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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橘井泉香”的传说
王 伟 杨晓东

湖南省郴州市有处自然风景名胜

景观叫“苏仙岭”，被道家誉为“天下第

十八福地”。苏仙岭上，因宋代秦观写

下《踏莎行·郴州旅舍》，苏轼写序，米芾

题字留下的三绝碑而名闻天下。

苏仙岭得名于苏仙传说。当地有

一个流传了 2000 多年的美丽故事——

苏仙传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世代代

的郴州人民。

2013年底，笔者赴郴州市苏仙区了

解“苏仙传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情况。苏仙区文广新局局长郭

华薇说：“由于历史原因所致，目前，‘苏

仙传说’的传讲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传讲的载体越来越窄，传讲的形式过于

单一，保护形势严峻。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保护好传说的活源头，我们在尽力

做好传说的传承工作。”

苏仙区政府已经采取了编写乡土

教材进学校，设立讲习传承所，由传承

人培养传承者，同时结合苏仙岭旅游资

源开发，不断丰富传承形式，让传讲者

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业，举办苏仙祭祀

活动及“橘井泉香”医药养生论坛，进行

关于传说的各类文学创作等。

“橘井泉香”

在古城郴州，有一座海拔 500 多米

的小山，叫做苏仙岭，这里的白鹿洞、

苏仙观、望母松、橘井、桃石……皆由

苏仙传说得名。相传距今 2000 多年前

的西汉时期，一名潘姓姑娘在郴江河

边洗衣时，手指绕上河中漂来的五彩

带，久解不脱，五彩带竟神奇地钻入潘

氏腹中。不久潘氏未婚有孕，为避人

口舌，无奈躲入山洞生下一名男婴后

匆匆离去。几天后，潘氏思子心切，跑

回山洞，看到白鹿正在给新生儿喂乳，

白鹤正伸展翅膀给新生儿御寒。潘氏

亲子难舍，决定携子生活。孩子长大

后 ，潘 氏 送 子 念 私 塾 ，并 恳 请 先 生 取

名。先生看到窗外大树下一个人正枕

着大树睡觉，树枝上挂着用草绳穿的

一条鱼，沉吟后说：禾草穿鱼为苏，单

人枕树而眠为耽，就叫苏耽吧。

苏耽从小就孝顺母亲。一次，苏

母 生 病 想 吃 臭 豆 腐 ，但 郴 州 城 没 有 。

苏耽几个时辰后竟弄来了热腾腾的臭

豆腐。一个月后，苏耽的舅舅从湘潭

过来，和苏母聊天时谈道，一个月前曾

在湘潭城里遇见苏耽。推算时间，正

好是苏母生病那天，一问才知苏耽是

从白鹿洞里走近路到湘潭去给母亲买

臭豆腐。还有一次，苏母生病想吃桃

子，苏耽就到苏仙岭山顶摘了满满一

筐 桃 子 。 因 为 想 让 母 亲 早 点 吃 到 桃

子，下山时在半山腰不慎摔倒，桃子散

落满山，苏耽顾不得许多，就近捡了几

个桃子赶回家中给母亲品尝，后来散

落未捡的桃子化作了石头。如今苏仙

岭的石头多为桃状，当地人称其为桃

石。随后，小苏耽在苏仙岭山上放牛

时，在山脚小桥碰到一个仙翁，给了他

一本医书，苏耽无师自通掌握了医术，

时常为乡亲采药治病，药到病除，无不

灵验。后人将苏耽遇仙这座小桥命为

遇仙桥。由于苏耽济世救人、孝母爱

人，德行昭著，感动上天，后得以位列

仙班。成仙后，苏耽常常偷偷下凡到

苏仙岭山顶眺望祖屋，思母之至，泪流

满面。山上青松被其感动，松枝竟也

伸向潘氏住处张望。如今，苏仙岭的

青松树枝皆指向西南——苏耽祖屋方

向。后人称之为望母松，并被列为郴

阳八景之首。这段故事在《水经注》、

《列仙传》和《徐霞客游记》均有记载，

蒲松龄著作《聊斋志异》也有以苏仙为

题材创作的内容。

在我国中医药史上有两大著名典

故：一为西汉“橘井泉香”，另为三国“杏

林春暖”。橘井常喻良药，杏林称颂贤

医，“橘井杏林”便成为中医药文化的

代名词。其中，橘井典故尤为突出，传

统的中药铺必在显眼处悬挂“橘井泉

香”的匾额。在日韩及东南亚等，地橘

井俨然是中医药的象征，制药业常以

橘 井 取 名 ，形 成 了 特 有 的 橘 井 文 化。

影响深远的橘井典故发生于 2000 多年

前的郴州——桂阳郡。

《辞海》“橘井”条释：相传苏耽得道

成仙升天前，对母亲说：“明年天下疾

疫，庭中井水一升，檐边橘叶一枚，可疗

一人。”第二年，果然发生疫病，远近皆

求治，依法治疗，果然痊愈，百姓感恩戴

德，世代口口相传。《药海拾奇》一书中

也有记载苏母以井水橘叶治疗疫病之

事，此后世人便以“橘井泉香”歌称颂救

人功绩，医者将之书写匾额以明志。中

医药史上记载的悬壶济世和大爱苍生

的医术医德便由此而来。唐代诗人杜

甫、李白、王昌龄、元结、沈彬等对此均

有题咏。唐开元十九年，郴人在井旁建

祠。北宋真宗赐名橘井观。传至明代，

“橘井泉香”的典故纳入儿童启蒙读物

《龙文鞭影》，用以教化世人，橘井文化

亦成为郴州“福文化”的核心主体。如

今，苏仙岭已被列为国家级名胜风景

区，成为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休闲参观

的胜地。

“孝而祈福”

