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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株洲，有两位著名的人物画画家，一个是何浩
中，一个是贺安成。何浩中先生擅长国画，贺安成先
生则擅长油画。

前不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典藏美
术作品展”在株洲美术馆举行。闻讯，我特去认认真
真地观赏了一番，其中，何浩中先生的《毛主席诗意》
组画(16张)是该展的亮点之一。

何浩中先生从毛主席 1910 年作的七言古诗《咏
蛙》画起，一直画到 1966 年作七律《有所思》，时间跨
度 56 年。他用 16 幅领袖肖像画，结合毛主席诗意，硬
是把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描绘
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是画家对人民领袖的一往
情深！

如毛主席《咏蛙》一幅，少年毛泽东独坐池塘边，
两眼直视前方，两手交叉于腰，笔墨虽简练，却极富
概括力地把少年毛泽东那种坐如虎踞、“树下养精
神”的超凡气质表现得恰到好处。

《忆秦娥·娄山关》是竖式的四尺整宣，画中的毛
泽东身披军衣，手持一根香烟呈沉思状。背景则是雄
关漫道，雾霭重重，残阳远布天际，一支荷枪实弹、战
马嘶鸣的红军队伍正穿行在这极为险要的关隘之
中。此时的万里长征，正如毛主席后来回忆时说：千
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好多倍。毛主席填这首词之
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时的毛
泽东，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幅国画，就反映了
毛主席在重要历史革命关头，胸有雄兵、运筹帷幄的
大无畏革命精神。

《卜算子·咏梅》是毛主席晚年读陆游《咏梅》词，
根据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进行反华大合唱最
嚣张的时候反其意而填写的一首词。其意是告诫人
们在这“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我们要像梅花一
样毫不惧怕寒冷，毫不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待到山
花烂漫和世界格局趋向平稳向好时，我们定会像梅
花一样，在灿烂的百花中迎来会心的一笑！而浩中先
生在创作毛主席这幅词意画时，既没有画雪，也没有
画梅花，更没有画悬崖，他只是画了晚年的毛主席稳
如泰山、气定神闲地伏案执笔，回应那些“嗡嗡叫”的
苍蝇和蚍蜉。画上面空出一大片天头，顶右角长款直
书毛主席这首词，从而打破了上空下重的布局。

还有青年毛泽东的《指点江山》，壮年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意画，张
张紧扣诗意，幅幅生动传神，件件作品都能让你感受
到一代伟人的气宇轩昂和独领风骚的诗人形象！

浩中先生每幅画的题款字，款款庄重谨严、俊秀
飘逸，看上去和画很协调、很美、很有文气，亦为精妙
传神的画增色不少……

可惜这样一位优秀的人物画画家，不知不觉中
已走了十年。要是健在的话，想必能为我们创作岀更
多的美术杰作，后学思想至此，也只能为之一叹。

醴陵西山，非止
有人文之渊薮的渌
江书院，书院一侧的
宋名臣祠亦是梳理
醴陵人文之盛所不
容忽视之处。

宋名臣祠，原名三公祠，
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
祭祀南宋时醴陵籍的三大名
臣吴猎、皮龙荣和杨大异而
修 建 的 ，清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改名为宋名臣祠。祠
内至今仍存的《醴陵创建三

公祠碑记》详述了建祠之始末，对醴陵
人文之盛的描摹，厘清了若干流传有年
的史实错讹。

“著县”醴陵
“ 醴 陵 ，东 汉 县 ，西 汉 已 有 醴 陵 之

名 。高 后 四 年 ，封 长 沙 相 越 为 醴 陵 侯
…… 西 汉 已 有 长 沙 王 子 刘 昌 封 国 。汉
制，封地不满一县者，有亭侯、乡侯，固
无疑醴陵之置县在后，而封国在前也。”

