握着小红旗，
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起秧歌，一队
一队涌向汽车站。那天早上，我们进
城的部队集结在城东大路旁。上午 10
时，军乐队奏着《义勇军进行曲》《解放
军进行曲》，先导队抬着毛主席、朱总
司令画像，从双坡岭行进到砂子坡时，
欢迎的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
霄。我们以四路纵队向城内开进，有
重机枪队、高射机枪队、轻机枪队、82
迫击炮队、60 炮队、冲锋枪队、卡宾枪

队、步枪队等。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喊 着 口 令 ，并 向 欢 迎 的 人 群 招 手 致
意。一个多小时，队伍才全部过完，欢
迎的队伍把我们送到驻地。我们 434
团没有留在市区，立即行军到市东南
的五峰铺镇驻扎。自那以后几天，南
下干部与邵阳地下党员会师，搭建邵
阳地县架子，进行支前、征粮、清匪、整
编游杂武装等工作。我们团在五峰铺
除休整以外，主要是对衡宝战役解放
过来的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经过
一周的训练补充到连队，为进军广西
做了兵源准备。10 月 20 日，我们 434
团随着 145 师，从五峰铺出发，沿着湘
桂路进军广西剿匪了。”

“要把牺牲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向
我们的青少年进行宣传，世世代代传
承红色基因，把用革命先烈鲜血染红
的邵阳大地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现
已 90 多岁的邹辉说，参加衡宝战役那
些战斗的场面，那些牺牲战友的形象，
那进入邵阳市群众欢迎的情景，他都
历历在目。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史海钩沉

古城邵阳解放的日子
伍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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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从谦，景宁（今浙江仁和
县）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
清康熙六年（1667）任武冈知
州。其时，清朝初立，民生凋蔽，
满目疮痍。吴知州致力改变州
内荒僻穷困面貌，民生初安。任
上，他又领潘应斗等纂《武冈州
志》。在《云山丹灶冷秋风》一文
中，我曾言及他的《云山》诗。但
他真正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是《初
入武冈四首》。四首内容大体相
同，现解析、赏读其前二首。

其一曰：“五里城中何有乡，
畇畇胥见草披场。欲教驯雉常行
野，难使哀鸿尚集疆。比户冬衣
无掩腑，谁家朝食有盈肠。盛朝
幸际仁恩浩，和泪重歌孔迩章。”

小小的武冈城中哪有什么
人家，全都是一片田地，草木纷
披。有人则成乡，无人或人太
少，都不成乡村。畇畇，田地平
展。《诗经·小雅·信南山》曰：“信
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
曾孙田之。”意思是，在那终南
山，确实有大禹开辟的田地；成
片的田野平展整齐，后代子孙们
曾在那里耕种。胥，全、都。想
要治理好，我常常在野外调查、
了解，要使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
群集到这城廓中很难很难呵。

驯雉，指施行善政，泽及鸟兽。
哀鸿，喻百姓流离失所。家家户
户冬无蔽体之衣，日无盈肠之
食。比户，一户挨着一户。虽然
皇恩浩荡，百姓还是流着泪歌唱

“父母在，要供养，不敢远离故
土”。孔迩章，典出《诗经·周南·
汝坟》：“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汝坟，汝河的大堤。孔，很；迩，
近。意为虽说差役如烈火，但父
母在此，要奉养呵，不能逃离。
描绘出战乱之后，民不聊生的现
实，表达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和
要施仁政以安民的执政情怀。

其二云：“浪离相向鹄如
颜，极目干戈载道间。欲为圣
朝留赤子，独将心事对青山。
垂帘不厌官如水，闭阁何妨鸟
自还。抚字每惭能下下，河阳
有地种花艰。”

清初立，世未宁，百姓生计
艰危，西南还是干戈载道。留赤
子，安定百姓，不使流离。对青
山，心事重重。官如水，清白自
守，安抚养育百姓。要“留赤
子”，抚百姓，不能像潘岳做河阳
县令时那样，有时间和精力将全
县栽满桃花呵。心思在民，应当
是上不负天恩，下不负黎民，中
不负良知矣。

●邵阳诗韵

变醨养瘠吴知州
刘宝田

中国新诗在 20 世纪三番五次地充
任了先锋号的角色，呐喊和催生了重大
历史转折的到来。随着 QQ，特别是微
信等新传播媒介的登场，中国新诗正迎
来又一波热潮，似乎我们正步入一个“微
诗”时代。但是，从目前来看，这并没有
在整体上刷新人们对新诗多年以来所积
淀下来的成见。“看不懂”“没诗味”等依
然是贴在中国新诗身上难以撕扯下来的
标签。立足“微信诗歌”，我认为中国新
诗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和处理时
代精神和现实抒写。

第一，从“微信诗歌”的艺术框架来
反观“慢”艺术、“抒情”艺术的重要。“微
信诗歌”从艺术框架来看，它更倾向于

“短”“平”“快”，与消费文化有着天然契
合。中国新诗应重视“慢”艺术、“抒情”
艺术。“慢”艺术首先源自人们对“慢生
活”的珍视，这种“慢生活”在中国有着
更深厚的传统基质和更可接受的心理
准备。“慢”艺术意味着创造者需要更加
注意写作技巧上的积淀和提炼。“信笔
所至”“脱口而出”，就立马在微信里发
出，是无助于写作者在艺术水准上进一
步提升的。好的诗歌是“改”出来，艺术
是在时间中锤炼出来的。当下，有些理

