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道光《宝庆府志·大政记》记
载：“上下梅山溪峒，其地千里，东接潭，
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按现在
的行政区划，梅山的范围东至长沙、湘
潭，南接邵阳、永州，北达常德、益阳，西
连怀化、湘西。而其核心则在新化、安化
一带。

隆回县与梅山核心区域新化接壤，其
中高平、金石桥、鸭田、荷田、岩田等乡镇
的一些区域原本属新化。魏源的家乡隆回
魏家塅，属于上梅山地域。

魏源读书破万卷，同时主张行万里
路、友天下士。他交游很广，朋友很多。李
柏荣称魏源是交友之道中“最有宏就
者”，《魏源师友记》中记载的魏源师友多
达230余名。其中对他影响和帮助较大
的师友，不乏梅山地区人氏。如岳麓书院
山长袁名曜的先祖及邹汉勋，与魏源均
属隆回人；魏源的良师益友邓显鹤是上
梅山新化人，陶澍是下梅山安化人。

比魏源大 17 岁的陶澍，与魏源同
受梅山文化滋养，同出于岳麓书院，同
乡同学同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游历
到魏家塅，得到魏源祖父孝立公的赏识
和资助。1814年，魏源随父入京应考和
游学。任散馆编修的陶澍读到魏源的诗
文，感觉其笔墨儒雅淳厚，向京中好友
广为推荐。陶澍赴任川东兵备道前，魏
源题诗五首，为他送行。后来，又不辞蜀

道难行之苦，专程去四川探望，沿途写
下《蜀道行》《剑阁》等诗篇。

1825年以后，陶澍任江苏巡抚、两江
总督，他邀魏源入幕共事，并促使魏源形
成了“以海运代河运，以商运代官运，因
商用商”的漕运改革设想，实行“废纲改
票，招徕民贩”，形成“改道不改捆，归贩
不归商”的盐政体制。

魏源和陶澍具有梅山人务实的性
格特征，他们鄙弃空谈，倡导实学；正
视现实，兴利除弊。可以说，道光时期
的所有重大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
陶、魏共同设计、执行。没有陶澍，魏源
只能纸上谈兵；没有魏源，陶澍的改革
则缺乏理论先导。魏源与陶澍的结合，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样板，思想和行动
相统一的典范。

魏源和邹汉勋同列“湘中三杰”，且
有共同爱好、相似遭遇，两人“交最厚”
（湖南《大公报》主编李抱一所言）。当时
有句顺口溜：“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
问汉勋。”魏源考究众说纷纭的“三湘”
含义时，为使自己的观点更有把握，与
舆地世家出身的邹汉勋进行书信探讨。
得到认同后，魏源才在《三湘棹歌》诗的
小序中，推翻了幕主、至交陶澍“不可改
变的定论”，正式以资湘（或称“潇湘”）、
蒸湘、沅湘为“三湘”正名。

魏源与邹汉勋颇多唱和。他们同为

望云山之子，都吟咏过这座人文仙都。
魏源写有《题望云山禅寺联》：“丘壑怡
神，烟外青峦添画意；江山入韵，天边白
鸟助诗情。”邹汉勋留下“我家住山麓，
十季始一游”“清风荡白云，残碎依山
椒”等诗句。1830 年秋，魏源随杨芳西
征，邹汉勋题诗《闻魏默深之征西幕
府》，为他送行。1839年，邹汉勋协助邓
显鹤刊刻《船山遗书》。正在撰写《诗古
微》的魏源，因邹汉勋的帮助，得以对船
山的《诗广传》先睹为快，从中获得殊多
收益。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圣武记》等
鸿篇巨制时，都向邹汉勋征求过意见。

1852年，罗典奉朝廷之命帮办湖南
军事，邀邹汉勋同行。行到半路，邹汉勋
临时变卦，要去高邮拜访魏源。这一次，
他在高邮州署留居了好几个月，为魏源
的《海国图志》《书古微》绘制地图和插
图。他们还合撰了《尧典释天》一卷。魏
源还把刚写好的《辽史稿》拿出来，请他
参订。对魏源著作中诸如星相、堪舆方
面的图解及术语，邹汉勋认真审订。