因“苏仙传说”的流传渊源，天下福

地郴州弘扬中华孝道文化的事例举不

胜举。

明代宜章人邝埜官至兵部尚书。

在陕西为官时，其父在江苏做学官。因

思念老人，便寄一件粗绒衣给父亲御

寒。其父也是清官，退回并附信教训：

你应把精力用在洗雪冤情处理积案上，

以不愧于职责，从哪里弄到这袍子来玷

污我？邝埜接信，流泪跪读。

清代郴州人陈振玉考中举人，因见

父亲患脚病，于是辞官居家孝养。后带

头运作、捐资出力为郴州做大量公益好

事，如扩建郴州试院，倡修同海、浪石

坝、铜坑湖石路、苏仙桥、黄金桥、珠江

桥等，倡建龙王祠、昭德侯祠、刘猛将军

祠，又捐修苏仙观、叉鱼亭、节孝坊、节

孝祠、良田巡检署等，为穷苦人捐义谷、

施药、施棺、救溺、全婚，行善举数十年

不倦。清同治年初，桂阳县尹人墉和龚

尧际，父母有病难治，他们割自己的肉

煮药汤给父母疗疾。湖湘文化大家王

闿运专门写下“至孝存肤发，临危不顾

身”诗句相赠，夸奖纯朴的郴州风习。

1997年底，嘉禾县女孩罗娟知道母

亲重症危急，当时父在外打工、兄在外

读书。这个刚满 18 岁、身在长沙的姑

娘毅然回乡割肾救母，成为中国内地首

例为父母献肾的子女，中央电视台《走

遍中国》栏目专题报道此事。

2004年，桂阳县桥市乡吉冲村村民

肖玉英，因大儿子廖金明在煤矿打工负

伤而忧心患了精神病，一发作就骂人

摔东西，晚上常闹得左邻右舍无法睡

觉。母亲既聋又瞎，家里又因贫困没

钱 医 治 ，但 三 兄 弟 对 母 亲 极 为 孝 敬 。

廖金明虽身患残疾，却对母亲百依百

顺 ，夏 天 为 母 亲 摇 扇 ，冬 天 为 母 亲 取

暖。三兄弟为了照顾好母亲，至今也

未分家。敬老、孝老的美德在郴州的

影响一直在持续。

郴 州 市 文 广 新 局 计 划 在 2014 年

通过系列活动来推广“苏仙传说”，打

造 中 华 传 统 源 远 流 长 的“ 孝 文 化 ”和

“福文化”。

王祥亮老人正在王仙岭社区为群众讲述苏仙故事。 邓德耀 摄

天津泥人张为苏仙传说制作的泥塑。 黄建华 摄

“ 雁 峰 烟 雨 实 堪 夸 ，石 鼓 江 山 锦

绣 华 ；朱 陵 洞 内 诗 千 首 ，青 草 桥 头 酒

百 家 ……”在 雁 城 衡 阳 ，流 传 着 这 样

一首“衡阳古八景诗”，显示出湖南衡

阳人的骄傲与自豪。衡阳虽然可谓山

清水秀，处处繁花似锦，而一个地方占

有三景却绝无仅有：草青桥下，石鼓山

上，朱陵洞边，一面千年“石鼓”枕着涓

涓湘水、蒸水和耒水孤兀在三江交汇

的石山之上。

一

石鼓山看起来不高，占地面积也不

大，山形如鼓，其貌不扬，山上风景秀

丽，绿荫如盖；山下江流环带，碧波荡

漾，既有“一团山影江边绿，几处灯光树

里红”的雅致，也有“郁葱青翠护层荫，

仙洞危楼半出林；万户晓烟明夹岸，两

江流水抱孤岑”的端庄，还有“三道水

口 锁 大 江 ”的 王 家 气 势 。 它 左 有 蒸

水，右有湘江，前有耒水，三江汇合后

浩浩荡荡直奔洞庭。徐霞客赞它“兼

具 滕 王 阁 、黄 鹤 楼 名 胜 之 优 越 ”，韩

愈 、柳 宗 元 等 文 学 家 在 此 赋 诗 作 记 ：

“ 红 亭 枕 湘 江 ，蒸 水 会 其 左 。 瞰 临 渺

空阔，绿净不可唾……”

石鼓山历史悠久，中国的书院文

化曾在此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

唐 、宋 时 期 ，衡 阳 的 书 院 文 化 蔚 然 成

风。最盛时，南岳七十二峰就有书院数

十处，而衡阳境内就有近 30 处，其中闻

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石鼓书院

