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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哀郢》里写道：“鸟飞反故
乡兮，狐死必首丘。”充分流露出他对故
乡的深深的爱。在《离骚》里，屈原却写
了几句这样的话：“已矣哉！国无人，莫
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故都”即“故
乡”。看起来，对于故乡，屈原的确也萌
生过某种永远也排解不了的淡淡的痛。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屈原的故乡在哪里？很遗憾，由于
历史的疏忽，千载之下，留给后人的困
惑真的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呢？

2009年，湘潭理工学院文学院教
授吴广平先生在《屈原研究》第 14 期
上对屈原故乡的研究情况作了一个大
致的统计，照录于下:

一、湖北的秭归、江陵(郢都)、宜
城、应城(蒲骚)。

二、湖南的汨罗(湘阴)、岳阳、临
湘、桃江、汉寿。

三、河南南阳的两峡、淅川。
四、重庆的奉节。
五、青海的贵德。
共13处。很快，又新增了4处：安

徽的池州（陵阳）；湖南的溆浦、大庸；
湖北的郧阳。

以上这些地方，湖北秭归，《水经
注》有记载，郭沫若、游国恩等楚辞大
家一致认同，故很长时间里，几乎处于
独尊的地位，视为当然的屈原故里。闻
一多先生的学生孙作云教授较早提出
江陵为屈原故里，认同的也不少。

在我看，最可能是屈原故乡的也
许首推秭归。在这里，屈原呱呱坠地；
在这里，屈原牙牙学语；在这里，屈原
琅琅读书。但是，在我看，使屈原成就
了旷世之伟业，而又怀抱着终天之大
恨的故乡，江陵应该最有资格。其他新

说，或证据太单，或虚构太过，有的甚
至还制造什么“地名北移论”的理论，
把“湘资沅澧”完全移到北方去了，可
信度自然就小而又小了。

屈原故里在湖南各说，我都有些
接触。细细想来，有关人士都很认真，
没有谁是随便凑热闹玩的主儿。分析
起来，湖南的屈原研究有两大特点：
一、地方政府热情；二、民间学者积极。
因为政府热情，故开会质量很高。因为
学者积极，故学术气氛很浓。

比如溆浦，开会不多，但开得上
档次。特别是与会论文，大半推荐到

《中国楚辞学》辑刊公开发表。他们
还出版了好些专著，如《神韵溆浦》

《屈原在溆浦》《破解屈原溆浦之谜》
《溆浦拾轶》《涉江论坛》等。开会多、
出书多的是汉寿，出版有《屈原与汉
寿》《汉寿屈原故里考》《屈原故里研
究》等。大庸的金克剑先生，收集了

“屈原与大庸”的资料近百万字，可
惜暂时尚未能付梓面世，但我相信
他会如愿以偿的。

岳阳的楚辞研究有一个可观的学
者群。在湖南，除了长沙，他们的成绩
是最突出的，我与他们的关系也是最
密切的。他们出版的专著有《屈原在汨
罗》《屈骚风景线》《屈原学集成》《屈原
年谱》《屈原新考》《屈原新传》《屈赋赏
译》等。这些著述均有相当分量。

下面，我想谈谈屈原与邵阳的一
些关系。

2014年3、4期合刊的《隆回风情》上
有陈云鹤先生的《小沙江——屈原僵佪
处》一文，分析屈原到了溆浦，很可能掉
头来了邵阳隆回的小沙江。陈先生看过
小沙江瑶族的一部秘籍《雪峰瑶族诏

文》，上面写着似通不通的文字，只能算
是留了一点瑶族“痛史”的影子，很珍贵
的。陈先生说：“小沙江原只叫沙江。”

“江”俗语中与“光”声近。合着念，“沙江”
便声转为“杀光”了。慢慢地“杀光”又义
转成了“血光”。小沙江至今留有“血光
寨”的地名，可能也是随着瑶人的迁移而
带来的。在小沙江，对瑶民的深重灾难，
屈原非常同情，交谈之间，情不能已，于
是一首卓绝千古的好诗《涉江》就很快写
了出来，并且，又很快传唱开去了。

《广韵》《集韵》并云：“涉，与喋同，
血流貌。”《涉江》一名，照俗语念，可能
就是“血江”。与瑶族人民惜别之后，屈
原急忙赶去邵阳，找到了闲住在这里
的楚国旧将白公胜，力陈国家形势，劝
他振作精神，奋起抗秦，以救楚国于危
亡之中。白不应，屈原长叹一声，然后
走武冈，下夫夷，冀求万一之得。无奈
一无所获，一筹莫展，便只好孤身一
人，北上长沙，到了罗子古国（即今之
汨罗），终于默默地住了下来。

《武冈州志》上有“渔父亭”“沧浪
水”的记载，武冈与夫夷都建有“屈原
祠”……我有意写下屈原与邵阳可能
有过的这么一点点关系，但我绝无心
想为屈原再去争一个什么“故乡”。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屈原的故乡，很有可能是无处不在的！

