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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画很多，但我最喜欢
的还是《五牛图》。

《五牛图》在中国绘画史上至少
有两个第一：它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
中国画，是中国古代帝王文人题跋最
多的名画。《五牛图》的作者是唐代的
韩滉，他绘此画时，正在唐德宗的宰
相任上。

韩滉和许多上层人物一样，每有
闲暇，便挥毫绘彩，以表胸意。有一
天，难得一个好天气，他出外郊游。瞥
见一群黄牛散布在旷远的草地上，有
的认真埋头吃草，有的懒卧晒太阳，
有的回头舔舐皮毛，有的荆丛摩痒，
有的追逐戏耍……这祥和生动的一
幕，让韩滉立刻来了兴致。他从随从
那里取来笔墨，把这些牛的千姿百态
一一写生下来。写生得来的东西，它
还不是画，顶多算是绘画创作的资
料。韩滉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立
意、构思，便在一张184cm×28cm的
麻纸上平直画上了5头牛。几乎没衬
什么背景，倒是 5 头牛的变化形态，
使画面生动了得。

左起第一头，双角朝前微翘，四
蹄稳重分立，皮毛皱褶，骨架清晰；
第二头，毛色略浅，头部向后扭转，
似在伸舌舔舐，小耳挺立，配以蜿蜒
双角，珊珊可爱；第三头，是唯一正
立之牛，牛角撇两边，腿蹄并整齐，
口鼻精致，憨厚端庄；第四头和第五
头，一是黑白皮毛，咀嚼中低处植
物，一是钝角下垂，在荆棘处摩痒。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双眼

略有夸张，眸里透着灵光；除第三头
正对观者外，其余虽姿态万千，但头
的朝向却出奇一致。

五牛绘于纸上，看似静态，其实
却活泼生动。但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
主题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农
业大国，而韩滉又是当朝宰相，连画
五牛，表明他重视农业，鼓励农耕；有
人认为，牛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驯
服温顺的品质，作者画牛，就是要表
达自己的忠贞品质。甚至有人认为，
五牛出自宰相手笔，且有皇帝题跋，
必有仙魂相附，于是便将五牛分别命
名为福牛、禄牛、寿牛、禧牛、财牛，把
它和富贵吉祥、平安如意关联在一
起；或命名为拓荒牛、好运牛、招运
牛、旺家牛、如意牛，将它与风水、祈
福、开运融为一体。这就把画的主题
想得有点玄妙了，或者说是公然将画
作“为世俗所用”。

其实，画作的主题还有另一说
法：那就是韩滉有五兄弟，而作画时，
只有他一人活动在官场，其余四人都
闲云野鹤，生活安适。但是，他们的大
方向完全一致，思想紧紧与这位当宰
相的兄长保持一致——忠于德宗皇
帝，忠于大唐王朝，这是在向皇帝表
忠心。

这幅画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
常大的，乾隆观画后大有感慨，欣
然在正中间那头牛的上首题诗：

“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
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

民艰。”乾隆从五牛想到统治阶级
高层，再想到民间，说不定这幅画
对他以后治理国家的格局产生了
深远影响。

从绘画的角度看，现代的黄胄画
驴、徐悲鸿画马、李可染画牛、刘继卣
画猪，都传承了韩滉的国画笔风。

我还听我大哥说过，他也非常欣
赏这幅画。因为大哥也有五兄弟，他
也是老大。大哥虽为一介小小公务
员，但带领兄弟几个过好日子也是他
应有的职责。从此，他就时时以“五
牛”韩滉为榜样，带领兄弟们勤劳温
顺，负重前行。

图上五牛虽然“闲适”，但是《五
牛图》的流传却不平凡。清代以前，
它一直在宫中流传。1900年，八国联
军进攻北京，劫走了《五牛图》，从此
该图下落不明。20世纪50年代，香港
企业家吴蘅孙的集团破产，决定将
在海外购得的《五牛图》拍卖。周恩
来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
文化部派团队前往香港，先是鉴定
真伪，然后不惜高价拍回，现存故宫
博物院。

国宝回家了，随之而来的是仿制
品也多了起来。有一次，儿子去广州
出差，在一个工艺品门市部看见了一
帧装潢精美的铜版《五牛图》。他知道
我曾多次念叨过《五牛图》，尽管价格
不菲，但他还是买了下来。拿回来后，
我立刻将它摆放在书桌的右上方，以
便能朝夕观瞻。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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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话《 五 牛 图 》
易祥茸

前段时间，在《今日头条》上读
到一篇署名“三人随笔”的文章，题
目很长，《〈诗刊〉发表的这首诗，到
底好在哪里？有评论也不明白》。我
好奇心很重，于是仔细拜读了全文。
还不够，连后面“热心人”的跟贴也
一一不落。数了一下，当时跟贴有
125条之多。