当时，东南战火连绵，邹汉勋准备
回家乡。为免遭不测，魏源将所著《辽史
稿》及《书古微》未定稿，托他带回家乡
珍藏。邹汉勋到达长沙时，闻听弟汉章
所部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城中。他便募
兵前往解围，最后死于战火之中。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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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和他的梅山师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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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乡位于新宁县的最北部，南靠
回龙寺镇、马头桥镇，西邻武冈市邓家
铺镇，东北接邵阳县的蔡桥乡、金称市
镇，是“感动中国”人物钟扬教授的故
乡。

丰，《说文·丰部》：“豆之丰满者也。”
由此衍生有丰盛、丰厚、富饶、昌盛等义。
作为地名，丰田，从字面意思看，为丰饶
之田，富庶之地。因而，湖南省民政厅编
撰的《湖南省行政区划大典》称，丰田乡
地名是因境内田地肥沃，“十年九丰”而
得名。1983年版《湖南省新宁县地名录》
却有另说：“相传一财主遭灾卖田，此田
肥沃，多人争买不下，引起诉讼。县令怒
将此田查封，不许买卖，‘封田’地名由此
而得……遂演变为‘丰田’。”尹敬中2012
年出版的《邵阳地名源流》亦载此说，稍
异之处是“演变”成了“雅化”。可奇怪的
是，此说今丰田乡人普遍未曾听闻，不知
道这个“相传”究竟是从何传来。

谈由来先说沿革。据相关记载，今
丰田乡地域原属武冈管辖，在清时大致
分属武冈州长溪乡金称团、三心团和城
头团。1933年分属武冈县八区和九区，
1938年分属广益乡和双龙乡。新中国成
立初仍沿袭之。1952 年属六区邓家铺

区。1955年分为丰田、增梓（今天星）、当
家、永丰（今坪丰）、金莲（今上丰）、大屋、
茶坪、马椅八乡，属马头桥区。这里的乡
建制相当于今天的村。1956年2月上述
八乡从武冈县析出，并入新宁县至今。
1958年12月为东风人民公社，旋又并为
马头桥人民公社。1966年为丰田公社。
1983年为丰田、碧田两乡。1995年两乡
并为丰田乡。由此可知，丰田真正之为乡
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在此前一直
为院落和村名，核心区域在今丰田村的
四房田、温家、龙家一带。

再来看上述诸书对原碧田乡地名
由来的记载：“昔日村庄后山有田，绿树
郁闭，取名‘闭田’，后雅化为‘碧田’。”
对此说法，当地人普遍未有听闻。闭有
多义，常用基本义为闭合、封闭。因“郁
闭”而名“闭田”，易致歧义，不符合地名
命名的常理。碧田由“闭田”雅化而来，
丰田由“封田”雅化而来，两个说法如出
一辙，依据都是所谓“相传”，但这个“相
传”本地人都未有听闻，令人生疑。

丰田村之南为庄丰村和坪丰村，这
一带古称下丰。丰田村之北为上丰村，
原有上丰寺，旁有学舍，曾参与百团大
战的丰田乡籍将军钟英曾就读于此。

“上北下南”，显然，这两处地名都是以
丰田村为参照，就其所处方位而得名。

明《永乐大典》辑有南宋《都梁志》，
上载武冈军内“陂塘”数十处，其名多可
与今之地名相对应。如“石洞陂”，在今
之马头桥镇坪山村、石洞村；“高桥陂”，
在今之高桥镇；“温塘陂”，在今安山乡
温塘村。其中又正有“丰陂”和“下丰
陂”，“丰陂”即在今丰田乡丰田村；“下
丰陂”，当在今之庄丰村和坪丰村。可见
丰田之有“丰”名，由来已久。

