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湖南国保》
征文启事

50 万年前，先民便在湖南繁衍生存。一代代湖南人，用勤

劳与智慧，将这片土地变成了家园乐土。从远古的石器，到宜

人的稻香，再到楚风浸润、耕读传家；从近代思潮的激荡，到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星火燎原，这片土地上镌刻了太多足迹。

散布于三湘四水的 229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湖湘

50 万年历史的缩影。它们汇聚成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展

现着湖湘大地的人文繁盛。

继《千年学府探文明·走读湖湘书院》之后，从 2024 年 10

月起，湖南日报《湘江副刊·潮头》将开设《你好！湖南国保》栏

目，现向广大读者征稿，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及石刻、近现代纪念建筑、其他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精选 10

篇左右。

稿件要求：实地踏访三湘大地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走读湖湘书院》已发单位除

外），以文化散文的形式写作。稿

件字数要求：2500—4000 字。投稿

邮 箱 ：xiangjiangzhoukan @163.

com，来 稿 请 注 明《你 好 ！湖 南 国

保》专栏。

扫描二维码可见 229 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或可使

用微信小程序“斯飞坐标”搜索您

附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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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观潮
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楚长篇小说《云落图》，以深沉

而富于创造力的笔触，叙述一个叫万樱的四十岁普通

女人故事，写出了无父时代的精神图腾。小说灌注作

者“天真且伤感”的情绪，打开了“县域宇宙”，让读者

的审美视点，再度投射到“小众”层面。

文学小众，看似很难形成多大的气候。事实上，小

众拥有足够的能量，能让文学充满烟火气息。至少，文

学的底座，坚实而厚重。

小众土壤，处于从民间到官方、从乡野到都市、从

传统礼俗向现代规则过渡的中间地带。文学“小众”以

其性情的同理、目标的同一，容易形成“蚁群”阵列，从

最熟悉的地带出发，展现集团冲锋力量。

文学常常处于是非之间的宽阔地段，像伸展出去

的枝杈那样没有来由的曲折和交错。这就是自然法

则。

12 年前，每逢周末，我总邀上两位志同道合的文

友到茶楼喝茶，以洞庭大湖文化为背景，聊小说创作，

摆脱一隅的狭隘，不断受到启发。几年之后，又有五位

小说作者加入，偶尔有文学名家客串，非正式讲座，面

对面剖析作品，形成了一定品位的“文学沙龙”现象，

取名“南庭小众”。

暑去春来，云起云落，“南庭小众”——洞庭湖边

最底层文学舞台，如同《云落图》中的万樱，落入画卷

中极易被人忽视，唯有心细的观者，可能发觉其存在

的意义和价值。“南庭”以低音部氛围、长调与散板结

合，呈现大时代的光鲜与褶皱，表现出现喷发之势。出

版长篇小说 8 部，中短篇小说见《当代》《中国作家》《山

花》《长江文艺》《芙蓉》等数十家文学期刊，部分入选

《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刊。多部作品在全

国文学创作大赛获奖。

叙事简约、超脱，行文有如海明威式的电报语言。

这是一级作家球哥的风格。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优秀

作品，吸纳了许多文学本真的理论营养，尝试从文本

上寻求突破，寻找属于洞庭湖区的文化坐标。以《稻草人》《青铜闪电》

《钉螺》代表作品，用最直接的叙事，切入人的精神向度和价值维度，让

作品充满洞庭湖水的灵性，湖畔泥土的厚重。

潘琪是湖湘文坛极富个性的小说作者，他忠实批判现实主义风格，

语言冷峻、犀利，充满善意的刻薄以及诙谐幽默的情调。《绿咖啡》《纸花

翎》《奔跑的蚂蚁》等，用沉着细腻的文字，耐心讲述湖区人故事，以悲悯

情怀，透视底层人物面对生活困顿的勇气，面对危机的睿智，以及对浩

荡世界的善良和宽容。

“南庭小众”是个微光闪烁的小世界，却也折射出炫目的光柱。林啸

的系列长篇小说，截取东洞庭湖生活场景某个断面，创造具有强烈冲击

力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趣。他的小说屡屡获奖，或改编成影视作品。

杨震是一位探索型作者。他的小说运用意识流、科幻、魔幻等手法，

带来一些异质感与陌生感。在意识流写法上，以跳跃式推进，突出文本

创意和艺术创新的个性。

陶利崇尚沈从文、汪曾祺，给人间送小温的创作理念，从平淡生活

小事中寻找小说的意象或意外，呈现给读者。从生活本源上精挑细选，

从人物情感深处高度提纯，在文字运作拿捏精准。

黑格尔《美学》说：“史诗以叙述为职责，就须动用动作（情节）的过

