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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清溪余波团湖澜，

万亩芙蓉映云天。

糜鹿披叶过洞庭，

仙鹤采莲栖君山。

自清惜叹早出生，

敦颐悔惋已成仙。

我等喜逢盛景游，

怡然欢欣乐无边。

桂花

八月桂花九月开，

老朽仍然喜心怀。

好似久别逢知己，

犹如居家出楼台。

嫦娥思桂喝酒去，

清照梦花写诗来。

高温无雨乱季节，

花开花落天安排。

梅花

庭院深处一片红，

流香惊艳压群雄。

迎年天空祥云飞，

报春地上碧无穷。

冰冻雪漫喜怒放，

风折雨摧仍从容。

多久未见人如织，

赏花群流多老翁。

银杏

又是一年冬叶黄，

我观银杏走四方。

西来湖北走马坪，

东到江苏连云港。

桐子坳里古群落，

太平山上树中王。

还有三株在眼前，

韶山大道新景象。

红枫

又是一年枫正红，

不知香山已然冬。

落叶曼舞西风起，

彩虹飞渡江雾浓。

爱晚亭观二月花，

云麓宫拜老树翁。

一生一世爱林木，

我视自然为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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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诗歌的蔓延是随着诗人的贬

谪和流放而延伸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代表性

人物之一。

王昌龄，长李白三岁，二者都是生时就负盛

名，李白被誉为“天上谪仙”，王昌龄被誉为“诗

家夫子”“七绝圣手”。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王

昌龄因一场官场风波“言事犯上”，由“江宁丞”

（江宁，今南京）再贬“龙标尉”。七年之后，即天

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大

赦天下，王昌龄终得辞官离开龙标，北上还乡。

可惜返程中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路

过亳州（今安徽亳州），无故被刺史闾丘晓杀害。

我寄愁心与明月

王昌龄幼时虽出生显赫的琅玡王氏，但家

境早已窘迫，“久于贫困，是以多知危苦之事”。

23 岁，他前往嵩山学道，历经三年的道家隐居式

生活。26 岁，他投笔从戎，心怀壮志西出长安，渴

望在边疆建功立业。几年的边塞生活成就了他

“边塞诗人”的称号。公元 727 年，29 岁的王昌龄

赴京城长安应试，考中进士，补任秘书省校书

郎，后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41 岁，因事

获罪，谪赴岭南。42 岁，遇赦北还。

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九月，51 岁的王昌

龄再次被贬。此时身在扬州的李白送上了千古

送别绝唱：“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

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春天从江宁沿长江上行，经安徽、湖北，在秋

天到达巴陵（今岳阳），上一次王昌龄来到巴陵，

是被贬岭南遇赦北还。如今时隔数年，心境完全

不同。“相逢楚水寒，舟在洞庭驿。具陈江波事，不

异沦弃迹。杉上秋雨声，悲切蒹葭夕。弹琴收馀

响，来送千里客”（《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节选）。

日落时分，蒹葭苍苍，王昌龄凝视湖面，回想壮

年时边塞的苍凉和广漠，似乎又回到了那片无垠的

大漠之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王昌龄在武陵（今湖南常德）遇见了桃花盛

开的春天，随后他乘舟向西南方向溯沅水而上，

抵达了辰州（今湖南沅陵）。在这里，他再度与司

马卢溪相会，推杯换盏间，王昌龄挥毫泼墨，留

下一首临别赠诗：“辰阳太守念王孙，远谪沅溪

何 可 论 ？黄 鹤 青 云 当 一 举 ，明 珠 吐 璜 报 君 恩 ”

