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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杨家将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
英勇事迹尽人皆知，而城步“南方杨家
将”，却鲜为人知。据杨氏谱谍记载，山
西杨家将令公杨业的曾祖父杨再韬，系
城步杨氏始祖杨再思之弟。杨再思的
父亲杨居本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被
加封为金吾将军，奉命戍守叙州，即今邵
阳西部及怀化一带。杨再韬后来移居
四川，其次子正旵镇守山西，生杨信（杨
业父亲）。据宋濂《杨氏家传》记载：杨业
的后代杨文广奉命到广西“征蛮”时，顺
便与湘黔边境的杨姓蛮酋“通谱修好”。

杨再思则随父留在叙州，历任湘西
南五溪十峒首领、叙州知州、诚州刺史、
江淮湖广都钤辖使、龙虎大将军、左仆
射尚书等职。当时，藩镇割据，烽烟四
起，杨再思统领的地区，经济繁荣，社会
稳定，逐渐形成以与城步、绥宁毗连的
靖州飞山为中心，辐射湘桂黔鄂渝，涉
及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和雪峰山、武陵
山、南岭三大山系的“飞山蛮”。不管力
量如何强大，杨再思始终上尊朝廷、下
顺民意，因而既深受当地各族群众拥
戴，被尊为“飞山令公”“飞山王”，又为
唐王朝所倚重，曾两次封王、两次封公、
五次封侯，成为南方杨家将的奠基人。
北宋元丰六年（1083），朝廷赐建杨再思
庙于靖州城西北飞山主峰，习称“飞山
庙”。南宋诗人陆游游飞山庙时题联赞

云：“澄清烽火烟，赤胆忠心昭日月；开
辟王化路，宣仁布义壮山河。”

杨再思临终前，将十峒传给十个儿子
各掌管一峒。其次子杨正滔、三子杨正修
的后裔在城步一带繁衍壮大，杨姓人口占
城步的一半，故有“城步杨半边”之称。

城步杨氏自唐至明，将星璀璨，并在
宋、元、明三朝，各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
团。其中第一个军事集团的统帅杨再兴，
据地方史料记载，他1104年出生于绥宁县
石井图（今属城步），父亲杨发祥去世后，随
母迁居临刚县盆溪（今属新宁崀山镇）外婆
家。绍兴元年（1131），曹成拥兵十万，劫掠
岭南。朝廷派岳飞讨伐曹成。杨再兴当时
为曹成部将，领兵三万抵抗岳飞。杨再兴
后来兵败被俘时，求见岳飞。岳飞不计个
人恩怨，慨然为之松绑，劝其“忠义报国”。
杨再兴很受感动，从此追随岳飞南征北战，
遂成抗金名将。现新宁崀山镇与麻林瑶族
乡交界处的贺归岭，因杨再兴抗金凯旋，父
老乡亲来此山迎贺而得名。

城步杨家将第二个军事集团的统帅
是杨通贯，他“善骑射，通文章，有入相出
将之鸿才”。元朝至正年间，杨通贯被朝
廷封为湖广副都元帅，并赐名“完者”，意
为“克全忠义”。杨完者率苗军历时三年
平定湖南、广东、浙江等大片地区，威振东
南数省。在这个军事集团中，杨完者由管
军千户逐升至元帅、宣慰使都元帅、浙江

行省参政左丞等职，最后被封潭国公。
城步杨家将第三个军事集团是明

朝杨洪父子叔侄。杨洪之父杨再禄出
生于城步大竹坪，入常德豫章侯刘兴
一军中，并成为刘的女婿，后袭岳父
职。成长于营伍的杨洪袭父职，随成
祖征讨北寇，因打仗勇猛，战功显赫，
被封为千户。明正统十四年（1449），
英宗被瓦剌部落虏获，边境告急。杨
洪献保国御敌之策，交兵部议行。代
宗即位后，杨洪被封为奉天翊卫宣力
武臣，佩镇朔大将军印，权镇宣府，后
被封为颖国公。《明史》卷六十一称：

“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
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

明洪武十五年（1382），杨再禄回乡
祭祖，倡修杨氏宗祠于大竹坪。南明隆
武二年（1646），监察御使杨乔然奏请皇
上，将杨氏宗祠更名“杨氏官厅”。自
此，“杨氏官厅”不仅成为湘桂黔渝等地
杨氏后裔认祖归宗之地，也是城步杨氏
荣誉的象征。

如今，杨氏官厅被定为爱国主义传
统教育基地，并正在申报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为传承南方杨家将精忠报国、
为民造福的思想，每年清明节，及杨再思
诞辰日农历六月初六和忌日农历十二
月初六，杨氏后裔都会共同祭祀先祖。
（陈扬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煮酒论史