就坐落在这里。曾国藩曾感叹：“天下

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至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时

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筑屋山巅，读书

其中，泛舟观山，不亦乐乎，以至不少文

人骚客来此吟诗作对，焚香煮茶；宋至

道三年（公元 997 年），邑人李士真拓展

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景佑二

年（公元 1035 年），朝廷赐额“石鼓书

院”，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

国四大书院。经唐、宋、元、明、清各朝，

书院屡经扩建修葺，韩愈、周敦颐、朱

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

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

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览胜，其

状蔚为壮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朱

（熹）、张（栻）会讲”在岳麓山和石鼓山

上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极大活跃了当时

的学术气氛。

书院如丛林，来此讲学的历代名人

贤哲颇多，造就的栋梁大家无数，有诗

为证：“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代

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自幼研习于此，西

湖白莲盛景便是《爱莲说》的萌芽。走

进重修一新的石鼓书院，仿佛能听到

“之乎者也”的琅琅书声。这里是湖湘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当之无愧地成为

“蓝墨水的上游”。

遗憾的是，鼎盛一时的学术殿堂自

清代康熙年间日渐衰落，合江亭、武侯

祠、大观楼、忠节祠等名胜古迹连同那

块“石鼓书院”的御匾在抗日战争的硝

烟中毁于一旦。上世纪 60 年代初，中

南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

石鼓书院。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市里只

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

其原貌。

二

“这石鼓是现代人为纪念书院所

立。”踏进书院，导游指着左侧一块高

达 3 米左右的石雕鼓解释道，石鼓山以

及石鼓书院并非因此而名，而是古人

以为“蒸湘二水夹岩，风浪击石，声如

鼓”，便命名石鼓。据《水经注》记载：

“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

士有兵革之事……山体纯石无土，故

以状得名。”因有此载，故而引来许多

文人墨客观鼓听鸣，挥毫长啸。晋代

零陵太守瘐仲初观石鼓后，云：“鸣石

含潜响，雷骇震九天。”