（《留别司马太守》）。

一片冰心在玉壶

昔日王昌龄在江宁丞任上时，那里有一座

芙蓉楼，楼前花团锦簇，种满了木芙蓉。他曾与

夫人携手漫步于芙蓉花下，吟诗作赋，留下了无

数美好的回忆。而今，命运弄人，当王昌龄被贬

龙标的敕令传来时，因病卧床的妻子闻此噩耗

而气绝身亡，悲痛的王昌龄带上了一株寄托无

尽思念的木芙蓉，只身前往龙标。

在沅水与 水交汇处矗立着一座临江楼，这

里是龙标县衙的公房，也是初到龙标的王昌龄栖

身之所。自此，这株木芙蓉便被种在了临江楼前，

而临江楼亦被王昌龄改名为“芙蓉楼”。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

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

渐》）据当地方志记载，这首著名的七绝《芙蓉楼

送辛渐》写于黔阳古城，但是多年来许多研究家

认为此诗作于王昌龄任江宁丞的丹阳（今江苏

镇江市）。这首享誉唐朝诗坛的名作，后来也成

为江宁与龙标“笔墨相争”的文化标的。

盛夏的傍晚，诗人独自立于溪边。此刻，苍

翠的山峦与皎洁的明月给予了这沉沦一生的

“七绝圣手”无尽的力量。“沅溪夏晚足凉风，春

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

空”（《龙标野宴》）。

大概因早年务农加年过半百屡遭贬谪，王

昌龄对底层的百姓更多了同情心和亲近感。他

深入民间，实地考察，体察民情。公堂之上，他公

正廉明地处理着各类案件，“分判众曹”井然有

序；亲自参与并监督税收的征收工作，“收率课

调”精准无误。

作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并未止步于此，

除了在芙蓉楼内撰写《诗格》这部诗论著作外，

他还呕心沥血地创办了边民学堂——龙标书

院。

王昌龄被贬龙标，固然是王昌龄之不幸，但

却是龙标之幸、百姓之福，王昌龄在龙标八年，

“为政以宽，政善民安，被百姓誉为仙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对节义操守的信奉与对功业理想的执着，在

折磨王昌龄灵魂的同时，也支撑着他的灵魂。“莫

道谗言似浪深，莫道迁客是沙沉。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其八》）。

对于王昌龄而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故

旧与好友的来访，便如同节日般令人欣喜。在送

别好友归长沙时他叹息：“桂阳秋水长沙县，楚

竹离声为君变。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

见”（《送万大归长沙》）。

王昌龄虽“愁”但却并未陷入自怨自艾的漩

涡而萎靡不振，岁月沉淀中越发展现出惊人的

豁达与宽容。他用自己的经历与智慧，为同处在

人生至暗的友人们送上慰藉，试图劝导他们坦

然接受现实，积极展望未来。在芙蓉楼古树下送

别好友柴侍御时他说：“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

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送柴侍御》）。

他期待“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

（《送吴十九往沅陵》节选）；他相信“谴谪离心是

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送崔参军往龙溪》节

选）；他憧憬“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入

关”（《西江送越弟》节选）。

回顾夫子人生最后八年的贬谪生涯，他遭受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挫折，但这些困境并未

