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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志魏进达

大约在光绪六年（1880）前后，时任陕
甘总督的左宗棠为隆回金潭已故老人魏
进达撰写了墓志铭。铭文收录在《金潭魏
氏三修族谱》之中。

铭文是应魏进达的儿子魏炳蔚之请
撰写的。这个魏炳蔚，与左宗棠可有交情
了。咸丰末年，左宗棠一开始领兵作战，魏
炳蔚就随同他转战豫皖浙闽各省。左宗棠
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时，特意向同治
皇帝上疏，请求选派魏炳蔚赴陇，为其出
谋划策、办理官方文书等事务。可见左宗
棠对魏炳蔚是何等信任。

从左宗棠所写的铭文可知，魏炳蔚的
父亲魏进达，字子莹，是魏源的堂弟。魏源
出任江苏高邮知州时，约他前往帮办盐
务。魏进达兴利除弊，干练利索，凡事井井
有条，受到上下一致称道。可是，当上司准
备重用他的时候，他却对魏源说，他对仕
途不感兴趣，只想回家去课子教孙。他就
这样回了老家。修仁讲义、淡泊名利、自奉
朴俭的魏进达，却隆礼师友，被人比作东
汉的陈寔和三国时的王烈。

左宗棠写好墓志铭后，魏炳蔚又请太
子少保、兵部侍郎曾国荃为其父亲的墓志
篆盖，再请在左宗棠幕府共过事的书法
家、西安府知府郑子兆书丹。

赏识萧人彦

萧人彦（1830—1886），又名代灿，是
隆回县周旺铺杨林萧家人。他从小志向远
大，聪敏好学，尤其喜爱读书吟诗，一捧上
书本，往往废寝忘食以至通宵达旦。祖母
罗氏催促就寝时，他就熄灯上床；等祖母

睡熟以后，他又起床诵读。祖母看到如此
勤奋好学的孙子，多次高兴地说：“将来能
够继承祖业、光耀门庭的，必定是你这个
孙儿了！”

萧人彦果然不负厚望，学问长进很
快，28 岁入了县学，34 岁中了举人，44 岁
考取内务府所属官办学堂之一的景山官
学教习。然而，志向远大的萧人彦并不满
足于此。由于仰慕一代名宦左宗棠，他不
留恋在京城内务府从教的优厚待遇，借游
学之机，前去拜访了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与萧人彦一番交谈之后，觉得
他才识非同一般，特别是他那不同凡响的
口才，敢于指摘时弊的胆识，更令左宗棠
惺惺相惜。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了一道
奏折，将萧人彦以知县保奏、留甘补用，其
实是想将其放在自己身边当幕僚，协理

“陇右肃清”事务、主办文教事宜。当时署
理甘肃平庆泾固道，肩负平凉、庆阳、泾
阳、固原等地军政重任的魏光焘，在平凉
重修了毁于战火的“柳湖书院”，向左宗棠
请求调萧人彦去担任山长。左宗棠说，让
他去担任一个道府书院的山长，怕是有点
大材小用。魏光焘说，这个岗位的确委屈
了我这位老乡仁兄，但书院重新开办，万
事开头难，非大材难当此任。左宗棠只得
答应了他的请求。

主掌柳湖书院数年后的一天，左宗棠
进京就职路过平凉，专门去书院看望萧人
彦。交谈间，左宗棠动情地对萧人彦说：让
你屈居这个岗位很久了，跟我一起进京
吧！萧人彦为左宗棠的赏识知遇之恩深深
感动，但他联想起当初在左宗棠身边，因
自己性子太清高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
批评他人不留情面，虽然与左宗棠很合脾

气，却为一些同僚所不容，有时也间接地
让左宗棠为过难。想到这里，萧人彦说：

“左公一片深情厚意，萧某深谢了！但我这
人只适合读书，不适合做官，还是让我回
湖南读书吧！”左宗棠见萧人彦言辞恳挚，
归乡心切，也就遂了他的心愿。

联落游氏家

1988年4月，隆回县文物所负责人袁
百千在金石桥镇（原高洲乡）搞文物调查
时，听马过桥小学校长陈启常说，他的一
位亲戚游永藩收藏了一副左宗棠亲书的
七言对联。袁百千便约上陈启常，来到马
过桥村游永藩家，征收了这副对联。

说联“落”游氏家，是因为这副对联没
有上款，是否左宗棠赠送，不得而知。这副
对联的上联是：“有时出敦行芳草”，下联
是：“长日临池看落花”。落款“左宗棠”三
字，并钤有两枚篆印。