（易重廉，曾任邵阳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副主席）

思想者营地

屈 原 的 故 里
易重廉

“清不起”，分不清。蔸蔸尖尖，指
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茎。蔸蔸这
里指黄瓜连着藤的那一端，尖尖指黄
瓜不与藤连接的那一端。俚语本义指
睡到半夜起来采摘黄瓜，分不清哪端
是蔸蔸，哪端是尖尖，看到黄瓜就往篮
里拽。比喻从中途插入某件事情的处
理或某项工作中，不知道事情的来龙
去脉，一是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二是可
能做出不适当的行为。

在过去，武冈区域只有白皮黄瓜
（青皮黄瓜是二三十年前从外地引进
的），这种黄瓜蔸蔸、尖尖大小差不多，
且不长，所以粗看很难分出头尾。这是
其一。其二，人睡到半夜起来，迷迷糊
糊的，也无心去分辨蔸蔸和尖尖，见白
色的就往篮子里拽呗，黄瓜藤拉断了
也懒得管了。用半夜起来摘黄瓜，来形
容中途参加到某些事情中去的迷茫，
也是恰如其分的。俚语用“半夜”，也是
暗合“中途”的意思。很多领导调换到
一个新的岗位，到任伊始，就指手画脚
地瞎指挥，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就是

“半夜起来摘黄瓜”的典型表现。
外地有类似的歇后语，如“半夜

摸黄瓜——不知头尾”。这个歇后语
与本俚语有相同意义的一面，但没有

本俚语形象细腻，含义也没有本俚语
深刻——“摸”太轻柔，没有迷糊中摘
黄瓜时乱扯的情节和含义。

绊筋股

绊筋，指某处肌体组织韧带多
而交错，不易理清，也不易啃咬。股，
本义指大腿，这里借代指人。本俚语
指某人为人处世不通情达理，胡搅
蛮缠，无理要说出个有理。本俚语使
用的是一种借喻加想象的修辞手法:
把那些极端自私、蛮不讲理的人，比
喻成动物身上某些韧带多而交错的
组织，理又理不清，嚼又嚼不烂，以
突出“绊筋股”的胡搅蛮缠劲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绊筋股”不
是恶霸，也不一定是坏人。他也似乎是
站在“理”上，只是他讲的都是一些常
人难以接受的歪理。而且，他不会跟着
你的思路来，只反复强调他的理。你
拿他没办法，只好让步吃亏。本俚语
有贬责的感情色彩，但又不是纯贬义
用语，重在描述他人的不良个性。

另外，本地把小孩子爱哭闹，特
别是因身体不适时的哭闹也叫“绊
筋”，但不加“股”。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半夜起来摘黄瓜——清不起蔸蔸尖尖
（外一篇）

许文华

“清早起来唱山歌，歌声飞到对面
坡；妹在那边把歌接，哥在这边乐呵
呵；两人何时在一起，共同来唱新生活
……”每当清晨，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山
歌便在堂兄禾堂坪里唱响。山歌声划
破静静的晨空，唤醒了“山神”，唤醒了
甜梦中的乡亲。

堂兄排行第三，名累，人称“累三
爷”。堂兄喜欢编山歌、唱山歌，乡邻又
叫他“开心宝”。堂兄的山歌唱了几十
年，唱乐了乡亲，唱富了家庭。

以前，堂兄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四
间破土坯房里。外间做饭，里间睡，遇
上阴雨天屋子里一片黑，几间屋子都
像关兔子的笼子。堂兄结婚后便另起
炉灶，砌了两间土砖房。房虽然建起来
了，却背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一天，
堂兄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冲里砍“豆拎
棍”卖。清晨，他便背着星星，踏着月
亮，腋下挟根扦担，一边用柴刀敲着扦
担，一边唱着山歌：“一曲山歌唱天亮，
何时云开见太阳？守着几分田和土

……清早到晚忙不停，到头还是穷光
光……”当天，堂兄挑一担“豆拎棍”到
集市上卖了5元钱。

改革开放后，堂兄将责任田精心
耕种，3亩优质稻共收稻谷2200 多公
斤。家里还种了1.2亩尾参，仅药材一
项，年收入 8000 余元。日子渐渐地好
起来，家里有了余粮和存款。1992年，
堂兄将两间土坯房翻新成了三间红砖
房。新房落成的第二天清晨，堂兄在禾
堂坪里放声高歌：“一曲山歌唱天亮，
拨开云雾见太阳；春风吹来大地暖，山
村处处变了样；田土到户五谷丰，家家
户户有余粮；六畜兴旺鱼欢跃......”