论家和诗人总是片面地图解西方诗歌
的现代性——“反抒情”。我们可以将

“反抒情”理解为一种手段，“真实”和
“有思想”才是它的目的。因此，在当下
提出重视“抒情”艺术，一方面反对那种
虚假浮夸的宣泄，一方面也不同意那种
完全私人化、自我化的倾诉，而是要着
眼于时代的真实感受，与人民的喜怒哀
乐保持着声气相通……注重“私我”而
不是“唯我”，注重“感性”而不是“感性”
泛滥。

第二，从“微信诗歌”的互动模式来
获知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传播方式上，

“微信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其互动性
极大加强了。读者是整个文学活动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往往只看重作
者的主体性作用和独断性的权威，读者
的“创造”职能在整个过程中就被忽视和
过滤了。在“微信诗歌”中，读者或点赞、
或留言，这是对作品的直接反馈。虽然
中间不乏有专业的读者，但总体而言这
是一种大众性的批评，作者不一定要从
中照单全收，但却给了作者对自己的“产
品”不断反观、自省的可能性提醒。无论
这些“批评”是从正面的肯定，还是侧面
的否定，作者对自我的反观和自省毋庸

置疑是必要的。从深层次来看，这些“批
评”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审
美和认知水平，是一个时代氛围的另种
呈现。敏锐的作者从中能读出不少相关
信息的，将大大扩大作者本人感受、认识
社会和生活的视域，延伸作者思考问题
的深度等。

诗人不是飘在云端的，其生存的
根系必须深扎在广大民众的精神血脉
之中。作者面向读者，不是要求作者
去迎合读者和刻意去追求“知音”，而
是去培养和提升读者。实际上，从中
还可以尝试恢复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

“酬唱”传统。有学者曾将中国新诗不
甚景气的原因之一归咎为“酬唱”传统
的丢失，认为中国新诗的创作太过于
个性化、单枪匹马了。而“微信诗歌”
以其互动性强的优势，一些“酬唱”性
的行为在有意无意之中有所兴起，譬
如“同题”写作，譬如诗句“集锦”，譬如
以人文兴趣和创作宗旨大体相同为引
领的各种诗群大肆涌现……中国新诗
应营构出良好的氛围，让大众从读者
身份逐渐转变成创作者，主动参与、积
极建设。

（刘军华，隆回县滩头镇中学教师）

●思想者营地

“微信诗歌”琐议
刘军华

金风送爽、大雁南飞之时，
正是大江南北橙红橘绿、五谷成
熟的收获季节；同时，霜风渐紧，
落木萧萧，一派萧杀的气氛使人
睹雁怀人，愁思缕缕。当雁飞头
顶，秋叶敲窗之际，浏览古人关
于秋雁的诗书，自然别具情味。

《楚志》记载：“衡州有回雁
峰，雁至不过，遇春而归。”衡州
即今衡阳，回雁峰乃南岳衡山
72 峰之首。在古代，大雁也因
此而被称为“衡雁”。大雁南飞，
其实远远不止于回雁峰；“雁至
此不过”，不过是古人猜测臆想
而已。连杜甫也这样认为：“万
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而宋代
的寇准却写诗反驳道：“危栏秋
尽偶来凭，霜落秋山爽气澄。谁
道衡阳无雁过，数声残日下舂
陵。”舂陵，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北
部，靠近粤桂边界。寇准亲眼见
雁下舂陵，故能大胆否定雁不过
衡阳回雁峰之说。

其实，雁是一种候鸟，南来
北往。春夏两季，雁安居西伯利
亚，秋季就成群结队地向南方迁
徙。它南飞的途径，一是从我
国东北，循着沿海地带到达印
度、南洋群岛等地；二是从内蒙
古经青海、四川、云南诸省，到
缅甸、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一
带。大雁南翔往往数十成群，
排成整齐的行列，古人称之为

“雁阵”。雁群所以要排成“一”
字或“人”字形队伍，是因为飞
行路程长，后雁可利用首雁翅
膀鼓动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飞
翔，用以保存体力。

《禽经》曰：雁“夜栖川泽中，
千百为群，有一雁不瞑，以警众
也”。在迁徙途中，雁群常选芦
苇沼泽地或河滩宿营，由经验丰

富的老雁担任警戒。一旦发现
敌情，立刻发出惊叫，雁群便有
秩序地飞向空中。

由于大雁常在霜晨和日暮
之时飞过，并发出嘹亮的鸣声，
激发了历代墨客骚人的诗情，触
动了无数天涯游子的归思。唐
诗人韦应物在《闻雁》诗中写道：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淮
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雁鸣催
归，游子顿起故园之情。明代张
位的《夜闻雁有感》写道：“嘹喨
关河远，徘徊旅思长。一天秋似
水，满地月如霜。念尔心千折，
凭传札十行。不堪游子泪，人北
雁南翔。”闻雁思乡，深情殷殷。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题新雁》诗
写得清新别致：“暮天新雁起汀
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想得故园
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诗中
的“新雁”，正是南迁的旅雁。

古代诗人吟咏孤雁的诗篇
也不在少数。孤雁就是掉队之
雁，它们大多因年老体弱，或受
伤致残而落伍。这种离群之雁
的孤鸣声更加凄厉，更能打动诗
人的恻隐之心。杜甫的《孤雁》
诗咏道：“孤雁不饮啄，飞鸣声
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
云 。 望 尽 似 犹 见 ，哀 多 如 更
闻 。 野 鸦 无 意 绪 ，鸣 噪 自 纷
纷。”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一
首叫《雁丘》的词，他在词序中
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
捕雁人用网捕获了一只雁，并
宰吃了它；而另一只脱网的雁
悲鸣不已，“竟自投地而死”。
元好问买下那只投地而死的
雁，并亲自垒丘埋葬了它，同时
作词伤悼之。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
作协会员）

●品茗谈文

品书话雁
刘绍雄

壮美河山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