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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广山脉，巍巍齐云。奇峰耸立，峥嵘崔嵬。
东毗上犹南崇义。桂东普乐西北凭。国家自然遗
产，奇峻清幽翠屏。擎天捧日，昂首苍溟。四章之
赋，援翰寄情。

赤霞千里，红日东升。星火燎原起，铁马嘶风
惊。伟人挥师旌旗奋，朱德横戈湘赣行。新庄夜
宿，篝火映旌旗之影；十八垒前，松涛和鼓角之
声。游击三年，方维夏仙背洒热血。丛林百里，赤
卫队诸广穿越行。风餐露宿，涧水险径。江山不负
英雄色，总把丹心照汗青。

翠微毓秀，造化钟灵。三千界蓬瀛咫尺，九万
仞阊阖天扃。梅瀑悬素练，溅珠成霰；群仙观云
海，叠浪翻腾。春鹿饮涧黄斑隐，夏雉梳羽亮锦
翎。杜鹃迎曙，绛霞映其百岭；铁杉擎宇，苍龙欲
跃飞腾。石冰臼，窟窿暗藏冰河纪。雁阵飞，秋声
写就五彩情。冬冰垂晶帘百丈，雾凇林花绽万琼。
崖畔温泉，蒸暖山中百草；紫霞晚照，熔金峰顶佛
灯。负氧洗髓，清泉涤心。王维之辋川，同此方其
胜景；嵇康之竹林，未足喻其幽宁。

万壑吞吐，千溪纵横。峰如五纪冰川琢骨，谷
似九渊雷斧斫形。齐云仙寺，石殿烛亮祭香绕；炎
帝圣像，栩栩天然活神灵。碧潭仙女戏绿水，河中
石龟问前程；仙桥飞渡，七夕牛织相会；三丰试
剑，常诵道德真经。花岗岩层书地史，草甸土纹纪
天龄。银杏果实，犹存侏罗梦；红豆缀枝，尚有相
思情。长苞杉密甲排云，恍若秦皇列阵；伯乐树孤
标傲世，恰似屈子吟行。春风湘赣界，天和大地新。

三省烟霞收眼底，八县鸡犬接云亭，矿脉潜
龙，钨锡灿星斗之彩；候鸟迁途，羽翼蔽朔望之
星。背包客穿雾如鹿跃，摄影者露宿待天明。春采
蕨而歌情调，秋斫笋以酿浆清。恍悟色空，佛光现
顶；虹销雨霁，顿消劫尘。飘飘若仙齐云海，聚此
嵯峨豪气生。其奇险，砺人坚韧不拔之壮志；其雄
浑，养人浩然磅礴之精神。

仰止高山不墨千年景，俯察流水无弦万古声。
沧桑铭其骨，风华耀宇瀛。嗟乎！天下齐云山，实
乃养怡之福地，康乐之殊名也！

齐云山赋
□ 郭名德

小满的信笺是一束光
打开尘埃
善良、苦难
还有那些摇曳的坚强
都被母亲绣成了樱花的模样

城南小陌又青青
少年郎，不惧风
鲜衣怒马
成了父亲无法跨越的台阶
一抹月色染霜华
想当初
对东篱、思北海、忆南楼

故事包进饺子里
生活滚烫也深藏不露
含蓄、内敛
咬一口热泪盈眶
多年后
我才明白你的欲说还休

旧年今日此门中
谁家公子温其如玉
杨柳东风一入喉
错把遗憾醉相思
迟暮尔尔妄想用光影来修补
这只来一次的人间
白驹过隙
真想，停下来
为你系好衣服的第二粒纽扣
因为
那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小满
□ 彭琴晖

一头牛犊子驯化三天
得学会拖犁，学会转8字弯

我一直在驯化自己
村里人用木头搭牛棚
我用火柴杆搭小一点的牛棚
七岁时，行瑶族少年礼
先习武，到田间扶一下犁
领悟祖传“扶犁”的功夫
再从文，用树枝在地上从1画到10
那个8字，我写了两年，一直从左边起笔
村里人说，反了
好在，人生三年相当牛生三天

现在，我明白
这把千百年的犁，是神农之笔
从耒山起笔，顺着写8字
把丰收写给这片温暖的土地
把富强写给妈妈，我亲爱的祖国

神农之笔
□ 城北徐

假日闲暇时，我和同事猛哥喜欢在城区探奇。
去岁冬，我和猛哥约定周末一块到户外走

走。周六午后打他手机却无人应答，我决定自
个随便走走。我从下湄桥桥头开始，沿郴江下
游方向走。行至一偏僻小桥处，我随性朝一条
未涉足的南向路探奇。没走多远，让我惊掉下
巴的是，远远望见猛哥携夫人毛老师朝我走
来！原来猛哥见我上午没约，也以为我计划有
变，吃罢中饭便同毛老师跑这地儿“压马路”
来了。我们“约”而不同，却在距家十余里、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郊野“不约而同”。太巧
了！我们索性由此处起，往家的方向探奇。

