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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人们，无
不为这篇正文不过区区363字的精彩文
章所折服。它立意深刻，气势磅礴，声情
并茂，字字珠玑。

自《岳阳楼记》公元1046年问世后，就
出现了文学“溢出效应”，让许多读书人很
是惊诧。其一，岳阳楼因《岳阳楼记》闻名遐
迩，滕子京因此而不朽，似乎岳阳楼不是重
修而是滕子京创建的。其二，范仲淹把岳阳
楼、洞庭湖写入文章，而后，《岳阳楼记》化
作了“文化景观”，引来许多骚人墨客竞相
留下美文。于是，美文和美景在更广阔的时
空交相辉映。其三，范仲淹之前和之后，史
上许多文章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
商隐、欧阳修、黄庭坚、陆游、陶澍、魏源等，
都写过有关岳阳楼、洞庭湖的诗词歌赋，不
少人比范仲淹更有名气，但都淹没在《岳阳
楼记》“忧乐”二字的品味之中。

范仲淹从没到过岳阳，却能写出《岳
阳楼记》这样的传世之作，这就使一些人
对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产生疑惑，似乎
不需要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文章。消除
这种疑惑，需要深读范仲淹。范仲淹没有
到过岳阳，却有着在洞庭湖边的安乡县
生活学习三年的经历。

《宋史》记载，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于
宋淳化元年（990）在武宁节度使掌书记
的职位上病逝，当时范仲淹不到两岁。其
母谢夫人改嫁给缁州长山人朱文翰，朱
当时在江南平江府（今江苏吴县）任职。
范仲淹从其继父姓，改名为朱说。另据宋
代任友龙所撰《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

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当时安口
（今安乡）知县为朱文翰，不满7岁的朱
说，随继父在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安口
生活、学习，直到三年后朱文翰离任。这
三年，洞庭湖的地理环境、浩渺气势早已
印刻在范仲淹的脑子里。翻阅《范仲淹全
集》，可以印证，在撰写《岳阳楼记》之前，
他分别于宋明道二年（1033）、景佑元年
（1034）、庆历四年（1044）都写过有关洞
庭湖、岳阳楼的律诗，可见他对洞庭湖了
然于胸。何况，滕子京派专人送信给贬在
河南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恳请给重修
的岳阳楼撰文时，同时送来了《洞庭晚秋
图》，为范仲淹提供了“视觉图样”。

《岳阳楼记》写景高人一筹：视野开
阔，灵韵生动，气势奔涌，让人感奋。而
且，范仲淹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借景
抒情，借楼抒怀。看似写岳阳楼，实则借
题发挥，着力表达他的人文情怀、吏治理
念和官宦经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忧乐观，应该是《岳阳楼记》的“诗
眼”，是范仲淹的思想最闪亮之处。当然，
这也是能引发历朝历代读者的共鸣，从
而使《岳阳楼记》得以传颂的根本原因。

“忧乐”二字总关情。没有相当的思
想深度、才华学识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底
蕴，写不出这等水平的《岳阳楼记》。而这
些方面，比较他人，范仲淹更具优势。

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
进士后，范仲淹一直行走在官场，上下沉
浮，几起几落。多个岗位，多项官职，他总是

心忧社稷，关注民情。每到一处，总能表现
出过人的履职能力，总能获得颇佳的民意
口碑。宋康定元年（1040），西夏反叛，范仲
淹任陕西经略副使，他施行军事制度改革，
使军力增强。加之屯田戍边策略得当，不到
三年，便逼使西夏请和，边疆暂时安定。宋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褒其作为，任他为
枢密副使，并升迁为参知政事（相当副宰
相）。他不改秉性，刚上任不久，便向宋仁宗
提交《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这是他的全面
改革（本质上还是改良）奏章，涉及吏治、经
济、军事、法律等十个方面。“庆历新政”方
案，妨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皇亲
国戚、公卿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和肆意诋毁，
新政无法推行。庆历四年，范仲淹被贬为陕
西邠州知州。第二年，范以治病为由，再次
上书，自请另调河南邓州知州，得到批准。

宋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范
仲淹收到滕子京的信和《洞庭晚秋图》，
并没有立即动笔，而是反复在腹中谋篇，
直到胸有成竹。于三个月后的九月十五
日，才漫步到自己创办的花州书院挥毫
泼墨，《岳阳楼记》一气呵成。

