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的文脉，千年绵延不绝，到明清
时期，出现了文化上的巨峰，产生了李东
阳、罗 典 两 位 在 全 国 都 具 有 影 响 力 的
人物。

明清株洲的文化受江西文化影响比较
深。元朝末年和清朝初年，株洲一带经历
了两次大规模的屠杀。为了填补人口空
缺，政府迁徙江西人来湖南。

江西人的耕读意识浓厚。江西移民和
他们的后代，促进了株洲传统儒家文化的
发展。明朝株洲民间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读书励志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易奎。他
家里很穷，父亲死得早。1504年，易奎已
经 28岁，母亲有病，瞒着儿子，硬是催促
他到武昌参加举人考试。等到易奎考完返
家，母亲已病得不省人事，嘴里衔着一根
灯芯。易奎伤心落泪，赶紧放下行头，找
来一点糯米磨碎，放糖，蒸成洁白柔润的
糕点，再把它切成灯芯模样喂给母亲。母
亲又活过来了。不久，喜报传来，易奎考

取了举人，母亲的病也好了。易奎一下子
成了乡邻的模范人物。后来，灯芯糕传到
湘潭县城,成了名贵食品。

明朝株洲进士中，最有名的是李东
阳。李东阳祖籍茶陵，本人出生在南京，
15岁考中举人，17岁考取进士，官居明朝
宰相。李东阳文学成就很大，主持文坛数
十年之人，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
其诗文典雅工丽，主张学古，反对模仿。

“茶陵诗派”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
我们经常谈论湖湘文化，遗憾的是，

在清代之前，湖湘文化在历史上是没有什
么影响的。第一个将湖湘文化推向历史高
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则是株洲人罗
典。

罗典是株洲天元区马家河人，曾担任
过监察御史、学政等官，晚年出任岳麓书
院山长，培养了大量学生，清代湖南状
元、衡阳人彭浚就是他的学生。自罗典之
后，湖南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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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米粉三宗问
姚武飞

米粉是醴陵最为经典的早餐，找到一家
地道的醴陵米粉店却是外来客人的必修课。

醴陵优秀的米粉店不一定在大街上，
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和大街相连的小巷
口，而且照例是并排排开三家甚至五家。
存在的理由就是这附近必定有着一家大型
企业、政府机关或者商场。每家米粉店的
装束大体相同，照例是黝黑的旧房子，一
间门面被木制的板门封起一半，门外摆上
两只铁皮油桶改装的煤炭火炉，另一半门
面仍然是一半大门，从外面能够看到里面
摆着几张小方桌。门口巷道的一小半被一
把硕大的遮阳伞掩盖着，伞地下自然也一
字排开着几张方牌桌。桌上有筷筒、牙签
和转筒的卫生纸，照例还摆着一碟油炸干
辣椒粉和一碟炒好的腌菜或者榨菜丝，讲
究一点的还预备一瓶陈醋或者酱油。天晴
的早晨，顾客便可以在这桌子旁坐下来吃
这一碗米粉。

热情的老板娘早在转角的时候就已经
看见你了，但是为了邻里和同行的和睦相
处，并不会跳出来拉你的衣袖，只是高声
用 言 语 勾 引 ，“ 咯 样 早 哇 ， 吃 粉 哦 ， 好
咧！”这口气仿佛是多年的熟客。

接下来就是醴陵粉店经典的“见客三
宗问”了。你刚坐定，女主人一阵风似的
给 你 端 过 来 一 杯 茶 水 ：“ 汤 粉 还 是 炒 粉
哦？”这是醴陵米粉经典的第一问，你的回
答在不到一秒中的时间内，男主人已经开
始 准 备 了 。 汤 粉 自 然 带 汤 ， 特 点 是 鲜 、
嫩；炒粉却是炒，味道浓郁，缺点是火气
重。外来的客人大多被炒粉迷住，本地人
除了贪吃的学生，却往往选择鲜嫩的汤粉。