将他击垮，反而成为了他诗歌创作中的磨砺石，锻

造出了他更为深邃而富有力量的诗篇。

江舞

聚族而居，族皆有祠。在湘东炎陵县西

南边陲西草坪古村，我们拜访了这座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张氏祠堂。

祠堂正门上方匾额“张氏祠堂”四个大

字，入木三分，缓缓过滤着宁静的时光。

矗立的石碑上记载，张氏祠堂始建于明

代洪武元年（1368 年），一袭砖木结构的江南

民居风格。清朝乾隆年间的 1775 年，历经暴

晒暴雨暴风打磨的木棂、墙砖、瓦片已是四

处破损，族人自发出钱出人工组织修缮。

祠堂内的八根木柱大修时换用老荷树

立成。“敬祖宗仁义礼智信，佑儿孙文武忠孝

廉。”其中两根柱子上的楹联，与张氏家族代

代相传的族训“耕读传家，忠勇报国”，有着

异曲同工的血亲气息。

张氏祠堂列祖列宗牌位依次落座一方，

神龛香炉烟火兴旺。族人里一位民族英雄张

先甲尤为高光。清朝道光年间，张先甲被道

光皇帝封为任江苏太湖总兵，被授予建威将

军，赐一品顶戴花翎。

1874 年 8 月，张先甲在抗击外敌入侵战

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英勇殉国，时年 40 岁。

朝廷赞其忠勇，委派大臣护送其灵柩魂归故

里厚葬。

张氏祠堂“古”里透红。祠堂大小房屋错

综复杂，战争年代成为革命人士避险之处。

时任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长兼游击队政治部

主任的周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湖

南省委书记），遭到国民党队伍的围追堵截，

万分紧急之下，西草坪张氏族人掩护周里进

入祠堂，在厢房中藏身了三个惊心动魄的长

夜，并在确保不暴露目标的情形下为他送茶

送饭。

顺应时代节奏，西草坪村瞅准时机做大

“古”文章，争取支持，将紧挨张氏祠堂的一

栋民房，升级改造为“议事堂”，门、窗、柱、

栏、檐、梁、廊以及砖墙全盘仿古重现。前有

荷叶掩塘，后有群山卧龙，古祠堂议事堂更

显风水宝地的气势。

西草坪村议事堂议定的头等大事是议

学风，议家风，议族风。学风正了，家风清了，

族风村风自然旺。村里成立助学理事会，设

立奖学金助学金，连奖近二十年，几百人、每

人几千元地发奖，奖得人啧啧艳羡。

议事堂也议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地基分

界，红白喜事，戒赌儆盗，助困助老，规则挂

在墙面上，话题摆在桌面上，办与不办，成与

不成，对与不对，结果写在明面上。

动辄奖助几十万，真金白银从何而来？

张氏古祠堂有个约定，每年 8 月 26 日这天聚

会，既是族人祭祖，也是感恩纳主。捐钱的，

既有土豪大老板，也有政界学界文化人，还

有受过奖助后学业事业家业有成反哺家乡

的佼佼者。

作为西草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湘军心气更高。

西草坪村所在的鹿原镇，是中华始祖炎

帝神农氏安寝福地。

鹿原是炎陵的大粮仓。张湘军正是从种

粮产米起步，陆续出产山茶油、香菇、黄桃、

酱板鹅等几款香喷喷的美食。张湘军也因此

被各路媒体追着上镜，时不时地直播带货，

成了高山网红。

走红，不走心，更不能走失西草坪村的

一千多位村民粉丝。一个好汉多个帮，首先

得让村民帮得有底气。张湘军掏空口袋，取

空余额，免费发放油茶苗木，发放肥料，产出

的油茶籽保底包销。一免一保，村民人均收

入从最初的五六百元翻番至五六千元再到

如今的 1.5 万余元。

村民既是员工，也是原料供货人，既是

股民，也是村务监事人。随着分红数字直线

上升，张湘军却累弯了腰。他唤醒全村人，激

活田土山，把金紫峰做成了链接城市与乡村

的绿色食品品牌。

习惯于拾级而上去寻觅险

峰之上的无限风光，在茅岩河畔

的九天洞，却需要沿级而下。正

值流火的三伏天，火辣辣的阳光

下，一众行人被热浪驱赶着，直

奔洞里而去。

来到洞口时，一脉清凉陡然

漫过心坎，我停下步子，回首仰

望，只见头顶上露出一片巴掌大

的 天 空 ，天 空 上 蓝 得 如 一 潭 幽

泉，不着一丝云彩。站立的洞口

与地表有着近八层楼高的落差，

心生恍惚。

脚底生风，沿着青石板台阶

不觉已步入了另一个天地，远离

炎夏烈日，通体舒坦，脚步声犹

如两根伸长的触须，小心翼翼地

向地层深处叩问未知的隐秘。

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抬头一看，眼前豁然开朗。一个

空旷的厅堂铺开在面前，排列整

齐的酒坛一个个挺着大肚子，堂而皇之地占据了

大半地方。我听过“洞藏一年，胜窖藏三年”一说，

储藏是白酒制造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序，古人

发现洞藏过的酒馥郁芳香，味道比放在室外更加

醇厚，从此便有了洞穴藏酒的习俗。因为原酒密

封保存在山洞，时间一长，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封

闭、自创的微生物环境，这个微生物的环境影响

着原酒，使酒在自然静态的环境中自然升华。这

里正是进入九天洞的第一个天窗所在。洞门大

开，向客人奉上美酒浓烈的芳香。随着洞中的万

千气象依次呈现在我面前，那遍地生长的石笋、