谁能说《岳阳楼记》没有生活基础？
（周玉清，隆回人，曾任全国总工会

副主席）

品茗谈文

“忧乐”二字总关情
——范仲淹《岳阳楼记》琐议

周玉清

1882 年 12 月，蔡锷出生在
一个贫苦的农家。1887年，随家
人迁居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
县山门镇）。蔡父起初做裁缝，后
来做过几个行业的小贩，也曾教
过私塾。蔡母白天砍柴、磨豆腐、
煮酒做饭，夜里则干针线活，和
丈夫一起艰难地支撑着家庭。蔡
家住宅出门就是山道，崎岖陡
峭，阴雨黑夜，泞滑难行。蔡锷父
母常搓草绳做成脚码子，连同捆
成火把的杉树皮，分文不取送给
赶路的夜行人。蔡锷从小耳濡目
染父母生活清贫仍乐善好施的
家风，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艰
苦朴素、舍己为人的精神风骨，
铸就了清廉正派、大公无私、造
福黎民的家国情怀。

蔡锷原名为蔡艮寅，1900年
追随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回国参加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痛定思
痛，改名“锷”，意为“砥砺锋锷，从
新做起”，表明一种破釜沉舟、刺
破青天的志向，义无反顾地投入
到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

1911 年，蔡锷响应武昌起
义，在云南发动起义，宣布云南
独立。11 月 1 日，云南成立新的
军政府，年仅 29 岁的起义军临
时总司令蔡锷，被公推为首任云
南军都督。消息传回蔡锷家乡，
亲朋好友异常兴奋。蔡姓和其夫
人刘姓两家20余人，不辞辛苦，
辗转来到昆明求蔡锷安排工作。
刘姓亲友刘肇沣对蔡锷说：“他
们远道而来，工作不分大小高
低，你总得安插。”蔡锷对刘肇沣
说：“五哥，我知道你喜欢游山玩
水，你在这里游览一两个月是可

以的，我是欢迎的。其余的人我
实在不能安插工作，叫他们赶快
回湖南去，我帮助他们解决旅
费，不要在此久留。”情到话到规
则不能违，众亲友也通情达理地
离开了昆明。

当年，蔡锷的二弟蔡钟也跑
到云南，想求个一官半职。以蔡
锷的权力，给亲弟弟谋个差事也
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蔡锷对这种

“走后门”的行为非常抗拒。一天
晚饭后，蔡锷找二弟谈心，言明
自己身为都督，不能带头开这个
口，劝二弟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
亲。蔡钟听后一言不发，闷闷不
乐。蔡锷却寸步不让，二人僵持
了一阵。蔡钟见大哥不肯松口，
毫无回旋余地，无奈之下徒步返
回了老家。

1913年9月，蔡锷在奉调进
京离滇时，“先是滇人欲为建立
生祠”，被蔡锷坚决制止；后云南
省议会议定赠送法金3万元，蔡
锷又坚辞，议会亦坚持，出于礼
节，蔡锷接受 5000 元以偿还债
务及资助湖广会馆等。1916年，
湖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鉴于与
蔡锷的友情，曾考虑安排蔡钟为
湖南省铜元局局长，这是一般人
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此时在四
川因病重即将去日本就医的蔡
锷，专门发电袁家普，称其弟“恐
年少，有误公事”。抗战时期，李
宗仁路过宝庆，曾去看望蔡锷家
人，得知蔡锷两个弟弟家境贫
寒，仍在农村干活，没有人当官，
不禁对蔡锷肃然起敬。

（陈湘林，任职于邵阳市
纪委监委）

史海钩沉

砥砺锋锷，不开“后门”
——蔡锷廉政事迹之一

陈湘林

三、支援红军

1935 年 11 月底，肖克将
军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部路
过大同镇，王震率领的红六军
团十六师抵达三溪桥，红军部
队指战员居住在三溪桥街上。
处在革命低潮时期的三溪桥
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地下党
组织成员周维渥、颜霁、李日
章、刘荫仁、钟毓华、谢序仁等
恢复建立中共三溪桥支部，周
维渥任支部书记。他们积极开
展支援红军活动，组织群众欢
迎和慰问红军，配合红军宣传
革命真理，组织筹粮筹款和扩
军工作。

王震还在三溪桥群众欢
迎红军大会上发表演讲，充分
展示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宣
传队、是播种机的伟大作用。
大同镇先后出现五位有志青
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他们是
周述咸、张学祉、刘伯生、颜纯
和刘声莲（石芝），其中两位在
江西井冈山加入红军，另三位

跟随王震将军长征，但只有女
青年刘声莲胜利走完长征路
到达陕北。

四、迎接解放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被
消灭，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三
溪桥党组织积极响应毛主席
和党中央的号召，为迎接解放
做好工作。1949年夏天，共产
党员刘劲、刘泉清召集在同大
中学（大同高等小学堂1943年
7月更名为同大初级中学）任
教的共产党员唐振宗、易扬、周
维渥、刘荫仁、谢序仁、李日章、
周维汝等，传达上级党的指示，
恢复三溪桥党支部。在党组织
领导下，他们积极参与新化县
解放的革命斗争，宣传发动群
众、组织欢迎解放军进区进校，
为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做好各
项服务；并负责收编国民党地
方反动武装力量，为保障人民
和包括学校在内的资产安全
出谋划策，为人民解放事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

