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近

代以来，湖南人 屡 屡 力 挽 狂 澜 ，

成 就 了 旷 世 伟 业 ，也 创 造 了 辉

煌 的 湖 湘 文 化 。 但 是 ，湖 南 精

神 的 立 论 根 据 在 哪 里 ？ 需 要 深

入梳理。

首先，在历史上，湖南被视为

蛮荒之地，生存条件相对恶劣，今

天的青山绿水在古代不过是穷山

僻水。但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正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湖南人磨练

出了霸蛮悍勇的性格，以及奋发

图强的精神。

《左传》中描述楚人祖先“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曾国藩屡战

屡败，打落牙齿和血吞，最后打败

了 用 教 义 精 神 武 装 起 来 的 太 平

军。面对强大的皇权专制和外敌

入侵，湖南人在革命力量非常弱

小的情况下，抛洒热血、牺牲生

命，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史话。改

革开放后，湖南经济渐渐落后，湖

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后发赶超、弯

道超车、四个湖南、文化强省等战

略，终于在 2011 年湖南省 GDP 总

值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八。这

些都是湖南人奋发图强精神的体

现。从这个层面讲，“筚路蓝缕”

“自强不息”“积弱图强”“后发赶

超”“坚韧不拔”都可以成为湖南

精神。

第二，地处一隅，湖南人相当

保守，但其一旦睁眼看世界，认准

了某种真理，往往能够开风气之

先，引领风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敢为人先”。

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

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

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

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其中的

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湖南的地域

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湖南人的

霸蛮性格，可谓守旧也“霸蛮”，开

放也“霸蛮”。一旦守旧，可以顽

固到底，一旦开放，就可以敢为人

先。这种人是说到做到，少有那

种市侩气的滑头。

“敢为人先”根本在于这种霸

蛮性格赋予的决断能力，在于这

种书生领军、领政的宏伟魄力。

近代以来的湖南领袖人物几乎都

是读书人，善于追求真理、接受新

知，也敢于坚守真理。过去书生

的形象是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

用是书生”，湖南书生却是大异其

趣，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而是以行动见长，把追求真理和

实践行动结合起来。

湖南书生一旦接受到了新的

真理，马上就付诸行动。从魏源

“睁眼看世界”到曾国藩、左宗棠

开启洋务运动，谭嗣同变法以死

警醒国人，黄兴、宋教仁流血革命

实行民主宪政，毛泽东领导共产

党建立新中国，都不是空谈务虚、

怕死畏缩，而是强悍行动，力挽狂

澜。所以，“敢为人先”既包含了

湖南人敢于行动的性格因素，塑

造了湖南人虽身处一隅却在思想

和行为上走在世界前面的果敢形

象，也赋予了湖南人经世致用的

色彩。

第三，湖南人具有胸怀天下

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忧世之心

和忧患意识，使得湖南人有一种

改造天下的冲动。湖湘子弟对地

理态势、攻守之策长久以来有着

超乎寻常的兴趣，慨然承担起天

下兴旺的匹夫之责。

一代代湖南人“心忧天下”，

为了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洒热血，

颇似远古的蚩尤，可以惊天地泣

鬼神。

直到今天，湖南的读书人还

是动辄以天下论，比如“ 天下湘

商，星火燎 原”“ 经 营 天 下”。 但

是，在现代社会“心忧天下”往往

被 讥 讽 为 湖 南 人“ 杞 人 忧 天 ”。

这不像民族危难的时刻，生存的

急 迫 逼 使 每 个 人 要 承 担 国 家 的