“肉还是鸡蛋？”这是老板的第二个问
题。醴陵的汤粉是必须添加一样荤臊子
的，用来补充营养的不足。毕竟做米粉的
只是南方粗糙的早稻米，那点蛋白质不足
以解决一个上午的温饱问题。传统的做法
是首先煎好一个鸡蛋，煎成两面金黄的样
子，然后加汤煮开，这鸡蛋的香味就融到
整碗汤粉中去了。近来因为关注胆固醇的
问题，于是流行用瘦肉片来代替鸡蛋。这
选择的权力自然也在顾客手中，店主的妙
处在于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甚至两种都
要，他也能准确的将这份营养的成本控制
在两块钱以内。

鸡蛋或者肉片在骨头汤水中烧开，店
主开始他的第三宗问：“豆芽还是叶子哦？”

叶子或者豆芽属于汤粉中的配菜，却
正好能够依靠自身的清脆减轻汤粉的油
腻。有了这三宗问之后，作出一碗上好的
醴陵汤粉也就没有问题了，至于特别的客
人，有不吃香葱或者不放味精甚至辣椒
的，属于特例，需要主动声明，不在醴陵
汤粉的必经程序之列。本地熟识的客人是
不 一 定 需 要 主 人 每 次 这 样 的 “ 三 宗 问 ”
的，要么客人一句话将全部要求讲明白：

“老板，来碗汤粉，放叶子、精肉哦！”也
还算是简单明了，倘若你经常光顾某一个
熟识的小店，老板就会直接问你：“还是老
样子吧，叶子、瘦肉哦！”这就更加简单，
你是连一个子也不用说了。对于眼生的客
人，醴陵的粉店大抵总还是要遵循旧例，
一宗宗地追问仔细的。

奇妙的是，对客人提出这三个问题的大
多是女主人，一边收拾着前面吃过的碗筷，
一边就逐一、循序地向新坐下的客人提问。

就在这三个问题的重复当中，男主人
飞快地从火炉另一头的三角形货架上抓起
一把泡过的米线，入锅，清亮的骨头汤转
眼开始粘稠起来，放上一小把晶莹剔透的
豆芽或是翠绿的叶子，再依次添加味精、
盐、红的辣椒粉和绿的葱花，淡黄色的汤
汁中刚刚开始拱出几颗乳白色的气泡，这
男主人就习惯性的将铁瓢顺着汤汁贴着锅
沿绕一圈。铁瓢和铁锅一路摩擦过去，发
出一声畅快迷人的吱吱声响。这声音才一
结束，炒锅已经离开火苗，一碗丰腴的醴
陵汤粉就送到你面前的小桌子上来了。

这是醴陵汤粉最为地道做法，程序一道
不少，颇有几分地方特色；店铺普普通通，整
个也就男女二人照顾着三五十个以“嘴刁”
出名的醴陵人，如果看客实在需要一个名
字，就叫做“见客三宗问米粉店”好了。

歌咏抗洪勇士，礼赞军民情深

歌曲《洪水中的兵》的情感共鸣
张湘彦

由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副主任、国家一级作曲家江晖作曲、
江西萍乡词作家黄小名作词、原湖南省武警文工团团长、青年男
高音歌唱家袁双洋演唱的歌曲《洪水中的兵》，历经湘、赣、川、京
四地 50多位艺术家的接力工作，近日完成录制，向“八一”建军节
献礼，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洪水中的兵》饱含深情地为大家讲述了今年 7月，湖南多地
持续遭遇强降雨，汛情一再告急，湖南武警和消防救援队连夜救
援的感人场面。该作品以真情的抒发、热烈的歌颂为主题，曲调简
单而抒情，但却让人过耳不忘，浑厚的嗓音也能够深深引人共鸣，
众多媒体争先报道，大家也通过微信、微博转发点赞。

这首歌曲之所以迅速地传唱开来，并被大家所喜爱，是有其
原由的。

朴实而又灵动的语言风格
《洪水中的兵》质朴生动、飞扬灵动，字字含情，句句入心，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厚情感浸润到了感性形象之中，通过朴素
的言语表达了出来。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来不及看清你的面孔，你匆匆的脚步像
一阵风。我只记住了你的背影，滔滔洪水映衬那片绿色葱茏。”“来
不及对你说声谢谢，你转身又扑进浪涛之中。我只记住了你的勇
敢，危难时刻总是传递生命的感动。”整首歌曲形成了一种既视
感：人民子弟兵们在面对洪涝天灾时的英勇无畏与伟大，他们用
血肉之躯筑起坚强防线。这种精神，传承不息，继往开来！