猛哥带我从官庄坪往火车站方向走。途经
火车站货场。我这三十多年的“老郴州”居然
不知火车站还有偌大一地盘。看来真得多出来

走走，要不然成井底之蛙了。我们从一条长长
的隧道穿行至潘家湾，眼前是以连片向日葵为主
题的文旅打卡点。这个网红打卡点，之前我遍寻
不着，谁承想当日却不经意和它撞了个满怀。颇
为尴尬的是，我们仨黄昏时分在彼地兜来转去找
出口，无厘头地走到人家家门口去了。弄得守门
小黑狗高度戒备，“汪汪”狂吠起来。

暮春，猛哥和毛老师约我到苏仙岭后山走
走。我们翻过一道山脊，经一条古道上行，沿后
山公路一直走。个把钟头后，我们来到一下坡地
段。路旁人家在屋外坪地忙碌，剥笋、洗菜、杀
鸡、切肉，热热闹闹。大人忙乎，小朋友正经写
作业，偶尔也嬉笑打闹一下，构成了一幅岁月静
好、其乐融融家庭欢聚图景。见此，猛哥若有所
思：“嗯，中小学‘双减’很有必要！”

跟着猛哥，我先后认识并采摘了马兰头、
鸭脚板等野菜。为避免误采，我常拿着嫩芽头
向猛哥求证。加上蕨、笋等，收获满满。

走走停停，悠闲随意。我们恍若回到童年
时与小伙伴在山上恣意玩耍的快乐时光。许是
山中空气洁净、负氧离子充足，行程四个多小
时浑然不觉累！

又是周末。猛哥特地带我进入我们小区旁
的小丛林。在那里，我头一回见到树干上大量
生长的簇簇木耳并摘了一大袋。还采了几种其
他的山货。猛哥是湘西汉子，聊起各种山货如
数家珍，“野地无杂草，认识都是宝。”在小区
生活几十年，到这会儿我才知道，围墙边这个
毫不起眼的小丛林竟然蕴藏了不少山珍！

假日城区探奇，虽“费脚”，却妙处多多。

行走过程是极好的锻炼。在路上你总能遇上倍
感新鲜值得探究的人和事、景和物。我们探奇
的同时也扯些闲篇，天南地北东一榔头西一斧
头地胡侃。我们聊猛哥的国画，聊当前的房地
产市场及农民兄弟打工难的现状，聊与各自孩
子不同频难共振的“代沟”，聊赡养父母的现
实困惑。毛老师则聊她担任班主任殚精竭虑扭
转班风、关爱问题学生的酸甜苦辣事……

若论孝道，猛哥夫妇绝对是榜样。猛哥每
年寒暑长假都要回湘西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在城里住惯了的人陪着双亲在乡下住一两个
月，一般人都难以做到。猛哥做到了，让人心
生钦敬的是其夫人毛老师也做到了。从毛老师
云淡风轻的话语中我得知，她大多情况下“夫
唱妇随”赴湘西，陪着猛哥出钱出力，里里外
外方方面面把公婆照料得妥妥帖帖。百善孝为
先。我在心里为毛老师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和猛哥一起在城区探奇，有料有趣，有得
有悟，裨益身心哩！

在 城 区 探 奇
□ 陈志锋

清晨，春风骀荡，杨柳青青。父亲站在天
井里，看了看天，对母亲说道：“今天天气好，
等吃过早饭，我拉牛儿去把九斗丘的田坎培
了。”母亲应了一声。随着“吱呀”的响声，灶
屋门被打开。耳中渐渐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
菜油入锅的声音，母亲被烟熏得咳嗽的声音。

培田坎是春耕前的一项重要农事。培田
坎时，需沿着田坎，用牛拉犁翻沟，再取土
培坎、压实，如此这般，才可将田坎培牢。
九斗丘在村子东头，是我们家的秧田。父亲
先期把九斗丘的田坎培好，后期才好放水犁
地、撒种育秧。

父亲进进出出好几回，先是从山墙上取
下犁铧，清理一番后搬到天井里；随后又从
后屋取出锄头、铁锹，一把一把耐心地除
锈、打磨。铁农具在磨刀石上发出的声音尖
锐刺耳，赶走了我的最后一丝睡意。