兴亡。在和平时代，湖南首先要

建设好自身，然后为中国的经济

社 会 发 展 和 文 化 繁 荣 作 出 独 特

的 贡 献 ，所 以 ，莫 若 用“ 胸 怀 天

下”一词作为湖南精神，在考虑

自 身 发 展 的 时 候 同 时 要 有 天 下

的 胸 襟 —— 这 也 自 然 包 含 了 爱

国的精神了，胸怀天下即是爱自

己的祖国。

第四，只有胸怀天下了，才能

更好建设和谐社会，包容他人。

近代以来，在民族存亡的压

迫下，湖南人斗争和革命意识强

烈，在推翻皇权专制和抵御外敌

入 侵 方 面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 。 但

是，这也留下湖南人善于革命斗

争，却不善于建设社会、发展经济

的诟病。湖南人痛定思痛，进行

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湖湘文化

转型的问题。其实，湖湘文化本

来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不断

融合新的思想，对我们建设和谐

社会是大有益处的。

由上所述，“和谐包容”作为

一种湖南精神，这既是希望湖湘

文化能够兼容并蓄，也能够与时

俱进，反映新时代的发展潮流。

“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胸怀天下，

和谐包容。”这就应该是人们心目

中的湖南精神。

从地域特色看湖南精神特质
枕 戈

《陋室铭》自出炉之后，有关

其 作 者 便 受 到 了 置 疑 。 北 宋 僧

人释智圆著《闲居编》说：“ 俗传

《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

……”其 依 据 是：不 合“ 铭”的 体

裁，通常铭文是告祭先祖或纪念

事成；不合刘禹锡为人，以仙、龙

自比，过于狂妄；不合刘禹锡行

文风格，没有在他的文集中找到

类似文体。

近代，研究刘禹锡的著名学

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也持同

样观点，他从文字上证明《陋室

铭》的作者缺乏逻辑，乃拼凑成

文：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完全违反常

识，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

之 理 ？“ 谈 笑 有 鸿 儒 ，往 来 无 白

丁”，一副瞧不起民众的口吻；既

云“ 调素琴”，又云“ 无丝竹之乱

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有仙则

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

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又是“鸿

儒”，不是和尚、道士。

那么，《陋室铭》作者到底是

谁呢？有人说，是崔沔。据《全唐

文》记载，崔沔在洛阳做闲官时，

曾著“《陋室铭》以自广”。然而，

《全唐文》并未刊载崔沔的《陋室

铭》，就连崔沔生平事迹也十分简

略。由此我们只能推定崔沔也写

了《陋室铭》，但并不能证明刘禹

锡“抄袭”了崔沔的《陋室铭》。

应该说，释智圆《闲居编》成

书时（宋祥符九年，1016 年），《陋

室铭》已经十分流行，据《闲居编》

载：“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

壁。”而宋绍定年间成书的《舆地

纪胜》（约 1228 年，王象之撰）记

载：“和州陋室，唐刘禹锡所辟，有

《陋室铭》，柳公权书。”即王象之

见 到 了 与 刘 禹 锡 同 时 代 的 书 法

家 柳 公 权 所 书《陋 室 铭》—— 这

是一份有力的证据（惜此碑现已

不存在）。有此实据，历代主流

观点均认为《陋室铭》即刘禹锡

所作，至清代仍然编入普及读物

《古文观止》，现代依旧编入中学

语文教材。

《陋室铭》求解的方案有无数

个，作为一个郴州人，我把刘禹锡

与郴州（又称福城）放在一起研

究，看是否契合。

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 年）

四月被贬连州刺史，元和十一年

（816 年）七月方抵连州上任，其原

因他在《连州刺史谢上表》中说

了：“南方疠疾，多在夏中。自发

郴州，便染瘴疟。”此年四月，老朋

友杨於陵被贬郴州刺史。此时，

柳宗元也在郴州，并未去柳州赴

任，有《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

中书夏日登北楼》为证：“游鳞出

陷浦，唳鹤绕仙岭……今日登高

处，还闻梁父吟。”题中“杨尚书”