无疑，这几句也是词作者最有感情、最有生活基础，写的最动
人的地方。歌曲咏叹的真谛就在于动人心魄！在这首歌里，这些生
动感人的一幅幅画面纷纷涌来，牢固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洪水中的兵》能够打动人心，能够传唱开来，在于它语言上
的平实生动，并赋予了这首歌曲感人的精神含量和思想容量。

艺术而又美好的真情传递
古人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处的“言”侧重

的是思想！歌曲写的是什么？写的肯定是思想情感！歌曲最强的穿
透力来自发自肺腑。

且看《洪水中的兵》中的歌词，虽然“不知道你的姓和名，我只
知道你是一个兵，血肉之躯包裹着一颗滚烫的心。”多么质朴的话
语，多么真实的写照！艺术创作的本质，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与其反复地絮叨某个名字，不如引发人们的想象，唤起曾经的情
感体验。

虽然“不知道你的姓和名，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兵，因为有了你
们在，人民才有安宁。”艺术创作应该有感而发，因情而动！人民子
弟兵在关键时刻、危难之际，冲锋在前，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所以就有
了接下来的转折缀补部分：“我多想替你擦擦汗，我多想替你分担
负重，让你停下来休息片刻，让你靠着我的肩膀安然入睡。”

流畅自然的情感表达，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与子弟兵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民鱼水情。无疑，这首简洁真诚、亲切平
实、好听易懂的歌曲已经在大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层层叠进，亦是这首歌曲整体构思的一大特点。因此，第二段
在内容上不仅是补充和完善，在结构上更是反复和加强。AB段歌
词十六行，但其中“你”与“我”的关系，“一颗滚烫的心”与“人民才
有安宁”的呼应，以及转折段四行中的“擦擦汗”“分担负重”“休息
片刻”“安然入睡”之间巧妙的情感递进，“绿色的葱茏”“生命的感
动”这样一些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都使作曲家找到了好的准确
的切入点，奔腾的乐思呼之欲出，最终孕育成一种歌曲独有的意
境，用音符描绘出一个亲切感人而又至真至纯的艺术美的世界，
让温暖柔情的旋律走进你，也走进我，更走进了人民群众的心里
……

毋庸置疑，《洪水中的兵》这首歌曲的创作，源自“真实”、出自
“真心”、传递“真情”。也正因为如此，《洪水中的兵》把叙事与抒情
有机结合起来，起承转合，很好地表达和诠释了“始终做人民信
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新时代子弟兵的形象，是一曲反映人民
群众心声的颂歌。

周刊

文化2019年 7月26日 星期五 电话：28823906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杨 卓B2

文化广场

株洲讲堂

寻
找
历
史
记
忆

解
读
株
洲
文
脉

佘
意
明

编者按

地方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地域居民悠悠的记忆与乡愁。

近日，应株洲市文联文艺大讲堂、株
洲九畹书院邀请，本社资深新闻人、文化
学者佘意明就株洲历史文化、湖湘文化
的演变做了两场讲座。株洲发布在线直
播，最高峰时5千多人收看。本版整理刊
发其讲座中与株洲文化相关的内容，以
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株洲文脉”。

山有山脉，水有水脉，文有文脉，文
脉就是地方文化生命的演化与基因延续。
株洲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条支脉，经历了
楚文化的兴衰、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进
入与演变、宋代理学的兴起、明清江西耕
读文化的进入与演变等几个阶段。

株洲文脉有三个高峰：六朝开始，人

口结构发生变化，朝廷推进教化，到唐末
株洲在科举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宋
代，湖湘学派兴起，城乡书院发展很快，
株洲出现了吴猎、凌登龙等在湖南有影响
力的文化人物。明清时期，受江西耕读文
化的影响，株洲文化走向高峰，出现了李
东阳、罗典等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株洲文化的历史源头与发展

湘东地区是湖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
一，也是湖南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株洲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炎帝甚至更
远，但如果从有文字算起，株洲的文化源
头是楚文化。在楚国统治之前，株洲居住
的三苗人、扬越人，他们还没有文字。