碑文开宗明义，首述醴陵之历史渊
源——东汉置县，西汉有醴陵之名，初
为汉初功臣封国，后改封国为郡县——
继而详述汉后封爵醴陵之历史名人：三
国孙吴时的顾雍（三国孙吴丞相，因功
封醴陵侯）、东晋时的恒蔚（东晋大司马
恒温从子，父恒秘，为恒温三弟，官至中
领军，曾与侄子桓熙、桓济谋杀幼弟桓
冲，事败后被家族所逐；恒蔚系恒秘长
子，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恒温子恒
玄篡晋称帝后，封蔚为醴陵王，恒玄败
死后事不详）、南朝梁时的江淹（辞赋大
家，少有才名，历仕宋、齐两朝，后辅佐
梁武帝萧衍起兵抗齐，因功封临沮县开
国伯，后改封醴陵侯）、南朝陈时的淳于
量（南朝武将，初事梁元帝，随王僧辩平
侯景之乱，因功封谢沐县侯；后归陈武
帝，位开府仪同三司；陈文帝天嘉中，湘
州刺史华皎联合北周叛陈，淳于量与陈
将吴明彻等率军讨平，并降北周将拓跋
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进封醴
陵 县 公 …… 地 方 史 志 资 料 中 ，有 误 将

“ 陈 淳 于 量 ”断 为“ 陈 淳 、于 量 ”者 ，不
确）。正是这些历史名人与醴陵之渊源，
让醴陵这个当时远离中原文明圈的僻
壤之地名声大盛——“遂为著县”。

到了南宋时期，醴陵名气更大。22
岁的吴猎入岳麓书院，师事张栻，继受
教于朱熹，“粹然为南渡后湖湘正学之
宗也”，所以碑文中有“山水清淑，人杰
勃兴，名业之盛，萃于南宋”的说法。

从文定公祠到三公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任醴陵

县学教谕陈寿纶拟议在渌江书院旁增
设一建筑以祭祀吴猎（逝后谥文定），意
在敦勉渌江书院生员学子，继承先贤吴
猎的向学之心。但不知因何原因，此议
并未施行。

次年，益阳人萧大猷出任渌江书院
山长，陈寿纶再次提议在渌江书院旁修
建吴文定公祠。除了山长之身份，萧大
猷还与时任醴陵知县温锡纯有科考同
年之谊，在资源调度方面无疑比教谕陈
寿纶更有优势，因此，提议迅速通过，同
时，各方面的资源也开始迅速向渌江书
院调动。

也就在此时，渌江书院的生员们找
到了新上任的山长萧大猷，建议在祭祀
吴猎的同时，也应该将相去吴猎时代不
远的杨大异、皮龙荣囊括进来，因为这
三人同属醴陵籍，且“儒术宦业与其志
节之皦然载在正史，弗能轩轾”。萧大猷
亦很快通过生员们的建议，决议将文定
公 祠 改 为 三 公 祠 ，并 与 教 谕 陈 寿 纶 一
道，倡议醴陵父老捐资修建三公祠，“城
乡老宿绅富皆乐助，以速其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八月廿
九日，三公祠动工修建，农历十一月廿
一日修竣，耗时不到三个月，工期不可
谓不快，且修竣而成的三公祠很气派，

“高广有度，内为主堂，堂左右有室，降
阶为前厅，翼之以房，与室相直”，非止
占 地 颇 广 ，还 有 阁 楼 ，“ 可 藏 书 ，便 登
览。”据碑文显示，共耗资钱一千八百
贯，余资则购置各种书籍，以填充楼上
之藏书室，所有鸠工庀材之用度，皆来
源于左近乡绅的捐资，可见斯时斯地醴
陵父老对三公祠修建之支持。

与宋名臣祠有关的历史名人
醴 陵 三 公 祠 自 清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1901）建讫，迄今已逾 200 余年，其间迭
有兴废。建成未久，因渌江书院生源日
多，在祠内增设书院书斋，以“又新”名
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科
举，渌江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三公祠
亦于是年更名为宋名臣祠；1989 年，宋
名臣祠被醴陵市人民政府确定为醴陵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已历经 200 余年风雨，宋名臣

祠依然矗立在西山之上的渌江书院一
侧，当然，外墙是后来涂饰过的，框架并
形制，仍是 200 余年前的模样，尤为难得
的是，由当年的教谕陈寿纶所题“宋名
臣祠”之匾额，以及载有建祠之始末的