城 步 杨 家 将
陈扬桂

转眼间，认识恩师唐志平先
生已近十年。唐先生不但诗文颇
佳，而且在车马灯、说唱等艺术方
面也很有一番造诣。

唐先生脸上总是挂着忠厚坦
诚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说来惭
愧，大概由于天资愚钝，我从事诗
歌创作多年，却毫无建树，是实实
在在的诗歌“门外汉”。认识恩师
后，他孜孜不倦地指出我诗歌创作
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将自己的诗歌
创作经验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并针对我性格浮躁，写诗作文只求
速成，缺乏深度和力度的问题“对
症下药”，经常推荐我参加“名家讲
堂”等各类诗歌培训班，让我的诗
歌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唐先生的诗，之所以能引起
读者的强烈共鸣，就在于以小见
大、以情取胜。请读他的《车前
草》：“车前草50克，百合30克/加
水煎熬/妻子做这个/就像吃饭穿
衣一般熟练/当我痛风发作/一服
便好……”唐先生这首诗，高度凝
练，就像高明的音乐家只谱就一
段旋律，就能让我们想象出美妙
的交响曲。诗中通过小小的细节
刻画了妻子对丈夫的浓浓关爱，

也反映了丈夫对妻子的感恩和爱
意。满打满算十几行的诗，却胜
似千言。

再读他的《蒲公英》：“黄色的
花朵，盛开在秋季/是我儿时追逐
的梦/风烛残年的母亲，常眼神飘
忽/看白色的绒球在风中飞扬/母
亲说，她小儿子志勇/和几个孙儿
孙女/都是她吹向天涯的蒲公英
种子……”寥寥几笔，看似简单平
常的语句，因为被赋予了真情实
感，就充满了无穷的生命力，感人
至深。这些诗，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语言朴实，但情深意远。

唐先生的诗歌，生活气息浓
郁，他总能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
诗意。他写的《身边的匠人》就很
有意思，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一把锤子，几根錾子/把月亮锤
沉，把太阳錾醒/总想把后山的石
头/凿成想要的样子……”

唐先生的许多诗写的只是日
常生活和社会的小小侧面，汇聚
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模
样，就构成了诗人的本色和风格。

人间有情，诗歌不老，期待恩师
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诗歌作品。

（唐亚军，邵东市作协会员）

●品茗谈文

以小见大 以情取胜
——读唐志平先生诗歌有感

唐亚军

席芬，江苏吴县人，清乾隆二十年
（1755）任武冈知州。前后十年，颇有政
绩，主持纂修乾隆《武冈州志》。公余，
时有诗作，风格清旷自然，轻松从容。

其《武陵春色》云：“南阳何处觅桃
花，春色依然此地赊。烟火成家连井
篇，源流一脉接仙槎。衣冠新制淳犹
古，鸡犬交通静不哗。寻契有人来问
讯，奇迹五百漫相夸。”

《桃花源记》结尾云：“南阳刘子骥，
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
病终。”刘子骥到哪里去寻桃花源？春
色依然是这个地方长久、繁华，到这里
来吧。当时，社会比较稳定，加上他在
武冈治政有年，自觉民风淳朴、民生和
谐，有桃源之感，以武冈为武陵，有欣然
自得之喜。经过康熙、乾隆几十年相对
和平的局面，武冈地面已是“烟火万家”

“衣冠新制”，生活安静而不喧嚣。所
以，与桃源武陵一脉源流，简直可以连
通神仙福地。如果有人相约而来，像刘
子骥一样问询桃源何在，这个地方是可
以夸耀的。五百者，据传宋宣和二年，
有仙人在宣风楼上书“止戈”二字，言此
地“五百年后无兵戈，可避乱也”。所
以，他对这个地方，对自己的治理，还真
有几分矜夸之意。

《济川回舟》一诗也流露出一种对
和平宁静生活的欣慰和珍惜：“载酒携
琴寄小船，伊人宛在自洄沿。满川澄渌
三更月，万顷柔蓝一色天。杯渡不惊鸥
懒避，棹歌相引鹢争先。只今柳暗沙明
路，风景依然似往年。”

载酒携琴于舟，惬意而幽雅；自由
自在地游玩，逍遥而散淡。川澄天蓝，江
天一色，宁静而旷远；棹歌船竞，鸥懒舟
摇，安定而和谐。杯渡，晋宋时有僧人，
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故呼其为杯
渡。鹢，船头画有鹢鸟的船。船争相竞
渡，鸥懒得动，所以不作鹢鸟竞飞解读，
更符合宁静境界的营造。当然，若要解
读为小水鸟被惊动而竞飞，有静有动，也
不为不可。最后说这济川之渡柳暗沙
明，风光依旧，和谐安详，人向往之。

知县同知咏城步

清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海盐人
陈玉垣任城步知县，山东安丘人李大本
任城步同知。他们都好吟咏，留下了不
少关于城步的诗作。

陈玉垣《游白云洞》云：“楚山连粤
峤，地轴费天工。含乳云根滴，容车雪
窦通。探幽雷转毂，望气霁成虹。手画
千寻壁，年开八秩翁。”城步的山连着通

五岭的小道，这是大自然的安排。峤，
山道，亦可理解为尖而高的山峰。洞中
石笋滴着乳浆似的水珠，小车可以从白
雾弥漫的洞口通过。探幽觅奇，似有车
毂转动的轰鸣声传来，望着蒸腾的烟雾
在晴光的照耀下像虹一样闪烁着七彩
之光；是谁的巧手雕出这长长的壁画，
让我这老翁欣赏。