中国南方的文化是随着北方人不断南
下被儒家文化同化的。

楚国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诸侯国，因
南方山地较多，水泽遍布，影响了文化的
交流。楚文化自成体系，与我们熟知的北
方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浪漫主
义文化，道家文化、巫文化在楚地比较有
市场。楚文化与越文化有近亲关系的，在

语言风格上有点类似。
楚国时期，株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

名人是老莱子，他也是湖南第一个历史文
化名人，死后埋在今天的株洲荷塘区。

老 莱 子 是 历 史 上 有 名 的 道 家 思 想
家，主张清贫乐道，退隐山林。楚惠王
曾经邀请他出来做官，老莱子在老婆的
教育下逃跑了，最后来到了株洲。老莱
子还是二十四孝之一，他戏彩娱亲的故
事流传千古。

此外，屈原流浪湖南 18年，传说到过
株洲石峰区霞湾一带，他的第五个女儿死
后葬在当地。他的 《楚辞》 中哪些作品在
株洲所写无法考证。

六朝到唐时株洲文化出现了小高峰

东汉末年以前，株洲土著还是蛮人，
他们参与了东汉末的那场农民起义。孙坚
当长沙太守的时候，对起义的当地人展开
镇压。土著大多跑到湘西、湘南等偏远的
山区去了，北方汉族移民填补了空缺。

孙权时期，株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城市。公元 215 年，孙权设立了建宁县，县
治在今天株洲的合泰大街、东湖公园一带。

三国开始，株洲逐渐融入了以儒家文
化为主体的文明，佛教文化、玄学文化也
开始对株洲进行渗透。传说株洲资福寺、
空灵寺、龙山寺等最早建于梁武帝时期，
而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道学家陶弘景据
传就曾到当时的建宁隐居过，今芦淞区古
大桥还有宰相屋场的地名。

六朝时期，相当多的文化人在株洲封

侯做官，吴国丞相顾雍、南朝文化名人江
淹都封过醴陵侯。他们不一定到醴陵常
住，但文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成语“江
郎才尽”中的“江郎”说的是南朝的江
淹。江淹是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六岁能
诗，现存辞赋 28 篇。他特别善于写“悲
情”作品，如 《恨赋》、《别赋》 等。江淹
后来官当得越来越大，没有心思再去钻研
写文章了，人们讥讽他“才尽”了。

经过长期的教化，株洲的文化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虽然在中原、江浙一带人的
眼里，湖南还被认为是一块文化沙漠，但
了到了唐朝时期，株洲人毕竟也可以在科
举上展露头角。公元 901年，69 岁高龄的
茶陵人陈光问参加了尚书省的科举考试，
一举成名，成为株洲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宋代株洲文化出现一个高峰

宋代经济发展很快，理学兴起，湖湘
学派应运而生，这也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
主流学术流派。

宋代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
父子不仅在湘潭办了书院教学，而且还在
当时的株洲镇上开了一家以他们家的姓命
名的酒店，朱熹、胡铨来株洲的时候，就
住在这家酒店。那时，大量的株洲学子跟
着张栻、胡宏学习。醴陵人吴猎是张栻的
学生，是湖湘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被誉为

“一时之英才”，在政治、经济、军事、理
学各方面都有所创建。吴猎主张北伐，在
战争中显示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湖湘
先贤的大义凛然之气。

继吴猎后，株洲又产生了学问大家兼

教育家凌登龙。他是岳麓书院任期最长的
山长，着力提倡湖湘学统，让朱熹、张栻
学说回归岳麓书院。他在担任山长之前，
曾在仙庾岭一带结庐授徒，当地向他求学
的人数以百计。

宋朝时期，鼓励知识分子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改革科举，一是扩招，给更多的
读书人提供机会，二是科举直接与当官挂
钩，由此带来了各地民间兴建书院之风。
那时，株洲学子除了去岳麓书院学习外，
也就近在本地读书。炎陵县的洣泉书院、
茶陵洣江书院等都是当时创办的。湘潭人
钟震还在朱亭龙潭湾办起了主一书院，传
承朱熹、张栻的理学文化。主一书院在清
嘉庆年间，扩建成龙潭书院。

明清时期株洲文化出现另一个高峰

株洲风物

株洲艺苑

《
洪
水
中
的
兵
》
曲
谱

作曲江晖(中)与演唱袁双洋(右)在录音师邢卫民(左)家中试唱
《洪水中的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