“西山三公祠碑”仍是 200 余年前的旧
物，据闻是文革“破四旧”时，当地百姓
将匾额及碑刻埋在地底下，方才逃过浩
劫，也让我们能从这方碑刻以及碑刻中
所记之文字，得以更多地了解与宋名臣
祠有关的历史名人。

按碑文所记，与宋名臣祠关联最密
切的历史名人是吴猎、杨大异、皮龙荣
三位南宋理学名臣；次之则为碑文之首
所提到的曾封爵醴陵的王侯将相；再次
则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的萧大猷。萧大
猷是清末著名学者，有《如园诗古骈文
尺牍》、《天山南北考》、《续方舆纪要》、

《如园诗集》等诗书作品传世，时人目为
“江南才子”；然后是撰写此篇《醴陵创
建三公祠碑记》碑文的时任醴陵知县的
温锡纯，以散官之职入仕，任内勤勉政
务，“庶民所知有声”，调任醴陵知县未
久，清廷废科举、创西学，他极力协调，
兴修湘赣铁路，排纷解难，政声甚织；再
后便是书写此篇碑文的书家黄自元，以
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奉诏进宫为
同治帝生母书《神道碑》，跪地悬腕书
写，同治帝大为赏识，赐以“字圣”之称，
一时名声大振，效仿者蔚然成风，渐至
成其时社会上的通用字范……以此论
之，此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上亦有其独特
的价值。

除了前文提到的这些历史名人之
外，碑文中亦隐藏了其时还未露峥嵘的
一位醴陵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字。在表彰
完“城乡老宿绅富”踊跃捐资之后，撰文
的温锡纯笔锋忽然一转，将“三公有祀
之缘起”归功于“易生隆馨”和“袁生家
普”，结合前文渌江书院诸生向山长萧
大猷建议将杨大异、皮龙荣跟吴猎一并
祭祀之事，当可知，易隆馨和袁家普两
人便是当日建议的发起者。现有史料已
无易隆馨之生平履历，想后来或泯然众
人矣；而袁家普此人，则自渌江书院改
新学后，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毕
业归国后依例授法政科举人，民国成立
后，历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国立法政
学校教务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山
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当然，彼时尚
只是渌江书院一名普通生员的袁家普
并不知道自己日后的命途境遇，更不会
想到，自己日后有个女儿会成为中国第
一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并留下
诸多文学经典，直至今日仍有学者孜孜
不倦研究中——女儿的名字叫袁昌英
——这大概就是后学如我等在故纸堆
中翻检查询的最大乐趣吧！

四 十
多年前，我在株洲
市一中就读。每天从家里去
上学时，要跨过徐家桥，而后走
过麻石条块铺就的解放街上，再
往东走几百米就到校门口了。在
这个路程中，总是要经过解放街
上的一栋小楼。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
小楼，它挤在一排风格各异、层
次不同的老旧楼房之间，粗看并
不起眼，但如果细细端详，还是
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屋顶为硬
山顶，两端凸出的封火山墙像是
波涛中起伏的船帆，当街的大门
上方是一个晒廊，晒廊上的围栏
排列着二十多个造型古朴、蓝白
相间的栏柱——这种围栏样式
在整条解放街都是独一无二的
——大门里是二百多平方的大
通间，堆放着木材、磅秤、手提钩
秤之类的物件，当时，这里是一
个衡器厂，我一位熊姓同学的父
亲就在厂里面做事。

那时，我由于经常路过那栋
小楼，看奇非奇，见怪不怪，对此
也没有特别在意。直到有一天，
老师组织我们学习陈昌奉写的
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章时，熊姓
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说，陈
昌奉曾跟着毛主席到过那个衡
器厂。这一下，我就对那个衡器
厂充满了神秘感。