衡州太守崔鸣鹫也在《重修石鼓书

院碑记》中记道：“东湘水，北蒸水，潆洄

澎湃于石岩之下，隐隐如鼓声也。”三国

时，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驻兵

临蒸，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之师。现

在的人们大概只能站在武侯祠的遗迹

前，凭借自己的思维，遥想当年诸葛亮

扎营石鼓，摇着羽扇在合江亭下操练水

军，以定“三分天下”的盛况；清朝的“中

兴名臣”曾国藩，又于石鼓山训练出剽

悍的湘军水师，挥师东下，于南京打败

了已占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抗战时

期，国民革命军第 10 军将士和守城民

众为抵御日寇，在此孤军奋战四十七昼

夜，以血肉之躯，筑就了名垂后世的中

国唯一的“抗战名城”。数次兵革之变，

致使石鼓这弹丸之地几度化为焦土，遥

想当年烽火狼烟，战鼓震天，不禁让人

扼腕长叹……

拾级攀登而上，展现在面前的是一

组红楼、黛瓦、白墙的仿古建筑群，左边

是武侯祠，右边是李忠节公祠，中间是

大观楼，后面是合江亭，建筑中间的空

坪内，还铸有我国春秋末期著名思想

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

雕 像 。 石 鼓 书 院 重 修 面 积 8000 平 方

米，完全仿照清朝鼎盛时期的建筑风

格，房屋选用重檐飞椽的木结构，木材

选用质地坚韧、来自赤道几内亚热带雨

林的菠萝格红木料，选用琉璃瓦和江南

小青瓦，与石鼓山下的禹碑亭、石拱桥、

桥亭等建筑相映成趣。

蒸湘水汇合处，石鼓山左侧，横架

着青草桥。此桥至今近 800 年，故有

“青草桥头酒百家”之说。而石鼓书院

内最为神秘的景观要数山腰那不过 10

立方米的朱陵后洞了，洞壁上曾刻有许

多诗词，据说有上千首之多，如今难以

辨认，此外，洞中还有铜像一尊。据介

绍，此洞以前极为深广，“朱陵洞内诗千

首”曾是衡阳八景之一，是市民通往远

隔数十公里的南岳衡山的商道。但不

知何时，此洞被废堵了。

伫立在大观楼上，置身于合江亭

中，凝视于朱陵洞内，去搜寻千年历史

留下的文化遗存，感受文化的书香、石

鼓的声响与历史的墨芳，这片昔日超凡

脱俗的净土，如今已是高楼环绕、车水

马龙了。青草桥头，不见“酒百家”的盛

景；青草桥下，也不见停泊的数百条小

船。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水运早已

退出历史的舞台。再听不到那击石如

鼓的江水声，只听到远处渡口传来悠长

的轮渡汽笛声。

三

石鼓书院是一本厚重的书，看似

寂静，却处处张扬着迷人的风致和特

殊的文化魅力，走近它，犹如走近炽热

浓烈的湖湘文化。衡阳人已经把融入

生命的这种文化视为灵性之根、民生

之源、民族之魂。石鼓山上的每一座

楼台、亭阁都与衡阳的文化精神、性格

风骨、道德品格息息相关。这座书院

的兴衰似乎与整个衡阳城的命运紧紧

连在一起了。

2007 年，衡阳人重修石鼓书院，工

程总投资 1207 万元，其中社会各方捐

款达 1068 万元。不少市民无私地将一

笔笔捐款奉献给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支

柱，因为石鼓书院不只是文化的象征，

它代表着衡阳文化的精神与灵魂。如

今，石鼓书院已恢复“千年学府”之神

韵，并可能借鉴岳麓书院的模式与临近

的大学共兴学院，通过讲学等形式，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传统文化有着历久弥新的魅力，

品 牌 载 体 最 能 产 生 神 奇 效 应 。 石 鼓

书院是衡阳人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

品 牌 标 志 ，也 是 衡 阳 市 推 进 学 习 型 、

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有效载

体。2010 年以来，衡阳市委充分挖掘

自身文化特色，依托千年石鼓书院创

办了“石鼓书院大讲坛”，分为“名家

讲坛”“书院寻道”“荧屏纵论”“报拾

人文”“经典回眸”五大板块。先后邀

请了余秋雨、于丹、纪连海、陈晋、梁

文道、刘和平、罗援等嘉宾来衡讲课，

通过对历史的深度审视，引领大家穿

行 于 湖 湘 文 化 的 历 史 长 河 ，感 悟“ 敢

为天下先”的时代内涵。而深刻的内

容也引得市民争相前来。

人类的脚步走到今天，留下许多记

忆，有的以文字书本的形式留存着，有

的以思想智慧的形式传承着，有的则以

人文精神的精髓融入了人们的血脉。

沉默于石鼓面前，感受浓厚的湖湘文

化，和传承几千年的“书院文化、耕读家

风”给开拓进取的衡阳人留下的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湖湘精神：坚韧、刚直、

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

求是、经世致用……

石鼓书院远景石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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