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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周伟的散文是在二
十多年前，我在《邵阳日报》的

“双清”副刊看到他的散文《一
个字的故乡》，那是一篇非常干
净、纯粹、优美的散文。他用三
个简短的故事来描述故乡，他
说“故乡里最长最长的一个字
是等，最深最深的一个字也是
等”“故乡里最美最美的一个字
是怀，最暖最暖的一个字也是
怀”“故乡里最怕最怕的一个字
是单，最真最真的一个字也是
单”。仅仅用简单的三个字：等、
怀、单，就真真切切地把世人心
目中最熟稔最挚爱最留念的故
乡刻画在读者的脑海里。从此，
我便记住了这位年轻的本土作
家，喜欢上了他的乡土散文。

《邵阳文库·周伟卷》分九
辑，共收录了 70 篇作品，计 30
万字，涵盖他2016年以前的大
部分优秀散文作品。因以前我
已看过他很多作品，这本厚达
400页的书我竟然只用两天时
间就看完了。看早先读过的文
章，如《一个字的故乡》《乡村女
人的风景》《相骂》《我们生活清
汤寡水》等就像与老友重逢，即
使走马观花地浏览也能了解其
中大致内容。对没有看过的文
章，如《大地静美》《耕堂荷韵自
然心》《永恒的背影》等篇章，则
必定慢嚼细咽，细细品出其中
妙处来。周伟的散文朴实而干
净，特别在传承和解读乡村民
俗风情的文章中，“有深情，不
矫饰；有力道，不粗鄙；有质地，
不拖泥带水”。

我尤其欣赏周伟散文中的
奶奶形象，虽说散文不如小说
那么讲究人物形象的刻画，但
他散文中那个无处不在的奶奶
形象格外吸引人。她有着“观音
菩萨”般的好心肠，博爱、向善、
知足常乐，懂得感恩，也善于教
人感恩，像一盏明灯照亮着幼
时的作家，也温暖着邻近乡里
乡亲。奶奶并非作家的亲生奶
奶，她是祖父的续弦，父亲的后
妈。这个奶奶没有生育，没有亲
生的孩子，但她视所有孩子为
自己的孩子。以致作家如今回

忆起来仍然是温暖满满：“一路
走着，我始终都有一个信念：
走，走，走，走过去就是家了！家
里有奶奶，家里有红彤彤的煤
油灯，家里有烤得喷香的红薯，
间或还有两个荷包蛋，浮在油
汪汪热腾腾的汤碗里。”虽然

“奶奶从无生养，却生养得更
多，亲人更多，这无疑源于奶奶
无私的爱心和执着的责任心”。
奶奶乐善好施，“总是教导我
们，想想别人，再想想自己”。奶
奶看到一个看到摸相盲人可
怜，有心帮助他，就让他摸摸
我，即使盲人摸了“半天不说
话”，只用一句“好相好相”来敷
衍时，奶奶居然还给了他两元
钱，要知道当时“读一期的书才
用九角钱”！奶奶待人真心实意
和重情重义，“善塘院子不管哪
个，只要一声喊，奶奶就赶紧踮
起小脚，满院子里跑，把个脔心
把把都捧出来了，把家里珍藏
的宝贝疙瘩也毫不吝啬地献出
来”。奶奶的善行感动乡里乡
亲，以致“方圆几十里，谁都知
道奶奶。只要一提起她，总有人
接茬：喔，善塘铺里的奶奶……
不管大人、小孩子，大家都喊她
奶奶，盛赞她的种种美德，传说
她的许多善事”。乡里的生活平
淡如水，在作者不紧不慢、悠然
散淡的描述下，一切又变得那
么实在、浪漫而富有诗意。奶奶
的形象出现在他很多的作品
里，成为他做人、处世、为文的
精神灵魂。