即现任刺史杨於陵，李中书即原

任 刺 史 李 吉 甫 ，北 楼 在 北 湖 之

滨。柳宗元还在郴州写了一篇流

芳千古的《童区寄传》，此时居郴

的是三位意气相投的文豪：杨於

陵、柳宗元、刘禹锡。

《陋室铭》中，“山”指郴州之

苏仙岭，“水”指郴州之北湖。苏

仙岭海拔 526.4 米，是湘南群山中

的小丘陵，然而苏仙的故事却全

国闻名；北湖不深，仅 2 至 3 米，形

如池塘，每逢大旱还会见底，然而

蛟龙的故事却家喻户晓。郴州号

称“九仙二佛”之地，仙佛的故事

大都发生在唐代，是宗教气氛极

浓的“天下第十八福地”。唐开元

十九年（731 年），唐玄宗下召修苏

仙祠，这是皇家第一次为民间祭

祀 的 苏 仙 修 庙 ；开 元 二 十 四 年

（735 年），寿佛释全真出生于资兴

程乡，少年曾在郴州城西的开元

寺 出 家；建 中 年 间（780 年 至 788

年），北湖恶龙作祟，道士曹代飞

射杀之，受封“青史王”。此事据

刘禹锡居郴约二三十年，禹锡的

至交好友郴州刺史杨於陵到任即

写了祭文。

在刘禹锡看来，郴州是块神

秘的福地，“陋室”居于“福地”，自

然不陋。

刘禹锡客居他乡，人生地不

熟，自然没有多少人与之来往。

他很可能是独自一人在此养病，

“陋室”是暂时借住，自然不会大

修整、大收拾，自然显得冷清荒

芜。但刘禹锡住的“ 陋室”也不

差，只是荒僻，没什么家当而已。

篇中“鸿儒”自然是指郴州刺史杨

於陵、未上任的柳州刺史柳宗元

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

刘禹锡《连州刺史谢上表》云

“自发郴州，便染瘴疟”，应该分析

当时的政治背景。刘禹锡、柳宗

元同是“永贞革新”被贬的“八司

马”，可谓至交好友。元和十年，

刘、柳二人同时被召回京城，另有

重用。想不到又受到丞相武元衡

的排挤，旋即被贬到更远的柳州、

播州（后改连州）。他俩赴任途

中，一路同行，谁知此时全国政局

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元衡竟被藩

镇派来的刺客杀害，全国一片混

乱。此时有天下大乱的趋势，贬

他们的武元衡已死，朝廷收回成

命也未可知，于是刘禹锡借病在

郴州坐观形势。

刘、柳二人在衡州分路时有

诗互赠，然而二人均与刚到任的

郴州刺史杨於陵有诗词唱和，柳

宗元和诗云：“今日登高处，还闻

梁父吟。”刘禹锡和诗云：“一曲梁

甫曲，知是卧龙才。”《梁父吟》、

《梁甫吟》为同一曲，引用诸葛亮

未仕前好为《梁父吟》的典故，或

许 此 时 两 人 又 在 郴 城 相 聚 。 在

《陋室铭》中，作者以“诸葛庐”自

比，用典如此巧合，似乎与三人诗

词唱和有关。《陋室铭》以反问句

“何陋之有”结束，显然是希望遇

得明主，三顾茅庐。

刘禹锡文集为何漏掉了《陋

室铭》？

《陋室 铭》乃 是 文 人 酬 唱 的

游戏之作，离开了郴州这块福地

山水，就显得过于狂妄。因此，

刘 禹 锡 没 有 把 它 当 成 一 件 成 功

的作品收入文集。它能传世，可

能是得益于篇中“鸿儒”杨於陵，

是他在朋友圈中推而广之，以致

流行。由于《陋室铭》朗朗上口，

短小精练，且能明志励志，故深

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从而成为千

古绝唱。

关于《陋室铭》的那些事儿
肖落落 枕 戈 秦汉月

（上接第一版）

注重文化熏陶

高桥街道在各社区及“他乡

美”新市民俱乐部等处配有图书

阅览室、健身室，全天免费开放；

多次开展“夏日送清凉，文明在心

中”纳凉晚会、“红色电影进社区”