丰田乡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西南高
而东北低，形成多个山冲田垄，而以丰
田村田垄最长最广。丰田垅又称丰田大
冲，其下游出口的院落名为大冲口。垅
中有破塘溪水穿过，水利便利，田地平
阔，庄稼常年丰收，所谓“十年九丰”。丰
田乡富储煤、锰，烤烟、油茶、白茶等产
业渐具规模，在市县内颇有声名。商贩
集聚，户口繁稠，1978年人口密度在全
县乡镇中排名第二，到 2004 年仍排全
县第四。丰田之丰，并非虚名。

如此看来，丰田之丰，正是丰盛、丰
收之丰。而“封田”雅化说，虽不能断言其
必无，但就情理而言，或是有人出于善意
为显扬地名而编造的故事。

（阿旧，新宁人，学者）

思想者营地

丰田乡地名由来浅议
阿 旧

南明永历元年（1647）四月，永
历帝朱由榔由广西桂林迁都武冈，
以岷王府为根据地，改武冈州为奉
天府。武冈名正言顺地成为南明政
权的皇城。

朱由榔于明天启三年（1623）
生于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
东城区）；天启七年（1627）秋天，父
亲朱常瀛被封为桂王，朱由榔跟着
父亲从北京来到湖南衡州（今衡
阳）就藩。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
张献忠的大军杀奔衡州，桂王朱常
瀛在官兵保护下经永州逃往广西。
逃跑过程中，朱由榔与父兄走散。
朱常瀛一路向广西逃奔，朱由榔则
被农民军抓获送往永州关押。明朝
降将杨国威和焦琏找机会杀掉守
卫，救出了朱由榔。朱由榔一路狂
奔到广西梧州和父兄会合。然而老
桂王朱常瀛身体已经不行，他把桂
王的位子传给三子朱由楥，第二年
便病逝了。朱由楥当上桂王没几个
月也病重离世了，朱由榔成为了第
三任桂王。

桂王一家仓皇逃命时，崇祯
帝朱由检 1644 年在北京煤山自
尽。经过东林党人和宦官集团以
及武将们一番权力血战，南明历
史上第一个政权弘光王朝在南京
成立。隆武二年（1646），隆武帝朱
聿键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虏遇
害。朱由榔则在广东肇庆称监国，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宣布即皇帝
位，第二年改年号永历。

永历政权建立后，清军加紧
追剿永历帝朱由榔。朱由榔从广
东跑回广西，又从广西逃到湖南
武冈，五年时间逃亡了十六次。

朱由榔定都武冈后，封副总

兵刘承允为安国公，封周鼎瀚为东
宫大学士。后来永历帝觉察刘承允
有降清苗头，暗中派遣使臣告诉时
任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的何腾
蛟，令他来武冈除掉刘承允。何腾
蛟来到武冈拜见永历帝，君臣密谋
废除刘承允。永历帝暗中调遣赵印
选、胡一清数千兵马归何腾蛟指
挥。何腾蛟来到武冈引起了刘承允
怀疑，觉察到了潜在的危险。于是
刘承允先下手为强，设伏打败了赵
印选、胡一清，何腾蛟退守白牙。永
历元年（1647）八月，清兵攻下武
冈，永历帝再次逃亡广西。九月，刘
承允投降清军。兵部尚书傅作霖不
愿投降，宁死不屈，被清兵杀害，安
葬武冈城郊东塔寺旁。1941 年 7
月，武冈县忠烈祠在傅作霖墓前落
成。傅作霖墓地至今仍然保存，不
时有老百姓前去凭吊。

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武冈
建立的奉天府只有短短四个月，
清兵攻占武冈后，又恢复了武冈
州的建制。