周伟的家乡洞口与我的家
乡武冈相邻，曾属一县所辖，其
间的民情风俗、俗言俚语、生活
习性，同根同源。因此，读起他
的散文来，就像在阅读自己的
历史，品味自己的生活，文中的
人物就像自己身边的乡里乡
亲、叔伯兄弟、亲朋好友……我
深深地体会到，“他用心在乡间
旮旮旯旯行走和思索，关注那
些沉默的灵魂”；他在用那如椽
之笔，用诗意的眼光充满感情
地描写乡间父老乡亲，叙写他
们平凡、朴实而又真实的人生。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新乡土散文的湘西南典范
——读《邵阳文库·周伟卷》

林日新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常常
为自己心中有意而笔下无词而
苦恼。譬如，当我想要描写一个
东西颜色的时候，除了红绿黄
白黑，就基本找不到别的词汇。
可是看课文看书报，却发现别
人有那么多我意想不到的词
汇。那时我想，要是通过“颜色”
这个线索从一本工具书上找到
全部关于颜色的词汇该有多
好。我跟语文老师说到了自己
的想法，并问老师是否有这样
的工具书。语文老师笑笑说这
样的书是没有的，甚至认为我
这是一种“懒汉”的想法。我那
时甚至希望，将来长大后要自
己来编写一本这样的书。

长大后，自己的人生发生
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思想
和追求也变得复杂多样了，以
至于忘记了少年时代的这个梦
想。后来，有幸收到许新民老师
编著的《写作类典》，我迫不及
待地翻阅，发现这正是我梦寐
以求的“据意找词”的工具书。

全书纵向按部、类、项、目
进行分类组织，横向按人文、社
会、文化、事物、景物、古代名句
6个部进行划分。全书6个部下
分 48 个类，48 个类下面又分

956 个大小项目，共收入词语
10000余条。同时，许老师在书
的最后一部分搞了一个“附
录”，这个附录部分实际也可以
看作全书的第7部分。

为这部类典的编撰，许老
师花费10年时间积累了6万张
卡片，总重量达 50 公斤，然后
再用11年的时间进行整理、组
织、补充和完善，实在令人敬
佩。《写作类典》的出版，无疑是
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中国写作
工具书编撰历史上的一件盛
事。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从
写作需要出发为写作者编写的
一本工具词典。

当然，《写作类典》的编纂
是一项浩繁的工程，许老师凭
一己之力和一己之智，自然会
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譬如全
书分类的科学性、严谨性，内容
选取的合理性都还是具有很大
改进空间的。其中有一些内容，
个人认为是可以删去的。但是，
瑕不掩瑜。最重要的是，这本凝
结了许老师21年心血的著作，
为未来不断完善的《写作类典》
类工具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潘璋荣，邵阳市作协会员）

《写作类典》小议
潘璋荣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
湘皋，晚号南村老人，宝庆新化人，编纂
有《资江耆旧集》及《沅湘耆旧集》，参与

《武冈州志》《宝庆府志》的修纂，梁启超
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而湖南后学
则尊他为“楚南文献第一人”。曾国藩和
左宗棠均对他尊崇有加，曾国藩自称是
他的“私淑弟子”，左宗棠称其为“四海
声名今北斗”，邓显鹤的墓表即为曾国
藩撰、左宗棠书。邓显鹤曾讲学于邵阳
濂溪书院，著名的“湘中三杰”魏源、邹
汉勋、何绍基都曾为他所赏识和器重。

邓显鹤非常仰慕武冈紫阳“宋三
周”——周仪、周湛、周钦，由祖及孙，三代
俱进士。清嘉庆年间，邓显鹤在修纂《武冈
州志》期间，曾对境内文物遗迹进行过一
次实地考察，发现在州三心团有大量南宋
石刻遗迹，其中就有当时湖南提刑张声远
书写、周昉刻字的“桂庄”刻石。他奉若至
宝，随即拓印下来，摹刻于其新化老家“南
村草堂”庄园的叶公山石壁，以示对紫阳
周氏的尊崇，并以勖勉子孙。

“桂庄”刻石两字，同治《武冈州志》
之“金石卷”记载甚详：“在州溪南里石
洞村山心寺……行书，大径一尺强。后
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
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楷书，凡
一行。”

清武冈州三心团，据同治《武冈州
志》卷十四之“疆域志”记载，在“城东九
十里，广二十四里，袤三十六里”。三心
团原一直属武冈管辖，清嘉庆年间属武
冈州长溪乡溪南里。民国二年（1913）9