等活动；街道倡导全民学习，开展

图书漂流活动，让居民分享读书

的快乐。今年 35 岁的李新安是湖

南新化县人，两年前来到高桥大

市场当起了搬运工。“因为妻子不

在身边，所以下班后经常和工友

打牌，结果被派出所抓了，还罚了

款。”李新安说到一年前发生的这

件事仍然尴尬不已。怡园社区主

任游端霞知道后，把李新安拉到

了“他乡美”俱乐部，从小喜爱读

书看报的李新安被俱乐部里琳琅

满目的图书所吸引，成为俱乐部

的常客。社区还为李新安的妻子

找了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解

决了他们夫妻两地的困难。

关爱妇女儿童文化生活。针

对 青 年 农 民 工 中 女 性 较 多 的 情

况，高桥街道确定了“注入人文关

怀，创造机会帮助外来务工女性

融入社区，让她们和本地居民共

享社区亲情关爱”的工作主题，开

展了“和谐风·邻里情”邻里互助

活 动、健 美 操 比 赛、女 性 主 题 论

坛、“妇女儿童剪纸免费培训班”

“元宵鹊桥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

娱乐活动，促进社区妇女的身心

健康和互动交流。此外，街道还

建立了未成年人活动室，供城市

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一起

下 棋、看 书；开 设 了 道 路 交 通 安

全、网络知识、消防安全要领、爱

国思想教育等课程，让孩子们参

与感兴趣的活动，增长见识，减少

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15 岁的中

学生青青随打工的父母一起来到

高桥街道，她告诉记者，寒暑假里

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未成年人

活 动 室 度 过 的。“ 在 这 里 可 以 看

书、健身，还可以交朋友。”

历 史 悠 久 的 湖 之 酒 又 称

醽 醁 酒 ，是 湖 南 衡 阳 市 传 统

古 酒 、贡 酒 ，衡 阳 因 此 号 称 醽

醁之乡。

在辞海中，醽醁二字均是中

国古代美酒的名称。晋代大文

学 家 左 思 的《三 都 赋》中 即 有

“飞轻轩而酌醽醁”的 名 句 ，唐

太 宗 以 醽 醁 酒 赏 赐 丞 相 魏

征 ，并 赠 诗 一 首 ：“ 醽 醁 胜 兰

生 ，翠 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

十年味不败。”晋代诗人张载、

三国大将张飞等都留下了与醽

醁酒的佳话。清朝出版的《一

统志》证实该酒产于衡阳市酃

湖 乡：“ 酃 湖 在衡阳县东，水可

酿酒，名醽醁酒。”因此，醽醁酒

为衡阳特有的酒，推算起来，已

有 2000 余年的历史。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美 国《世

界日报》在“中国酒香三千年”