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

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

事迹。”张晓根的长篇小说《唯一结局》，参悟了这个说法。运用东方式美

学理念，讲述市场监管干部坚守职业操守的动人故事，透视小众社会人

生百态，人情冷暖，具有强烈的生命痛感和现实关怀。

当下文坛女性作家，往往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以女性独特的感悟

和体验，展现女性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这类作品，或多或少带有作家

本人影子。万萍霞不同。丰富的职业阅历、多变的命运以及不甘向生活

屈服的倔犟，使她对女性生活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注解。她写出女性通

过惊心动魄的谋生或谋爱过程，找到自己的归宿，给人以春阳般的鲜亮

和温暖。

经验写作在麦冬心目中没有多少位置，但“小众”情结在她心眼牢

牢扎下了根，一直试图从生活的本色上用情谋划。父母在镇上做生意，

少年时候，她目睹镇上人生活的林林总总：从早到晚不停歇的琼瑶剧，

噼里啪啦的麻将声，楼道间夫妻的对骂……生活荒芜平淡的外在下暗

礁林立，少小心灵深谙小镇人艰难谋生的辛酸和心里的苦难。她笔下的

小镇叙事，仿佛星空下一缕闪烁的亮光。

纵观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延伸和扩展，从张楚《云落图》书写的小众

人生，到“南庭”的小众文学，说明一个道理，一片微光可能照亮不了整

个夜空，但是，源于生活富氧层的文学，且以执念之心痴情守望，必定迎

来漫天的灿烂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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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2005 年，临澧一中实行了整体搬迁，从道水书院

的旧址搬迁到九龙路 558 号。我们的车行至拜塔山

下，到达九龙路和翰林路的交会处，临澧一中宏伟而

开阔的大门出现在我眼前。

一座新时代的数字化智慧校园，建筑规划有序，

道路四通八达，校园干净整洁，校内绿树红花，风景

如画。八月下旬，临澧一中的新学子入校，正进入紧

张的军训中。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这群年轻学子青

春洋溢，他们身穿迷彩服，齐声呐喊，仿佛要让道水

书院逆水而上，进入另一番风华岁月。

我一心想找到道水书院的旧址，师友们建议我

先去原临澧一中（现为临澧三中），说不定能找到曾经

大名鼎鼎的奎星楼、龙潭堰和讲堂。龙潭堰在旧址西

北面，奎星楼在东北角，但老奎星楼早已消失，不留只

砖片瓦（后来，我在道水边的柳林湿地找到新建的奎

星楼，阁高三层，周围芦苇漫地，鸟雀乱飞，但道水流

经，十分秀美）。我在体育馆旁边找到一个池塘，传说

就是当年的龙潭堰所在，但早已不复当年的景象。我

依着师友的描述一一想象东边的讲堂，曾经两排乌

瓦木壁的木屋早已消失在时光的背面。

我开启这一趟寻找道水书院之行，起因是黎大

志校长对母校一直念念不忘。黎校长是临澧人，七十

年代就读临澧一中，1977 年恢复高考成为考入湖南

大学的佼佼者，曾在湖南省多所高校担任领导职务。

他忆得当年情景：老书院式的教室古香古色；龙潭堰

满湖清碧、碧波荡漾。印象最深的是一中校门口钟楼

的钟声，声音洪亮清越，整个县城都听得到，成为那

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化记忆。那时他会演奏风琴，是乐

队主力，也是学校团总支委员。道水书院对生徒的管

理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准则，倡导“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一直沿袭下

来，也影响了那时的黎大志。师生们都对母校印象深

刻，情深意重，从事的都是教书育人和文化传播之

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临澧一中共出了六个

院士，他们是书院的半部发展史。黄宏嘉、刘更另、沈

绪榜、孙逢春、胡仕新、黄小卫，他们的事迹挂在临澧

一中大门口的展览窗里，激励着正在求学中的少年

学子。

临澧一中正大门前新修了一道文化墙，正面写

着“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发奋读书”。对着教学楼的

背面墙上刻着《劝学》和《临澧一中赋》。《劝学》的开

端写道：“学不可以已”，这是道水书院对莘莘学子的

深刻教诲。

2024 年，临澧一中在全国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

校党委书记陈德谦告诉我们：“这一届光是北大清华

的录取考生就有六人。”他娓娓道来临澧一中的建校

情况，“……是首批挂牌的湖南省重点中学，是湖南

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十年前，我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普惠式教育