《中国文物报》刊发了游永藩捐献对
联的消息后，学术界就联中的“敦”字展开
了一场争论。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

“敦”是“郭”的误写。二是认为“敦”在此读
duì，盛黍稷的器具。“出敦”即拿着器具
出去收获谷物，与指在家练习书法的“临
池”相对。三是认为，“敦”通“屯”，引申为

“军营”，“出敦”即“走出军营”。
笔者认为“敦”是“郭”的异写体，并非

笔误。因为联语出自唐人戴叔伦《寄刘禹
锡》诗中的现成诗句：“有时出郭行芳草，
长日临池看落花。”古代有把“郭”写成

“敦”的先例，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如系
笔误，左宗棠应该不会署上名并加盖两枚
印章。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煮酒论史

左宗棠与隆回人的故事（下）

陈扬桂

此俚语指要能够包容、让
步，才能相处在一起。

人长时间相处在一起，
有时会产生矛盾；而且相处
的时间越长，各人的缺点就
会暴露得越多。有时，在利益
上也会有矛盾，比如在交往
中谁付出得多、谁付出得少。
如果彼此斤斤计较，不能包
容，不能谦让，这个“堆”就会
瓦解、分裂。

本俚语的产生和运用，体
现了武冈人民与人为善、宽大
为怀的好品质，也体现了武冈
人民处事的理性。

“吃呱茄瓜数蒂朵，

自己不数数别个”

呱，武冈方言读guà，相
当于助词“了”。茄瓜，茄子。蒂
朵，指瓜果与茎、枝连接的组
织。此俚语本义指，几个人合
着一堆茄瓜共同吃，茄瓜吃完
了，结果发生关于谁吃得多、
谁吃得少的争执。因为茄瓜蒂
朵一般是没人吃的，于是就提
出数各人吃茄瓜时掰下的蒂
朵，看谁多谁少。结果每个人
为防止别人隐藏茄瓜蒂朵，都
抢先去数别人的，而不数自己
的。引申为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只看到和指责别人的过失或
缺点，不去反省自己的过失和
缺点。

本俚语点出了“自己不数
数别个”的现象，以达到批评
这种现象的目的。为什么“自
己不数数别个”？因为人对自
己的过错总是容易包容，而对
别人的过错总是明察秋毫。本
俚语揭露和批评的，正是这种
恕己律人的不良品性。

“吃呱桐油呕生漆”

桐油，油桐的果实榨出
来的油，用途很广。生漆，漆
树树干的皮割开后流出的树
脂，乳白色，跟空气接触后逐
渐变红色，最后呈褐色，这里
借以指血。

此俚语的本义指，吃了桐
油，由于难受，会让你恶心呕
吐，以致由于肠胃的剧烈痉挛
会让你吐出鲜血来。引申为占
了不该占的便宜会让你付出
更多，以致赔了老本。

桐油也是油，以为（价贱
或不需付款）吃了就占到便宜
了。谁知吃进肚里，让胃非常难
受并产生剧烈痉挛而呕吐，甚
至会吐出血来。本俚语不直接
说是“呕血”，而说成是“呕生
漆”，显得生动而不刻板。

“吃井水不分你我，

一分钱打烂脑壳”

此俚语本义指，很多人共
着一口井饮水，井水不分是你
的还是我的。但钱就不同，必须
分清楚是你的还是我的，有时
为分清一分钱是你的还是我
的，会打架拼命。引申为如果资
源取之不尽，人们不会因占有
而发生纷争；如果资源有限，人
们会为有限的资源拼命争夺。

“一分钱打烂脑壳”，不纯
属夸张的手法，曾经一分钱也
能买较多的东西。现在，人们
看到地上有一分钱、一角钱都
懒得弯腰拾取，原因就是生产
力大幅度提高了，大家富有
了，为“小钱财”发生争斗的情
况也越来越少了。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吃得亏，才打得一堆”
（外三则）

许文华

长沙名胜天心阁西门门
楼上，有一副由叶圣陶先生书
写的对联：“天高地迥；心旷神
怡。”联对不长，却非常显目，
可你知道这副对联的作者是
谁吗？他的作者就是洞口县高
沙镇人士、曾任湖南省文史馆
馆员的曾光炎先生。

光炎先生出生在一个贫
寒农家，从小顽强自学，打下了
坚实的古文基础。光炎先生平
生忠厚老实，他的文也是“老老
实实的货”，含金量因而特高。

《邵阳文库·曾光炎集》中收集
的他的诗、联、文，极具价值。就
拿旧体诗词来说，我认为，能理
解诗词是一个层次，会做诗词
是一个层次，做好无疑就是更
高的一个层次。光炎先生对于
旧体诗词有着透彻的理解。在