月废州改为武冈县，后三心团与丰田乡
大部合称广益乡，属武冈东乡。1956年，
三心团划归新宁县，今属新宁县马头桥
镇。

周昉，字晦叔，为周仪、周湛之后。
据道光《宝庆府志》记载，周昉南宋嘉定
间登上舍第，曾官兵部侍郎，在其紫阳
先世所居之地武冈州三心团为桂庄书
院，自称桂庄主人。书院建成后，前来道
贺的本地官员文士有湖南提刑张声远、
武冈知军史弥宁和武冈通判郑域、张国
器等，后三人并在桂庄石壁留有诗刻，
详见同治《武冈州志》“金石卷”之记载。
周昉晚年改桂庄书院为三心寺（今为马
头桥镇坪山小学），现文物遗迹尚存“翠
岩”“松坡”“云梯”等石刻多处。三心团
三心之名即源自于三心寺。三心团，又
作山心团。

后世介绍邓显鹤故居“南村草堂”
之“桂庄”石刻题记的文章很多，其所本
当源自同治《新化县志》卷三十五之“桂
庄二字石刻”条。但是由于这些文章的
作者对于武冈的疆域地理和历史人文
尤其是“宋三周”的事迹不太熟悉，导致
他们在引用《新化县志》中邓显鹤的石
刻题记时，抄录和断句多处有误，因而
就无从知晓邓显鹤故居南村草堂“桂

庄”石刻的真正出处了。如他们都把三
心团之“团”误作“圃”（有人甚至以为所
谓的“三心圃”在武冈同保山），又误“嘉
定甲戌”为“嘉定丙戌”（此处当为县志
或邓显鹤本人误记，宋理宗“嘉定”年号
无丙戌年）等，不一而足。

《新化县志》之“桂庄二字石刻”条
中，邓显鹤的题记称“桂庄”这两个字，
原来是在武冈山心团，为周昉于嘉定甲
戌（1214）年刻石。周昉是宋谏议周仪的
后人，能继承先志，在当时是个很有名
的人物，只可惜之前的方志都失载了，
没有人知道。我修纂府志的时候，拓得
这两个字和诗，一起采入县志并摹刻于
这山的崖壁上。那时候，我刚在宅子的
左边修建了书舍，便命名为“桂庄”，希
望这山庄会因此而声名远播，更希望居
住在此的子孙后代，莫忘我将此书室命
名为“桂庄”的良苦用心。

邓显鹤之有功于周昉桂庄书院，堪
比陈与义之有功于周仪读书石室。今

“桂庄”石刻半已佚失，因前之方志失
载，若非邓显鹤拓印复摩崖，若非他实
地挖掘发现三心寺众多石刻文物，周昉
及桂庄书院或将被湮没于“风枝雨藓
间”，无闻于世。

（阿旧，新宁县人）

邓显鹤与“桂庄”
阿 旧

望云山地跨隆回县多个乡镇，与新化、新邵二县交
界，主峰海拔1493米，孤峰突起，晴天云气缭绕，雨日或
有碧霞绛云，神秘莫测。顶峰有天门寺、石佛寺，石壁铁
瓦，壮观雄奇，并有四十八庵，为佛教名山。清道光《宝庆
府志》载：“康熙《梁志》云：秦卢生隐于此，以西望武冈侯
生所隐之云山，山因以名。”故历代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明末，副贡车鼎黄有《望云山二首》。其一云：“仙灵
仰止六十年，今来挟杖到山前。秦时鸡犬非儿种，晋代衣
冠自昔传。福到人间皆海岛……未曾过庙神先肃，何用
惊人语向天。”未写瞭望武冈云山之情状，而是结合自身
写登山的情思。历朝历代世乱时危期间，人们都寻求海
外福地避祸。所以，自己未曾进庙礼拜，神情已先端肃。
向往仙境桃源，这是人所共有的平常心态，哪有什么惊
世之语仰天长啸！