看到我起床，父亲叫我先去牵牛饮水、
喂食，吃过早饭抓紧上学去。

我迷迷糊糊地走向牛棚。大牯牛抬头望了
我一眼，又躺下慢慢反刍，一点起来的意思都
没有。我一下来了脾气，抄起一根棍子，抽打
了大牯牛的屁股好几下。大牯牛皮厚，依然赖
着不动。我只好牵着牛绳用力往外拉，它才慢
吞吞地站了起来。我把大牯牛牵到堰塘边，让
它先喝饱水，又把牛绳系在屋前苦楝树上，最
后抱来一大捆稻草丢在地上。大牯牛朝我“哞
哞”叫唤两声，像在向我表示感谢，一边甩着
尾巴，一边慢悠悠地吃了起来。

吃过早饭，父亲推着架子车，车上放着
犁铧、锄头、铁锹，我背着书包，牵着大牯
牛，一起朝村东头走去。到了九斗丘，我丢
下牛绳，小跑着上学去了。

大牯牛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也是我的

童年伙伴。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约上秋树一
起去村东头小河边放牛。选定一块长有水草
的河坡，任由两头水牛在那里悠闲啃食，我
俩则跑到旁边去看人抓鱼。看得累了，要么
躺在草地上聊天，要么玩一种撕草猜天气的
游戏。如今依稀还记得其玩法：找到一根三
棱形的草，我俩各执一端，用指甲掐条缝后
开始撕。撕到中间，若是撕成了“口”字
形，就意味着第二天是晴天；若是呈现

“工”字形，则预示着第二天是阴天。游戏简
单，我们却乐此不疲。直到大人叫唤回去吃
晚饭，我们才会赶牛回家。

那天，我们耽迷于游戏，疏于看管两只
正值壮年的公牛。两头牛不知何故，突然开
始打架，从村东头一直追打到村西头，吓得
村里娃儿哇哇直哭，惊得禽畜们鸡飞狗跳。
天色黑定，两只牛气喘吁吁、汗流如注。在

大人们的合力拉拽下，方才结束这场惊天动
地的“斗殴”。事后，秋树被他脾气暴躁的父
亲狠揍了一顿，我也免不了挨父亲好一顿责
备。看着伤痕累累的大牯牛，父亲好几次已
经举起了巴掌，最后却又放了下来。那一
刻，在父亲的眼里，我看到了恼怒，也看到
了失望，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悔恨和自责……

“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身
上铃声慈母意，为今已作听铃翁。”国画大师
齐白石幼时多病，仅读半年私塾即辍学回
家，尔后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因为读书太过
入神，他牧牛经常晚归。祖母心中担忧，特
意给他佩戴一个铜铃。暮色里，白发老妪倚
门而立，一闻铃声，便知孙子平安归来，方
才放心去厨房做饭。

时光流逝，牛声哞哞。多年后的一个深
夜，偶然读到齐白石老人回忆儿时牧牛的故
事，想起故去二十多年的父亲，顿感夜凉如
水、心中凄惶。一个人枯坐在书桌前，许久
没有回过神来，耳朵里满是牛哞的声音。在
那一声声牛哞里，有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
光，有我对故乡和亲人的不尽思念。

牛 声 哞 哞
□ 百夫长

楼台消失在迷雾之中，渡口隐没在朦胧的
月色里。世外桃源虽然向往已久，但无处可寻。
春天还很寒冷，独自住在客店里哪受得了这寂
寞凄凉。夕阳西下，杜鹃不停地鸣叫着。

友人从远方寄来书信，他们的关怀反而增
添了我更多的离愁别恨。郴江本来是绕着郴山
奔流的，可为什么又要无情地向潇湘流去呢？

在湘南苍翠的苏仙岭半山腰，一块斑驳的
石碑静立千年。上面的文字就是这首词的现代
版文字，它不是帝王将相的丰碑，亦非功德无量
的神道碑，却引得苏东坡挥毫题跋、米芾运笔如
飞，更让毛泽东同志在南下专列上反复吟诵。这
方承载着秦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
去”千古绝唱的“三绝碑”，恰似一部立体的文化
典籍，在历史长河中泛起层层哲思的涟漪。

士大夫贬谪途中的精神突围

这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才子，因党争之
祸被贬郴州，官职、俸禄尽失，连驿站都拒他于
门外。在城东旅舍的孤灯下，他提笔写下《踏莎
行·郴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
断无寻处。”这哪里是简单的景物描摹，分明是
士大夫在政治寒冬中的精神突围。

细品词中意象，楼台雾锁恰似仕途迷障，
孤馆春寒暗喻政治寒流，杜鹃声里斜阳暮，更
是将贬谪文人的心理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但
秦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将个人际遇升华为普世
哲思——当理想与现实错位，知识分子当如何
安放灵魂？这声叩问穿越时空，在苏仙岭的松
涛间回响不绝。