李大本有《题长安十咏》，记述长安
营之风物风情。长安营，是清乾隆六年
（1741）镇压城步粟贤宇、杨清保苗民起
义后，在横岭峒设置的绿营驻兵之处。
诗十首皆以“潇洒长安地”为首句，其一
曰：“潇洒长安地，孤城一弹如。随山堆
石砾，视淄接街渠。烟火都成雾，女墙到
处蔬。洞然门启处，啻可著蓝舆。”此时，
离设置长安营兵所仅十年，但已没有兵
营气象，而是民居风情。弹丸小城，石砾
堆积，街巷相接。女墙种了蔬菜，营门开
启……毕竟人们都向往和平呵。

其四云：“潇洒长安地，风光入望迷。
竹丝寻蛒蜜，石罅起鹇鸡。白芨花埋足，
黄连叶拂脐。蹊逢云过去，猿鸟四山啼。”
竹林、虫鸟，云飘、猿啼，生态自然，无人扰
乱。营地种了药草，生长茂盛，村民（即营
兵）安居乐业。十年生息，干戈消弭，兵亦
为民，营亦为园，人心可见。

●邵阳诗韵

十年知州自有吟（外一篇）

刘宝田

1936 年 2 月，平民教育家晏
阳初来湘开展平民教育活动，该
年秋，在衡山“研经书院”创立了
省立衡山师范学校（以下简称“衡
师”）。1938年，衡师迁往衡阳西
乡渣江。该年年底，因避战乱，又
由衡阳迁往新宁县。1941 年 2
月，衡师迁往武冈。这样算来，衡
师在新宁有两年多的时间。

关于衡师在新宁的具体校
址，有三种说法，一说在新宁李氏
宗祠和王氏宗祠；一说在刘氏宗
祠（刘坤一曾扩建整修）；又据原
湖南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罗德
树先生说，他认识一位当年曾就
读于新宁衡师的陈姓学生，此人
说校址在李氏宗祠。

据光绪《新宁县志》之“疆里
表”记载，王氏宗祠邻近刘氏宗
祠，李氏宗祠也在县城内，和刘、
王宗祠相隔不远。1994版《新宁
县志》载，衡师“租藕塘边李氏宗
祠和刘氏家庙为校址”。综合来
看，李氏宗祠、王氏宗祠和刘氏宗
祠，当均为衡师校舍。

1939年，衡师组织老师和学
生，对县城东的白杨乡开展了一次
社会概况调查活动。此调查记录
成书，并于当年出版，名为《新宁白
杨乡社会概况调查》。全书共六
章，第一章绪论，为此次调查的缘
起和经过；第二章为此次调查对象
白杨乡的概况；第三章为人口调
查，为此次调查之重点；第四章为
教育，包括小学教育调查、私塾调
查和文盲调查，也是此次调查的重
点；第五章为其他，包括风俗娱乐、
卫生健康、宗教信仰和传说歌谣；
第六章为建议，即就调查中存在的
各方面问题提出建议。

新宁县此前并无白杨乡。
1938年张治中主持湘政，实行废区
扩乡，新宁划分而为十七乡又一
镇。白杨乡由旧大白乡、杨溪乡和
石桥下半乡组成，名字则从“大白”

“杨溪”两乡名中各摘一字而成。
白杨乡之边界为东至里竹山、紫花
坪，南至观瀑渡对面金峰岭，西至
范家坳，北至官塘，包括大白11保、
杨溪10保和石马4保，共25保。

总体看来，衡师的此次调查
数据较真实也较完善，对新宁县
城和白杨乡（今黄龙白沙一带）社
会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等方
面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记述，颇
具史料价值。书中的那些建议，
大多切中肯綮，颇具针对性，即便
现在看来，也很有启迪作用。

衡师中有很多名人，可以确定
的是，教育家汪德亮、彭一湖、邹鸿
操，蔬菜栽培学家蒋名川和美术家
阳太阳及诗人艾青都在新宁衡师
任教过。此外，在新宁衡师任教的
老师至少还有李智、粟尚阝、马星五、
曾志苏、石镇川、周振邦、唐叔超、
曹国屏、朱节等人。1994版《新宁
县志》载，衡师在新宁“全校教师20
余人，学生4班、100余人”。

当时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
衡师师生来到后方偏僻的新宁县
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衡师师生颇感亲切，深受鼓
舞，所谓“初居小县人来问，搬到
山区有远宾”。课堂学习和社会
调查之余，衡师师生还排演节目，
题写标语，召唤民众投身革命，积
极抗日。而新宁的美好山水尤其
是崀山风景令诗人艾青沉醉，也
给他带来了灵感，他赞叹“崀山山
水赛桂林”，写下了“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这样的佳句。

衡师迁入武冈后，更名为湖
南第六师范学校。湖南第六师范
学校，即湘西南师范名校“武冈师
范”的前身。2017 年，武冈师范
和邵阳师范、邵阳教育学院、邵阳
艺术学校四校合并升格为湘中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阿旧，新宁人）

●史海钩沉

“衡师”在新宁
阿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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