1949 年 10 月，新化县第
三区宣布解放，南下干部随解
放军部队来到区公所所在地
三溪桥，区委、区公所机关驻
三溪桥文昌宫；南下干部宇自
修同志担任中共新化县第三
区区委书记，原三溪桥支部
（含同大中学党支部）成为区
委直属支部。在区委领导下，
三溪桥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
和党的积极分子，不忘初心，
挺起腰杆继续为新中国的解
放事业奋斗，他们是打土豪分
田地、肃特剿匪等工作的最坚
定组织者和急先锋。受区委指
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党
的共产党员之一、三溪乡农会
主席晏忠思，担任同大中学第
一任董事长，代表共产党接收
同大中学的一切事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三溪桥基层党组织及其全体
共产党员，出生入死、前仆后
继，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积极
工作。他们中，有曾任湘中特委
书记的陈历坤，1928年秋，他

在三溪桥秘密开会时被国民
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枪杀；有曾
任中共大同镇学校党支部书
记的周琨，1928年4月，他在时
荣桥开展革命活动时遭叛徒
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亦
被枪杀；共产党员谢国安、唐楚
在从事秘密活动时也惨遭国
民党杀害；另有一批共产党员
被国民党判刑入狱，后经多方
营救才得以释放。他们为党的
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青
春，为实现崇高理想奋斗终身，
他们是大同人的光荣和骄傲。

以三溪桥为中心的这片
大同土地，是三溪桥党组织发
展壮大的红色沃土，是一批批
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进步成长
的摇篮。

当今，三溪桥村、时荣桥
村、罗桥村等，正借助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历
史机遇，继先烈遗志，续历史
光芒，创美好未来。

（晏胜利，邵阳市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煮酒论史

邵阳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三溪桥党小组（下）
晏胜利

水碧波清水碧波清 颜玉珍颜玉珍 摄摄

“子瞻（苏轼字）好学，弥老
不衰。”从七岁始，苏轼在天庆观
读，在栖云寺读，在华藏寺诗；从
父母读，从张易简读，从刘巨读；
职余读，谪居读，老惫读……他
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
中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
思子自知。”意思是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他认为：读过的旧书要
一遍遍地诵读，只有读熟了，你
就会自然而然地明了其中的意
思。“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苏轼
读书名句，认为读书能改变一个
人的精神面貌与气质。

苏轼与人论“作文之法”时，
说到“读”之用：“作文先有意，则
经史皆为我用”，因为“天下之
事，散在经子史中”。年轻时，他
就坚持不死读书，也不读死书，
以“读而致胜乃可贵”。

博览群书的苏轼，对《汉书》
情有独钟。谪居黄州时，朱载上
到访，东坡先生完成“日课”后始
出见，甚表抱歉。朱问：“适来先
生所谓日课者何？”东坡说：“抄

《汉书》。”朱说：“以先生天才，开
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
也？”东坡说：“不然。我读《汉
书》，至此已做了三通手抄了。初
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
字，今则一字。”他让人拿来抄
册，任朱随指一字，便诵出相关
段落，数百言而一字不差。连指
几字皆然。朱喟叹曰：“先生真谪
仙才也！”他这种创造性的读书
方法，亦非常人可仿效。

元祐八年，58岁的东坡先生
为18岁的皇帝宋哲宗赵煦侍讲
时，“现身说法”地讲述了自己由

浅入深的读书经历：“臣等幼时，
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
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
之；即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
他这种由被动变为主动学习的精
神，是读学有成的强有力保障。

谪居海南的岁月，东坡是与
陶渊明、柳宗元一起度过的。他
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柳
宗元字）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不但读，而且作，其“于渊明
之诗，无首不和”。儋州名士黎子
云家有柳宗元的书，东坡先生常
造访黎家借阅，“尽日玩诵，一日
遇雨，借笠屐而归”。

谪居黄州时，东坡先生曾手
抄《金刚经》，又曾为庞安常《伤
寒论》作序；自海南还，夜宿曹
溪，则手不释《景德传灯录》。体
验到了“观书之乐”的东坡先生，

“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
必披展，至倦而寐”。

其读《周易》《论语》而得
“道”：“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
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
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
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一再
遭贬期间，其“覃思《易》《论语》，
大有所得，发为文字，洋洋乎”，
而有《易传》《论语说》。其被贬儋
州间，读《尚书》而作《书传》。

东坡先生一生好读书，“平
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圃，以
文章为鼓吹……不见老人衰惫
之气”。读书，让东坡先生成为诗
文书画皆精的一代大文豪。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
协会员）

思想者营地

东 坡 读 书
刘绍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