的转型，本县有更多的学子来此就读，高考成绩经常

稳居常德市前列。自 2004 年以来，二本以上上线人

数显著提升，近几年稳定在 1200 人左右……”对于

优秀学子，校长酉世明如数家珍。

临澧一中即将迎来 220 周年的校庆，学校正在

大搞建设，欢迎远道而来的学子们回家。在学校的西

北角新开挖一处荷花堰（师生们称其为龙潭堰）。初

秋荷叶田田，荷花竞放，粉白相间，香飘十里。

酉校长还认真地指给我们看：在高高的拜塔山

顶，一座新的奎星楼正在规划中——三重八方楼阁

巍然耸立东北角，青石塔楼，六方窗口，额题“奎星

楼”。上为，当合“状·会·解”三元之势。楼阁前有一条

清碧的道水，它晖映着两百多年来道水书院闪烁的

群星。

道水书院：奎星楼前群星闪烁
谈雅丽

简介

道水书院，位于常德市临澧县。在道水之滨，奎星楼

旁。清嘉庆九年（1804 年），知县张在田在县城东关内首

倡建立。1915 年书院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现为临澧县

一中。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曾任孙中山临时大

总统府代理参军总长的林修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林伯渠，著名作家丁玲，原清华大学教授黄佑昌，教育家

辛树帜，革命军人黄鳌等。

一

临澧自古为荆楚之域，歌山画水，钟灵毓秀。战国有

赋体文学的开山鼻祖、浪漫主义诗人宋玉；晋有“囊萤夜

读”的一代名相车胤；唐有流芳百世的诗人李群玉；元有

著写华章《道源桥记》的太守揭曼硕；明有著书立说的两

尚书李充嗣、李如圭。

历代文脉赓续，尤以道水之畔为盛。澧水九条支流，

道水为九澧之首，贤才辈出，代不乏人。民国以来，“为国

勤劳，屡建奇绩”的民主革命先驱林修梅，“延安五老”之

首的开国元勋林伯渠，被毛主席赞为“文小姐、武将军”