一文中，专笔提到酃渌酒是世

界上的上等美酒。

衡阳的黄酒业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曾辉煌过，曾站在全

国黄酒业的最高领奖台上。那

时衡阳黄酒可以与绍兴酒三分

天 下 、平 分 秋 色 。 湘 南 酒 厂

“黄龙玉液”湖之酒曾获省优、

部优，于 1988 年荣获首届中国

食品博览会铜奖，产品包装获

得“世界之星”的荣誉称号，产

品 远 销 日 本 、美 国 、南 非 等 国

家 ，并 大 受 欢 迎 ，这 在 当 时 是

中国酒业的殊荣。

但衡阳湖之酒蜚声世界后

不久，便遭遇了劫数。许多商

贩 为 追 求 经 济 利 益 ，制 假 贩

假，用甜蜜素、色素、酒精和水

勾 兑 的 低 价 伪 湖 之 酒 充 斥 市

场，其口感、色泽、气味已经与

湖之酒相距甚远。湖之酒的良

好声誉严重受损。

而 伴 随 着 酒 业 市 场 的 放

开 、商 品 经 济 的 逐 步 建 立 ，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衡阳黄

酒业逐渐走了下坡路。

聊 以 自 慰 的 是，如 今 在 衡

阳还有一群人，对酃醁酒倾注

了深厚的情感，他们期待酃醁

酒再度成为衡阳人民的骄傲。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毕 业 于 武

汉 大 学 微 生 物 专 业 的 张 建 国

老 人 ，原 衡 阳 啤 酒 厂 的 第 一

任 厂 长 兼 书 记 ，是 衡 阳 酒 界

当 之 无 愧 的 元 老 。 老 人 说 起

衡阳酃醁酒的历史和文化，谈

到酃醁酒的现状，不禁连声说

道 ：“ 太 可 惜 ，太 可 惜 ！”老 人

至 今 仍 孜 孜 不 倦 地 努 力 于 酃

醁酒生产工艺的复原和改良，

希 望 能 够“ 十 年 酿 就 一 坛 湖

之酒”。

湘 南 酒 厂 老 厂 长 刘 谋 彩，

在 湘 南 酒 厂 改 制 后 ，果 断 南

下 ，游 学 取 经 。 2003 年 ，他 将

在 深 圳 工 作 10 年 挣 得 的 几 百

万 元 ，全部投入了他难以割舍

的黄酒业。目前虽然走得很艰

难，可老厂长坚定地说：“这不算

什么，如果我能看到衡阳黄酒重

新兴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据 初 步 了 解，如 今 衡 阳 以

黄酒当家的酒业公司，规模稍

大 有 上 10 家，规 模 小 的，有 几

十家，但没有一家是在全国叫

得响的企业。

2003 年，湖南古越楼台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仅仅

过了几年时间，发展壮大成拥有

年产2万吨黄酒的现代企业，成为

全 国 黄 酒 界 最 大 的“ 一 匹 黑

马”。 被湖南省政府定位为湖

南黄酒研发生产基地，被国家科

技部评为“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

目”、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遗

憾的是，“古越楼台”前年底上市之

际遭遇“滑铁卢”，这对湖南黄酒业

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更让人浩叹的是，在不少衡

阳人看来，白酒喝的是热情，啤

酒喝的是豪气，葡萄酒喝的是情

调 ，而 喝 黄 酒 ，似 乎 喝 不 出 味

道。甚至有不少衡阳人误以为

黄酒的用途只是做“醉虾”用的

调料，根本不能用来喝……

由此可以看出，黄酒的定位

是多么地模糊不清，这个问题不

达成共识，消费者必然无从选

择，黄酒也将难以普及。尽管黄

酒生产企业给产品贴上了“ 绿

色、营养、保健”等功能标签，但

是这个“功能”是否可以作为黄

酒的准确定位，如何通过有效的

传播与消费者形成共鸣，仍然值

得业内人士深入探讨。

衡 阳 是 黄 酒 的 发 源 地，但

其 在 业 界 的 地 位 却 远 不 如 浙

江绍兴，甚至不如本省岳阳的

“胜景山河”，衡阳黄酒应该有

所作为！

但酿酒毕竟是门博大精深

的技术。湖之酒属甜型黄酒、发

酵酒，选料精细，工艺严密，祖传

秘方制出，传统工艺酿造。湖之

酒的米、水、曲三大要素，酒内所

含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 26

种氨基酸，得靠严格的材料选用

和工艺，精确的配比和酒浸蒸、

发酵、过滤，方能“备味滋和、体

色醇清”。衡阳黄酒的口感、知

名度及覆盖人群，依然面对的是

一个严峻的局面。

黄酒虽然在近年发展较快，

但从全国市场发展状况而言还

处于初级阶段，消费者还没有对

它建立初步的认知。作为中国

最古老的酒种之一，由于长期以

来局限于地区性市场（主要在

江、浙、沪等地），使黄酒未能走

向全国，市场规模也一直没有突

破 性 增 长 ，即 使 一 些 黄 酒 品

牌 通 过 努 力 走 出 了“ 家 门 ”却

没 有 市 场 ，常 常 处 于 进 退 两

难的纠结局面。

如何扩大衡阳黄酒的知名

度与影响度，增加人们对黄酒

的了解与认知，改造并提高黄酒

的酿造工艺，使黄酒迎头赶上啤

酒、红酒的发展势头，让衡阳成

为真正中国黄酒的发源地与圣

地，值得衡阳人思考与行动！

黄
酒
文
化
源
头
衡
阳
的
尴
尬

吕
震
萍

3
本版责编 金 晏 王 伟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2012年5月30日 星期三 湖湘文化·观点

穿过凤凰城的古老河流

天
下
第
十
八
福
地
—
—
苏
仙
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