随着新农村建设掀起高潮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一系列惠农好政策
接踵而至，堂兄家里的日子又上了新
台阶。这几年，他儿子儿媳在
广东某厂打工，小两口每月
收入在万元以上。堂兄一边
带孙子，一边担任村环保员
工作，每年收入 5000 多元。

2022年2月，他儿子从广东带回了一
张房屋设计图。当年12月，堂兄新房
落成的那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只
见三间四层小洋楼巍然耸立，前面阳
台上那烫金的“幸福家庭”四个字璀
璨夺目。地板砖、PVC装饰板、木质墙
裙等，屋内的一切都显得高贵大气，配
套的厨房、洗澡间、卫生间、太阳能一
应俱全。

“要不是党的政策好，做梦也冇想
到建第三次房啊！现在老百姓种田不
但不要交农业税，而且国家还给农民
粮补钱。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还能领
到国家发放的养老金，老百姓真是太
幸福了！”堂兄说着，又向乡亲们唱起
了他改写的山歌：

“一曲山歌唱天亮，大地普照红太
阳……漂亮楼房排成排，家家户户有存
款；水泥公路通村院，农特产品过海洋；
惠民政策富农家，真心感谢共产党！”

（石颂军，任职于新邵县陈家坊镇
黄山坪学校）

山 歌 声 声 颂 党 恩
石颂军

儿子以超分数线20多分的成
绩考入了一所省属重点高中。我送
他报名时，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全
校1800名新生，他的成绩排在1300
多名。当时，我对自己初中时段“放
养式”的教育真有点后悔了。我便再
不敢大意，找到他的班主任钟老师
商量对策。钟老师也只能答应走一
步看一步，慢慢来。

我却感觉不能慢慢来了，慢
不起呀。在安顿好儿子后，我就告
诉他，老师说你还行，不是最差
的。接着我又慎重地对他说：“孩
子，中考失利爸爸也有责任，是我
大意了。但是爸爸始终相信你的
智力是一流的，只要努力，一定会
有一个大大的惊喜。高中了，爸爸
妈妈不在身边，我相信你做得
到。”说完我又使了一个狠招，和
他做了一个三年的约定，他只管
努力学习，我也保证不偷懒，多写
东西。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从此，我便雷打不动地每个
周末都要和儿子视频通话五到十
分钟，“汇报”我一周的情况，告诉
他这一周里我看了哪些书、写了
什么样的文章，他也会说说他的
情况。开始，儿子基本上是问一句
答一句，慢慢地主动跟我说起了
学习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的新生
活，他的老师、同学等等。我知道
儿子慢慢地在变化，在朝着我们
期望的方向变化。

果然，两个月后我从钟老师
口里印证了我的判断。儿子变化
很大，不仅成绩进步显著，而且很
快融入了陌生的班集体，由最初
的内向变得阳光开朗。当年的期
中考试，儿子在全校排名 900 多
名，而到期末，成绩上升到600多
名。家长会上，钟老师的一句话让
我放下心来。他说，孙老师，你儿
子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儿子真正的爆发是在高二年
级，不仅个头蹭蹭地往上蹿，成绩
也在蹭蹭地往上蹿。高二选科前，
我又去了一趟学校，和钟老师制
定了一套专门针对我儿子的学习

方案。回家时，儿子送我和他妈妈
到车站，我告诉他，班主任及所有
的科任老师对他非常满意，同时
也许诺我将继续努力，努力履行
我们的约定，做好他的“陪练”。为
了当好“陪练”，我放弃了所有的
杂事，除了教学就是看书写作，这
样每两周一次的视频（高二，儿子
提议把每周一次的视频改成了每
两周一次），我都有“材料”可说。
儿子呢，每次也同样有不同的惊
喜告诉我，比如当上了学习委员
啦，月考又前进了多少名次啦等
等。这一年，儿子在省毕业会考中
进入了学校的前 150 名，并且被
评为了学校的优秀团员、“三好”
学生，获得了多项荣誉。我这个

“陪练”呢？也总算没有辜负自己，
这一年，我在报刊上发表了诗歌、
散文作品十多篇，并且被评为《邵
阳日报》的优秀通讯员，加入了邵
阳市作家协会。我从视频中也看
到了儿子的惊喜，似乎我这个爸
爸在他心目中也越来越高大了。
时间到了高三，儿子继续保持了
前进的势头，成功进入了学校的
前百名。直到这时，我的心才算稍
稍安定了下来。

没想到高考时又有一个小插
曲。高考前一周，我问他要不要我
们去陪他，他说不用。但是我听出
他的声音有些异样，于是便和钟老
师联系。钟老师才告诉我们儿子感
冒了，一直不见好。这可怎么行？偏
偏我也是任教毕业班，无法脱身，
于是我只好让妻子去学校照顾他。
我焦急又高兴，儿子终于长大了，
知道自己承担了。还好，在他妈妈
的照顾下，儿子的感冒虽然尚未完
全康复，但总算没有太大影响，终
于顺顺利利地完成了高考。现在，
回想起儿子的高中学习，回想起我
们三年的约定，颇感欣慰。是我们
的约定给了我们信心与力量，让我
和儿子获得了双丰收，让我们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孙必武，新邵县巨口铺镇
五星小学教师）

我和儿子有个约定
孙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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