“三人随笔”的文章，传达出三个
信息。其一，粘贴《诗刊》发表的邵东
诗人李春龙的新作《万亩是一种谦虚
的说法》，质疑这首诗“到底好在哪
里”；其二，粘贴著名文艺评论家、文
学博士吴投文的简短评论，质疑吴博
士“几乎啥都没说”；其三，质疑《诗
刊》，为何入选这类诗，“不知道有多
少人会信服？”

这时，我立马想到十多年前，即
2009 年，让一直波澜不惊的诗歌界
热闹起来的那件事。针对云南诗人雷
平阳《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
十七条支流》的诗作，网上数以百万
计的人加入了或批判或赞赏的评论
队伍。后来《羊城晚报》据此发起“寻
找诗歌”的系列活动，掀起了一场“全
民式”诗歌讨论风暴。很多人因此记
住了云南的兰坪县，记住了澜沧江在
兰坪县的三十七条支流，无疑也记住
了诗人雷平阳。

说雷平阳，就是为了说李春龙。
在我的记忆中，李春龙写乡土诗，比
雷平阳更早。他写诗的风格与雷平阳
有相似之处，情感离不开对故乡深沉
的爱，故乡大兴村在作者心中有写不
完的话题。但又不同于雷平阳，李春

龙写出的诗更具特别的辨识度。
回过头再来读李春龙《万亩是一

种谦虚的说法》一诗。前半部分是叙
事写景，铺写故乡天福岭几十座山上
的野生鹿角杜鹃，十分绚丽，“绝对的
女一号”。“春风起处，漫天白色粉色
衣袂飘飘”，想象力极佳。“白色粉色”
既是对杜鹃花的写实，又把春天盛开
的杜鹃花和身穿艳丽衣裙的美女赏
花联系起来了，一幅颇为壮观的乡村

“闹春图”鲜活而生动。
后半部分是抒情。“双凤的野生

鹿角杜鹃/都集中在天福岭”，漫山遍
野，让人目不暇接，才有了“万亩是一
种谦虚的说法”。诗人走一程看一程，
欣赏家乡的美景，心眼里都是喜悦。

“春光拂照，光影何止十万亩”，春光
无限。你看吧，“香气弥散，覆盖面积
何止千万亩”，用夸张手法，描绘春光
中的杜鹃美景，将情感升华，抵达高
潮。按评论家吴投文的评论：“草木只
是一种寄托，而爱之切才是最真实
的，最持久的。”

吴投文在《关于新诗标准》中有
一段文字：“一首诗如果不能使人感
动，就不能称其为诗。因为现实意义
上的优美并不等同于古典意境和意
象的美，新诗之美有更为复杂的意
义维度和审美维度。”最后我想说的
是，李春龙应该感谢“三人随笔”，让
更多诗歌爱好者读到了这首《万亩
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诗自然是好
诗，仔细品读，既觉得真诚，又叫人
感动。

（周进军，邵东作协会员）

思想者营地

诗 歌 的 魅 力
周进军

嘉庆《武冈州志》载，淳熙十三年
（1186）潘德鄜提点湖南刑狱，“闻潭
州梁脱肆劫杀士”。之前官员审查未
明，而潘德鄜只经一次过堂便厘清了
案情，放了无辜嫌犯“梁脱肆”，由此
暴得大名，被公认为是堪当大任之
人。那时，武冈一年收押犯人三十八
名，而被判死罪的就有二十八人，潘
德鄜勘得实情，“皆平反之”。潘德鄜
又把此事上报给朝廷，而当时他已

“擢知广州”了。皇帝因他“究心刑
法”，特地给他晋职增俸以示嘉奖。

以上与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
朝野杂记》中所记稍有出入。李心传
记称，潭州有控告“梁晚四劫杀商人”
案，被告多次翻供，历七次审理案情
仍不能明。淳熙十二年（1185）潘德鄜
提防湖南刑狱，“一问得实”，放了无
辜者“梁晚四”。后面有关潘德鄜在武
冈平反被判死罪犯人并受嘉奖等事，
与州志中所记一致。

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又与朱熹《晦庵集》中所记有异。《晦
庵集》中称，潭州有盗贼杀了人，“而
诬指贾人梁晚四为罪首”，其罪当

诛，“前后七推具伏”。但一到省察甄
别囚人的阶段，梁晚四又反悔不认
罪了。最后潘德鄜亲审，查知死者被
害的时候，梁晚四“实在他所”，判定
这是起冤案，便放了梁晚四，后缉得
真凶，又“劾官吏失入者”。皇帝大
喜，深表认可。潘德鄜又上奏，条陈
冤狱多是因“新法狱”之弊端，新未
必如旧，“请得复用旧法”，皇帝“亦
可之”。