造型奇特的石幔、层层叠叠的石钟乳，尤其是那

擎天挺拔的“世界最大的单体溶洞石柱”，无不让

人叹为观止，至若潺潺流水，通幽曲径，抑或空谷

回音，寂寂清风，一帧一帧的奇妙，仿佛就在下一

个拐弯抹角的地方静静地候着，给你一重接一重

的惊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

的诠释。

“中国溶洞奇葩”“亚洲第一大洞”“溶洞女

王”，赞誉加持，桂冠摩顶，显然都是有十足底气

的。250 多万平方米总面积的巨大规模，上、中、下

三层的复式结构；直抵地表以下 420 米的深度，

洞内平地山丘、湖泊阴河瀑布以及自生桥梁等等

众多天然构造景象；洞中堆珍叠玉般的千姿百

态，美不胜收。让人似乎身临翻版的“张家界”，武

陵源三千奇峰，居然在这里竞相妖娆。更有醇和

的酒香在石林间氤氲，醉美山水，徜徉其间，想那

“世外桃源”也就如此了吧。

奇秀幽野的九天洞，因有九个天窗与洞顶地

面相通而得名。那九个天窗，不正是溶洞的九只

眼睛吗？我想象着，一定是深埋地下的瑰宝，多么

期冀着能被世界发现，又是那么渴望融入外面的精

彩，它睁大九只眼睛，苦苦寻觅，痴痴等待，翘首以

盼。上世纪八十年代，桑植县一个叫王海然的探险

者在寻找地下水资源时偶然发现了洞口，由此揭开

了九天洞神秘的面纱，九天洞尘封已久的岁月开启

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走出九天洞时，经过一条悠长的隧道，隧道

两壁的布置独具匠心，闪烁的霓虹灯里，青山绿

水的浮雕和桃花盛开的图景，让我仿佛走在姹紫

嫣红的春天，而放飞的思绪依然在那奇丽的洞里

久久盘旋……

我伏下身。娘说，我自己走。娘说自己走

时，我紧绷的心略有放松。

接弟弟电话时，我不知娘摔得多厉害，

以娘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让家

里人打我电话的。有次搬柴火，被屋场里的

蛇咬了一口，娘都没吭声。弟弟电话里说，你

赶紧联系一下医院，娘摔了一跤，喊痛，吃不

下饭。我没敢问太仔细，匆匆请个假，就往人

民医院门诊楼赶。弟弟说，已经送过来了，你

在门口等就是。

二十多分钟后，妹妹白色吉普车过来

了。我匆匆打开车门，娘半躺在后座，看见

我，叹了一声，哎，我要他们莫打电话，我怕

你吓着。都什么时候了，娘还在说这些。我急

急忙忙伏下身子，说，我背你去做检查！娘肯

定很疼，一脸艰辛的样子，哼了几声，坚定地

说，还是，我自己走。

当时，下着小雨，妹妹撑伞过来。我搂着

娘，往门诊艰难挪动。见娘能开步，我略略松

弛了一下紧绷的心。但愿，我一向健旺的娘

只是一场惊吓，无大碍，就像她以前不小心

摔了一样，能很快就好。

提前联系，提前挂号，所以门诊检查、拍

片都很顺利。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特认真，对

着片子反反复复看，尔后肯定地说，要住院，

必须的，这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好 在 ，妹 妹 做 好 了 娘 要 住 院 的 准 备 ，

带 了 一 些 简 单 的 衣 物 。我 们 很 快 办 好 了

娘 的 住 院 手 续 。娘 见 忙 前 忙 后 的 崽 女 ，一

脸 愧 疚 ，说 ，我 以 为 没 事 ，没 想 到 这 么 麻

烦 。

骨伤科住的，都是摔伤的、扭伤的、出车

祸碰伤的人。娘住的病室有三个床。医生反

复交代，病人只能卧床，千万不能挪动，哪怕

吃喝拉撒，都只能陪护人员帮忙。这，就只能

苦了妹妹。

因为五一节，我刚好有几天假，就搁下

手头的事，天天往医院跑，带一点汤水或者

零食，有给娘吃的，也有给陪护的妹妹或者

病室的病友吃的。

过了两天，医生将我叫到办公室，说，还

是要做手术的，否则，腰可能会直不起。

五月六日八点十五分，护士准点推着担

架车来病房接。我们担心娘怕，一起送她去

手术室的门口。在等候时，我有意无意地给

她轻描淡写地说了手术程序。娘其实也明

白，看着我们都在，轻叹一声：有什么好怕

呢？

担架车推出来时，娘很平静，好像并不

是特别疼。我问，应该不痛吧？娘说，怎么可

能不痛？胀比痛更难受的。

第二天，我们就按医生的吩咐，给娘套

上护腰硬衬，扶娘在廊道上缓慢行走。毕竟，

有几天没下床了，腰又不敢用力，娘双脚显

得迟缓，如同刚学步的孩子。娘走一个回合，

就在条凳上歇歇。我和妹妹轮流搀扶着娘

走，带着一点勉强，直到娘实在走不动了，再

回病床休息。

病室的门，大都是敞开的。走廊的最东

头，有个老人在呼天抢地。娘问，他摔得蛮厉

害呀，这么嚎？妹妹说，摔断了骨头，两个崽

在外打工，没人照护呢！

娘轻叹一声，何得了啊？你晓得有多痛

不？有崽女在，还可能痛得轻点，偏偏都不

在。妹妹笑道，崽女在，又不能分担，不一样

是喊痛啊？

娘照样是轻叹一声，但听上去，和前几

天叹的不一样了。有晚霞的光，透过窗玻璃

射进来，娘脸上有了生动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娘说的在理。

是啊，娘终会老去，娘的腰迟早弯曲，倘

若我们做崽女的，多尽一点心，娘的痛就会

减轻一点点。

老了，崽女就是娘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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