让我们将时光倒流至更久远的年代。战国
时期的屈原，因直言进谏被楚怀王流放，行吟
泽畔，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的千古绝唱。他虽九死其犹未悔，最终抱石
沉江，以身殉国，用生命诠释了士大夫“虽千万
人吾往矣”的家国情怀。西汉贾谊，才华横溢却
遭人嫉妒，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湘水之滨，他

写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抒发怀才不遇
之悲，却仍不忘忧国忧民，提出一系列治国安
邦之策。

唐代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
至永州。在永州司马的任上，他寄情山水，写下
《永州八记》，将贬谪之地的荒凉化作笔下的清
幽，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他关注民生，
写下《捕蛇者说》，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黑
暗，展现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

这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与秦
观在郴州的创作遥相呼应，构成中国士大夫精
神谱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他们如同候鸟，在
政治寒流中被迫南迁，却将文明的火种播撒至
更广阔的天地。

千年文脉的时空对话

“三绝碑”之绝，绝在三位艺术巨擘的精神
共鸣。秦观的词作如青瓷裂纹，苏轼的跋语似金
石补缀，米芾的书法若游云惊龙。当米芾挥毫写
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时，他笔下的不只是
对友人的追思，更是对文化命脉的接力守护。

这方石碑的诞生，恰似一场跨越时空的文
艺沙龙。秦观以词为舟，载着失意文人的精神
困顿；苏轼以跋为桨，划破政治迷雾的桎梏；米
芾以书为帆，扬起艺术永恒的风骨。三位大师
用不同艺术形式，共同诠释了中国文人“穷且
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
明代杨慎在被贬时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时
依然跃动，在清代郑板桥任潍县知县“衙斋卧
听萧萧竹”时依旧鲜活。

北宋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却因滕子
京的一封书信，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成为
后世士大夫的座右铭。滕子京虽遭贬谪，却未
沉沦，在岳州重修岳阳楼，政绩斐然，与范仲淹
的唱和，成为文坛佳话。

历史唯物主义照亮文化传承之路

1960年春，南下专列上的毛泽东与郴州地
委书记陈洪新谈起“三绝碑”，当场背诵全词并
点评：这首词好在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
争中，正直知识分子遭排挤打击的情怀。这番话
犹如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密码。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三绝碑”不仅是文学
瑰宝，更是观察历史的棱镜。他看到的不仅是
秦观的个人遭遇，更是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传承。这种将传
统文化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解读，为文
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既要守护
文物本体，更要激活其精神内核。正如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
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
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千年文物在创新中焕发新生

如今的“三绝碑”，早已突破“省保单位”的
物理边界。郴州市政府在保护中创新，运用全
息投影技术让碑文“活”起来，开发“秦观贬谪
之路”文化体验线路，更将《踏莎行·郴州旅舍》
谱成歌曲在旅游巴士上播放。这种“让文物说
话”的实践，恰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生动诠释。

但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技术手段的炫
目，而在精神价值的共鸣。当游客在苏仙岭晨
雾中诵读“郴江幸自绕郴山”，他们读到的不只
是地理风貌，更是中国人特有的山水情怀；当
学子在碑文前领悟“可堪孤馆闭春寒”，他们体
悟的不单是历史沧桑，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担
当。这种传承，如同郴江之水，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永续。

传承士大夫情怀就要勇担时代责任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望，

“三绝碑”的文化价值愈发彰显。秦观笔下的
“桃源望断”，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遥相
呼应，共同构建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精神
图谱；苏轼“少游已矣”的喟叹，与屈原

“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一脉相承，展现了士
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传统。

这种文化基因，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现
实意义。当科学家在实验室攻坚克难时，他
们延续着“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当教师
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时，他们践行着“有教
无类”的教育理想；当医护人员在抗疫前线
舍生忘死时，他们诠释着“仁者爱人”的医
者仁心。

东方智慧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石

伫立苏仙岭巅，但见郴江蜿蜒如练，“三
绝碑”在晨光中愈发清晰。它提醒我们：真
正的文化遗产，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
的基因；不是僵化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清
泉。我们只有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
新，让古老的文化DNA与现代文明同频共振，
方能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三绝”新篇。

正如郴江终将汇入湘江、奔向大海，中华
文明也必将在守正创新中永葆青春。从屈原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到范仲淹“先天
下之忧而忧”的担当；从秦观的“郴江幸自绕
郴山”到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这种文
明互鉴的智慧，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化根基。

让我们以“三绝碑”为镜，照见士大夫
的家国情怀；以郴江为脉，感受中华文明的
生生不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每个知识分子都应是文化基因的传承
者、文明火炬的接力者。唯有如此，方能让
千年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让中华文明
在人类文明星空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苏仙岭上苏仙岭上““三绝碑三绝碑””回响千年文脉与情怀回响千年文脉与情怀
□ 汤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