其二，进一步写登山归隐之愿：“五岳从来说向平，
名山咫尺未经行。从知刹刹金为地，此日霏霏玉作京。道
大自然超劫火，山高时听步虚声。登临遂得瞻依愿，不必
飞腾骨已轻。”向平，东汉高士，隐居不仕，子女婚嫁毕，
遂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诗人自比向平，望云山近在咫
尺，子女事未了结，一直未能瞻游，直至花甲之年才能成
行。其实，身逢末世，诗人一直耕读不仕，只是没有索居
独隐而已。从来就知道这是一块黄金福地，今日才抛却
俗务来到这琼玉的高阁，感到神爽骨轻。京，高大的建
筑，亦指高丘，此指佛寺禅宇。

隆回邹汉勋《望云山经堂》云：“同人漂泊似零星，旧
院春残独排扃。犹记少年行乐处，绿杨含絮映雕棂。”邹
汉勋居地当时属新化县，处于望云山地域。这是回忆少
年时代生活、学习的情况。

同在望云山区的张文解有《秋日登望云山》：“山北
移文不到侬，登临此日许孤筇。欲看宫翠无穷处，已踏崚
嶒第一峰。岳色分明开眼界，峒云浩渺荡心胸。仙都不改
秦时旧，久向卢侯叩隐踪。”南朝齐孔稚珪写过《北山移
文》，揭露、讽刺假隐士。张文解引用此典开篇，表示自己
真正向往隐居。所以，拄着竹拐到秦时卢、侯隐居的仙都
来寻找他们的踪迹。

望云山上望云山（外一篇）
刘宝田

◆邵阳诗韵

不管诗人是否自知，他
们的诗总涂抹着时代的色
彩。明末时期，就有一些这样
的诗。

戴守度，邵阳人，其《万
岁岩》云：“著得芒鞋上翠微，
相看景物已全非。百年祀事
碑犹在，三径探花蝶亦稀。处
处白云堆古岫，萧萧红叶带
斜晖。徘徊岩下寻陈迹，扫石
题诗信笔挥。”穿着草鞋，登
上万岁岩，面貌已经全非了。
当年祭祀盛典之碑还在，小
路上寻找花草，发现蝴蝶都
很稀少了。“三径就荒，松菊
犹存”，陶渊明指的是园中的
小路已经荒芜，但松菊还在。
蝶稀者，说明花草枯萎凋零
了。山岫里，白云苍狗，变幻
无常；红叶映着夕晖，萧瑟惨
淡。心中不能平静，来来回
回，寻找过去的踪迹，找也找
不到。扫开石上的尘苔，信笔
题诗，留下自己的感慨。无盛
世之韵，有衰败之音，盖时代
和身世的投影。

同时，戴守度的同乡周
道新《游龙华庵》云：“只恨有
身留发在，敢云无酒令眉攒。
法台鸟集僧厨午，净水龙归

佛座寒。”留发在者，未能剃
度为僧。没有酒，也不皱眉
头。世事如此，何能载酒而
游。祭祀神灵的平台上，鸟鹊
聚集，争啄祭品。正当山僧午
饭时辰，佛座前只有清水相
供，一片荒寂、冷落。

明末岁贡刘应祁，邵阳
人，其《龙山瀑布》云：“木落
猿啼夕照残，冰帘早逼客衣
单。挑灯莫话山中事，待月迟
迟又怯寒。”山中事，指世外
悟道修行之事，或渔樵隐逸
之事。为什么要“莫话山中
事”？可能山中事无心谈，俗
世乱况也不好谈，只觉得月
亮迟迟而上，气候萧瑟，透身
凉意。

在这种局势之中，人总
会产生一种万念俱灰、了无
生趣的感觉来。浙江朱昌时，
明末避乱寓居新宁，其《登大
云山》云：“直俯视诸岳，那还
辨众流。云多晴亦雨，风劲夏
如秋。举足天荒破，回身地势
收。为怜尘俗下，万里寄蜉
蝣。”人生如蜉蝣之渺小，漂
泊于天地之间，尚欲何求？国
破家亡，避祸远山，希望都已
破灭，随遇而安吧。

乱世山水景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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