《给许固内弟书》中，他说道：
“作诗要注意诗眼，诗眼乃诗句
之重要点，如人之有目……古
人谓诗眼五言诗在第三字，七
言诗在第五字，此不尽然。如五
言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

城’，工在第二字；‘青山横北
郭，白水绕东城’，工在第三字
……大抵诗句之中，以一字见
工，即为诗眼，不限定在第几字
也。”从这些独特的见解中，可
见光炎先生对古诗文的阅读
之广，理解之深。

正是凭着他的文字特长，
而立之时，他成为黄埔军校武
冈分校书记官，后担任校主任
秘书。光炎先生颇为关注民
生，所以他所写的文字，诗词
以外，绝大多数所记述的是他
亲历亲闻的普通人的故事。

在光炎先生的文字中，还
有一部分是记述地方民俗的。
光炎先生用现场“导游”的方
式，极为详细地记下了这形形
色色的民俗民风，读来让人有
身临其境之感。

还有，他对蔡锷母亲生平
的记述，亦极为珍贵，在此不
一一展开评释。只好请读者亲
自阅读，领会其中的堂奥了。

（杨运焰，武冈人，湖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文 字 的 分 量
——读《邵阳文库·曾光炎集》

杨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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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来到女儿所在
的大学。可是一打听，女儿已搬
家，在校外租房。我一听女儿竟
然擅自租房，就一肚子火，这个
鬼丫头一点也不为家里着想。
学校宿舍住得好好的，要租什
么房？钱多得没处花了吗？

在我的印象中，女儿从小
到大都很叛逆。比方说，我叮嘱
她学我的样，积极写作，投稿发
表，希望她走文学创作道路，争
取写出个名堂来。可她偏偏不
听我的话，反而劝我说：“爸，你
想把我塑造成你的影子，是不
可能的。女儿在许多地方不像
你，要我走你的路，我可能一辈
子也走不通的。”

然而，在我的眼里，女儿是
我唯一的骨血，有一种强烈的
责任感使我总是要求女儿听我
的话。我想要她走文学创作之
路，依她的天赋，我相信她会学
有所成，超过我的。临到高二分
科班时，女儿分在文科班。我又
拿出父亲的威风，叫女儿准备
报考大学中文系。可女儿冷静
地思考了半天，对我说：“爸，你
别逼我了，我虽然分在文科班，

但我是不会去报考中文专业
的。我想读英语专业，我觉得，
英语才是我的强项。”

女儿高考那一年，我在省
城一位小书商手下做杂志，心
里很替她担忧。女儿高中的成
绩一直徘徊在全班二三十名
之间，能考得起大学吗？我跟
妻子商量，想放弃打工，回家
辅导女儿学习。哪知女儿坚决
反 对 ，振 振 有 词 地 对 我 说 ：

“爸，你不用回来，更不用担心
我考不上大学。我会拿出实际
行动，证明你的女儿不仅要考
上，而且要考上我喜欢的重点
大学的英语专业。”

女儿说到做到。听妻子说，
女儿一心扑在复习上，每晚都
要学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
高考过后，成绩通知下来了，女
儿考取了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
英语专业。

我送她上大学的当天，就
给她打气，不要以为考进大学
就万事大吉，要给自己立下远
大目标，不断努力；希望你能
在读大学的同时，积极准备考
研，成为英语硕士生。可是，从
大二起，女儿又不听我的话
了，一意孤行地放弃报考母校
的英语研究生，而是要报考北
京一所著名学府的国际经济
贸易专业研究生。我说，你想
到没有，考你完全不熟悉的经
济贸易专业，意味着要从零开
始，而且要攻读深奥难懂的高
等数学。可偏偏女儿在数学这
门课程上，继承父亲的“劣根

性”，一直学不好。她要拿下大
学高等数学，可想而知，她考
研的道路有多艰难！

女儿说，她单独租房，就是
为了寻求一个安静的学习环
境。接着，女儿笑着对我说：

“爸，放心吧，租房款我早就准
备好了，不会花你们的钱。”原
来，女儿在暑假期间一边复习，
一边做家教，攒下两千多块钱，
付房租足够了。我一听，一种错
怪女儿的深深愧疚，将我的心
猛然扯痛。

翌年，女儿如愿以偿地考
上首都一所 985 大学的研究
生。不愿做父亲影子的女儿，她
的人生比父亲过得充实、精彩
多了。通过此事，我感悟到：有
时，父母放飞孩子，比束缚孩子
要明智、重要得多。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
作协会员）

放 飞 孩 子
刘绍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