《晦庵集》中所记来自朱熹为潘
德鄜作的《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朱
熹和潘德鄜为姻亲，有深交，其记述
详明，当最可靠。由此看来，州志所记

“梁脱肆劫杀士”中的“梁脱肆”，实为
梁晚四。梁晚四本人是商人，而李心
传误其“劫杀”的“士”为商人。梁晚
四，是数字名，数字名在宋代很常见；

“晚”，为其在兄弟中的长幼排行，相
当于“伯仲叔季”中的季。今湘语称呼
父辈兄弟中排行最末者为“满满”，其
正确写法实为“晚晚”。

据朱熹《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
黄宗羲《宋元学案》和《上虞县志校
续》等文献，潘德鄜名畤，字德鄜，婺

州金华县人。畤，古同“畴”，故而潘畤
一作“潘畴”。黄仲昭《八闽通志》载：

“潘畴字德鄜，金华人。”淳熙四年
(1177)，潘畤于上虞之五夫清风峡创
建月林书院，曾邀请朱熹讲学于此。

《大清一统志》载其事，亦作“潘畴”。
潘畤曾知潭州和任湖南路安抚使，朱
熹《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亦有提及。

《湖广通志》载，宜章有野石岩，“在县
北十五里，临官道，湖南帅潘畴书野
石岩三字于上”。

潘畤为人聪明强健，断狱如神，
刚直严明，吏畏服之。汉唐以来，湖
南向为官员贬谪之地。宋室南迁后，
湖南的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
了极大发展，地位得以提高，但在传
统眼光里仍是蛮夷之地。因而潘畤
知潭州时，好友陈傅良在《潭帅潘德
鄜生辰》中认为他流落南土，遭受不
公，很为他抱不平。但潘畤不以为
意，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在湖南为
官期间，很有政绩。除上面记载的平
反梁晚四和武冈死囚外，朱熹《直显
谟阁潘公墓志铭》还提到，值荒年，
潘畤免税弛租，减轻百姓负担，“民
得小康，饥不为害”；时飞虎军“有恃
醉挟刃伤人者”，他军法从事，“诛
之，于是帖服，无敢犯”；重视教育，

“所至必问人材，兴学校”，潭州（今
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
院，“皆一新之”。

（阿旧，新宁人，学者）

史海钩沉

南宋湖南提刑潘德鄜
阿 旧

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一生
致力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他的著
作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著作中，
诗歌占的分量虽然不多，却不乏富
有哲理、启人深思的佳词丽句，如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
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等等。

朱熹的诗句晓畅如话、通俗易
懂，但有些诗句正因为他是用当时、
当地的大白话写的，而让读者费解，
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句中的“渠”，就常常被人弄错意
思。相当多的读者把这两句诗译成：

“借问水渠中的水怎么这样清，还不
是因为源源不断有活水流进来。”笔
者在校读《邵阳文库》书稿时，发现一
位知名学者也是这样译的。这样译，
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所表达的意思
也是清楚明白的。但是，要知道朱熹
在这里所问的到底是水渠，还是其
他？我们必须弄懂“渠”在诗中究竟是
什么意思。

朱熹是江西婺源人，在赣方言及
吴语、粤语、客家话中，“渠”同“佢”，
是第三人称代词。如：渠是何人？意思
是：他是谁？诗人在诗中问的是“它”，
而不一定是“水渠”。那么这个“它”所
指代的是什么，就得去读全诗了。

“问渠”出自朱熹的《观书有感》，
全诗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从前两句来看，我们知道朱
熹所问的是那口“半亩方塘”，而不是
问“水渠”。“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的意思是：这塘中的水为
何如此清澈呢？那是因为源头总有活
水不停地流下来。

《观书有感》是一首借景喻理
的名诗，被后人广为引用。全诗以
方塘作比，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
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是一泓
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
明镜一样，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
云影。这种情景，同一个人在读书
中获得新知、提高认识时的情形颇
为相似。所谓“源头活水”，是指从
书中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每次读书
总有新领悟，就像有源头活水来，
其乐无穷，激励人们要博览群书，
精研学问。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
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艺术的成就，自
有其深厚的渊源。

我们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得到启
发，只有思想永远活跃，以开明宽阔
的胸襟，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鲜活
的知识，广泛包容，方能才思不断、思
想常新。这两句诗已凝缩为常用成语

“源头活水”，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
泉和动力。

（陈扬桂，隆回人，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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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熹 问“ 渠 ”
陈扬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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