的文学巨匠丁玲，“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中国科教界

榜样辛树帜，两院院士黄宏嘉、沈绪榜等，这些名人志士

皆与道水之畔一座古老的书院紧密关联，他们曾求学于

此，耕读其中，奎星楼前，群星闪烁，这所著名的书院就

是——道水书院。

1915 年，道水书院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成为临澧

一中的旧址所在地。220 年的栉风沐雨，教学育人，道水

书院承继“学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其将才辈出，

桃李满天下。

金秋时节，恰逢临澧一中筹备庆祝建校 220 周年，

我跟随临澧一中学子重回道水之畔的这所名校。当我站

立在奎星楼前，听师生们共话情谊，并有幸拾得关于道

水书院一段珍贵的历史。乃知在静静流淌的道水河边，

一颗快被世人遗忘的珠玉，曾熠熠生辉于寰宇中。

清嘉庆九年（1804 年），安福（现临澧）知县张在田首

倡在奎星楼下创办道水书院。据清同治《安福县志》记

述：“道水书院，旧在县治东文昌阁前。嘉庆九年，邑令张

在田倡捐廉银创建。中开讲堂，左右为斋舍十四间，厨房

二间，堂后亦列东西斋舍。中建文昌庙与奎楼试院，同时

落成。”“张在田，号鹤峰，盂县举人，嘉庆八年知安福县

事，性刚直，双目澄碧，俨望生畏，且清心寡欲，礼士爱

民。续修奎楼，新建考棚书院，自经始以至落成，不以案

牍辞劳”。张在田品行高尚，倡建书院，是道水书院的第

一任山长。

县志中提到奎星楼的续建，用续建二字说明选址时

奎星楼已在。稽史溯源，奎星楼为安福蒋家十六世大玺

公等倡修，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民谣曰：

“城东门上有个魁星阁，都说拜了它能中状元”。将道水

书院建在奎星楼下仍是众心所向，这是一块公认的风水

宝地。当时修建讲堂、斋舍共 16 间，道水书院正式开始

了教书育人之道。

清代以前，书院多系学者传播学术、发表政治主张

的场所。从清代中叶起，书院变为科举考试的就读之所。

道水书院设山长一人，由县绅推荐，县署任命；教师由山

长礼聘。学规仿《白鹿洞学规》制订为五常、学序、修身、

接物若干条，并规定招生名额、考课日期及奖惩等。教学

形式一般为分别点读，清末逐步改为分班讲课。教学内

容大致有《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试贴诗，正楷小

字、大字等。教学方法，分个别指导与集中解答疑难问

题：大堂讲课、互相讨论或辩论。考核学生，分师考（每月

初一、十五各一次）、官考（每月一次）两种，成绩优异者

发奖。

从史料可知，道水书院山长的任命多是官请或公

推，山长学问渊博，德才出众。有举人谭敬斋、刘守坤、刘

荣干、吴庆珩，贡生洪镜予、林鸿仪先后担任书院山长。

刘守坤先中举人后中进士，生平著作甚多；刘荣干为其

子，担任过国子监学正，濂溪书院的山长，皆声名远扬。

1907 年春，随全国成立“劝学所”兴办新式学堂之势，时

任安福教谕的知名人士余见龙在原道水书院旧址创办

四年新式小学堂，即官立安福学堂，并亲任校长。

随着道水书院的声名日盛，不断有人捐资修缮。书

院不断重建、迁建，并数易其名。我在临澧一中的校史中

查到：1907 年，道水书院改名为官立安福学堂；1915 年，

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1946 年，在教育学家、生物学家辛

树帜的倡导下，国立十一中从武岗迁至临澧，遂改名为

湖南省十四中；直到 1958 年，才正式命名为临澧一中。

自 1804 年创办道水书院至 1915 年官立安福学

堂易名临澧县立一中，共计 111 年的办学历史，学校

培养了张鼎元、陈盛沿、黄道让、彭化龙等多名进士，

58 名举人和 57 名贡生。民国前后，更有林修梅、林伯

渠、丁玲、黄佑昌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随

后，乘全国成立“劝学所”兴办新式学堂之势，官立安

福学堂兴办，培养了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教育

学辛树帜等学子。

师生们带领我来到丁玲故居和林伯渠故居，我在

墙上的照片文字中找到了道水书院的一些细节。光绪

二十二年 (1896 年)初，林鸿仪被推选为山长（林鸿仪

是林伯渠的父亲，林修梅的叔父）。林鸿仪曾在武昌博

文书院肄业,后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走京师，

入太学。他是一位思想与时俱进的开明知识分子。戊

戌维新失败后,他无意为官,毅然回乡办私塾从教。

林鸿仪为山长后，对书院进行全面改革，他调整

教师，充实设备，使之出现一片生机。他思想开明、眼

界不凡，既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研习过天文、地理、数

学、矿物等西学。他用近似于苛刻的学教，培育林家

子女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助他们成人成才。他任山

长期间，林修梅和年幼的林伯渠都在道水书院就读，

林鸿仪教他们习文做人的道理。林伯渠后来写道：

“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鉴于书院文风空疏腐朽，林鸿仪提倡经世致用

之学，认为治国不仅仅在于礼乐刑政，尤应充实府

库，节用爱民，首次教授经学，他选《管晏传》《商君

传》《贾谊传》《王安石传》《张居正传》；编《励志文选》

《励志诗选》《励志曲选》，供学生诵读。他讲授四书，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先授《孟子》《论语》，次及《大学》

《中庸》，开创辛亥革命前教学的先河。

林伯渠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慨叹：“日本国……

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

（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

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

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维新运动失败后，科

举、八股之风卷土重来，林鸿仪既鼓励林伯渠攻读古

籍，又督促他读新书、求新知，在儿子的思想中种下

了“随势前进，择善而从”的种子。少年的林伯渠眼见

祖国大好河山满目疮痍，在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过

程中立志为振兴中华奉献终生，后来他留学日本，在

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在革命实践

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鸿仪的执教，道水书院的培育，对林修梅和林

伯渠精神世界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道

水书院还造就了澧州黄道让、于若愚、黄右昌等近现

代中国知名的人才。

参观林伯渠故居后，我们拜访了丁玲故居，有幸

地成为了其新修文化墙的首批观众。我站在砖垛砌

成的丁玲书卷前回望那段历史。道水书院改为安福

小学堂的早期，林伯渠的夫人伍崇贤女士和丁玲的

母亲余曼贞曾先后在道水书院躬耕从教并担任校

长。幼小的丁玲随母就读。余曼贞颇具民主思想，主

张女子自强自立。她送孩子读书，自己也读书交友。

在丈夫去世后入常德女子师范学堂就读，改名蒋胜

眉，有“不让须眉”之意。丁玲的小说《母亲》，便以母

亲为原型记述了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从一个旧式

女性成长为倾向革命的进步女性的过程。母亲的勇

敢与开明影响了丁玲性格的养成，也许正是道水书

院的生活和求学历程，使丁玲成为“作家、斗士、女

性”，成就她“文小姐、武将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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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一中。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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