永历九年（1655），张献忠部将
李定国护送永历帝到云南昆明。永
历十二年（1658），清军三路大军攻
打云南，云南沦陷。永历十三年
（1659），永历帝在李定国保护下撤
退进入缅甸，被缅甸王莽达收留。
吴三桂为了打消清朝疑虑，率兵攻
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兵
变，杀死莽达后继位。1662年1月，
莽白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1662
年6月，永历帝在昆明篦子坡遭吴
三桂心腹吴国贵用弓弦勒死，南明
政权彻底灭亡。朱由榔是南明政权
末代皇帝，死后庙号明昭宗。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武冈奉天府史话
夏太锋

读宁社华的系列乡土新诗，
很是喜欢，我感觉他的诗从生活
中来。

若问社华有什么兴趣爱好，
他会笑着回答：“写诗。”问他还有
什么，他还是笑着回答：“还是写
诗。”估计你若再去问他，他还是
会这么回答。

我对社华比较了解（在乡下
时同为一乡镇教师），他师范毕业
后一直在家乡偏远乡村站讲台，
先是小学，后是初中。一生在教
书，一生在写诗。他分得清楚，工
作是工作，写诗只是当作业余爱
好，但他爱好得有点固执。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和宁佐芳、
唐芙蓉（唐志平笔名）几位臭味相
投的文学“发烧友”，常聚在一起
谈诗写诗，还组建起了一个像模
像样的“三叶草诗社”，用手刻油
印出了好几期有质量的“小刊”。
现如今，三人中一位不写诗了，只
有唐志平和他一直在坚持。

退休后，没有讲台的束缚，回
到农村老家后，社华有大量的空
闲时间写作。他写了不少乡土题
材新诗，还写了不少生活哲理诗。
诗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
喜欢读他的作品。

近期读到他新作《补鞋的老
头》，给我触动很大。补鞋老头一
个个细小动作以及对生活的态
度，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农村底层
手艺人生活的不易。“你将目光放
在最低处……用那粗短的指头/
细心地阅读着鞋掌鞋跟鞋帮上/
那些高低坎坷风花雪月”。“细心
阅读”这一具体细节，体现的是底
层手艺人的专注。再看“25元买足
了你三个小时/埋头的人生”，揭
示了诗歌的主题：老头手中补的
就是自己的生活。善于捕捉底层

人物镜头，通过诗意化的语言，来
表达作者对人生的拷问。这是诗
人努力去做的事情，且做得不错。

社华的诗，语言质朴自然，乡
土气息浓郁。说到这里，想谈谈本
人对乡土诗的肤浅认识和大致理
解。乡土诗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语言方式，去抒发老百姓的情
感，歌唱和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诗
人不是站在单一乡土的视角来观
察和体会生活，也不仅仅是单纯
反映风土和民俗，而是努力去揭
示什么、表达什么。

记得几个月前，我读到社华
的两首乡村生活新诗《瓜棚下的秋
天》和《黄昏》。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瓜棚下的秋天》：“走进秋天的瓜
棚架下/我的头颅/明显感到烈日
的分量/那些阳光的毒牙/咬痛了
绿叶潮。”细致入微地刻画瓜棚架
下场景，若没有乡村生活的体验，
是不可能有这独特感受。

诗是艺术，现代新诗当然也是
艺术。每首新诗要有诗的元素，元素
之一是意象。其二，诗歌要有丰富独
特的想象。没有想象力的诗，绝对谈
不上是好诗。其三，诗歌要有思维节
奏。如诗的分行，外表显示语言的建
筑形式，实质上是主题的内在节奏。
社华的系列乡土诗，诗的三个基本
元素基本具备。但个人以为，有些诗
写得过于实，表现手法有点老套陈
旧。乡土诗适合写实，但又不能太写
实。若千篇一律地重复写一件事或
一个人，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太
实太满就会呆板，显得不够生动，不
能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

期待社华同志一以贯之坚持
下去，用饱满的热情去观察不同
底层人物的生活细节，写出更多
更精彩的乡村系列作品。

（周进军，邵东市作协会员）

品茗谈文

诗 从 生 活 中 来
——读宁社华乡土诗有感

周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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