陈昌奉这个名字现在的年
轻人可能不熟悉，可在我们那个
时代，却是响当当的名人。他在
红军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
我们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最重
要的是工作》的文章，讲述的是
红军渡金沙江时，毛主席在一个
山洞里因陋就简办公的故事。这
个故事至今都让我感受着伟人
的力量。陈昌奉能跟毛主席去那
个衡器厂，那就说明那个衡器厂
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但究竟
发生了什么，当时包括熊姓同学
父亲在内的衡器厂人员以及周
边的邻居都讲不清楚。他们只知
道这个衡器厂在新中国成立前
是一个卖布的店铺，店名也有些
拗口，叫“协丰长绸布店”。

几年后，我上了军校，有一
天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从一本

《中共党史资料》上读到了一篇
访谈陈昌奉的文章。文章叙述了
1930 年 9 月，毛泽东率总前委机
关一部由长沙白田铺开进株洲，
并在那个“协丰长绸布店”楼上
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
议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陈昌
奉跟着毛主席到那个衡器厂的
缘由。以后，我又多方查阅相关
资料，逐渐还原了作为衡器厂的
前身“协丰长绸布店”曾经有过
的史称“株洲会议”的光辉历史。
不过，毛主席当年开会的时候，
那里还不叫“协丰长绸布店”，叫

“恒和药号”。
1930 年 6 月，中共中央制定

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
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
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 月 23 日，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
和 市 胜 利 会 师 ，成 立 红 一 方 面
军，随即奉命攻打长沙。从 9 月初
至 9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后向
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而未克，损

失
惨 重 。面 对
不 利 形 势 ，毛 泽 东 当
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
带领部队撤离长沙。9 月 13 日中
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
总部机关干部到达株洲中正街

（即今解放街），下午，在街上的
协丰长绸布店楼上召开了红一
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即“株
洲会议”。

据陈昌奉等人回忆，株洲会
议规模开得比较大，方面军下辖
的各军以上领导大都参加了。与
会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古柏、彭
德怀、黄公略、蔡会文、滕代远、
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
朱云卿、郭化若等十余人。会议
由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
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初步
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研
究了红一方面军此后的行动方
向。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
泽 东 的 主 导 下 ，作 出 了 回 师 江
西、进攻吉安的决定。此举排除
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
的危险，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建
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认识，继
而为后来胜利粉碎国民党反动
派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
条件。也正是由于有了株洲会议
作出的正确决定，全国几路红军
此后都放弃了“会师武汉、饮马
长江”的错误计划，从而扭转了
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
机。

自从知道“株洲会议”这段
光辉的历史后，我对那栋曾经作
为“协丰长绸布店”的小楼充满
了敬意。在部队的那段岁月里，
每年回株洲休假，我都要到那栋
小楼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为的
是更好地想象一下 1930 年 9 月
13 日的那个下午，以毛泽东为首
的红一方面军将领们是如何拨
正 了 中 国 革 命 的 航 船 。不 久 之
后，小楼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
衡器厂因此迁出。昔日的繁华不
再，但对我来说，历史的强音仍
在耳边回响。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转业
回到株洲，新家也搬到了解放西
街的建宁闸旁，离“协丰长绸布
店”那栋小楼不过 300 米的距离。
带着“株洲会议”的情结，我经常
在晨练和晚饭后散步时，到那栋
小楼周围溜达一下，特别是当曙
光照亮了小楼门前的解放街道、
当晚霞映红了小楼屋后的建宁
港水的时候，我总有着要为小楼
唱赞歌的冲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株
洲各方人士踊跃提出尽快修复

“协丰长绸布店”建议，但不知什
么原因，这些建议都在时光的流
逝中沉淀了。终于有一天，也就
是人类迈过新世纪几年后的一
天，那栋小楼就在一片拆迁的喧
闹声中坍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栋小楼
从未在我眼前消失。小楼在 1930
年 9 月 13 日那个下午发出的声
音，至今还在我心中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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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名：西山三公祠碑
材质：青石
规制：高155厘米，宽75厘米
年代：清
现状：嵌置醴陵西山宋名臣祠内

醴陵西山宋名臣祠外景

株洲风物

未 拆 除 前
的“ 协 丰 长 绸
布店”旧照。

陈瑛摄

未曾消失的小楼
李向军

如今的解放街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