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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仿真美学种植、微创种植、即刻种植、全口、半口种植、ALL-
ON-4即刻种植即刻戴牙、多颗牙缺失等复杂条件下的种植修复。

申领种牙补贴，原价上万的种植牙报销70%后只要2980元/颗，口
福行动受到株洲缺牙市民的热捧，让很多种植牙怕痛、怕不安全、怕没
效果、怕价格高的缺牙老人种上了一口好牙，吃上了一口好饭，让许多
经济并不盈余的老百姓也能种得起牙。活动本月30日结束，株洲缺牙
市民赶紧拨打电话0731-28891332报名，申领种植牙补贴。

种植牙带徒名师亲诊，效果有保障
唐社华院长毕业于桂林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

多家知名机构种植专家特聘讲师，掌握20多项种牙
核心技术，精通欧美韩6国12大种植系统，从事临
床工作十余年。“安全、微创、快速、无痛、有效”是其
种植牙手术特征，多年以来累积种植牙5000余颗。

专家擅长

2980元/颗放心种好牙 口福行动倒计时7天

1、8项检查费100%全额补贴；
2、韩国种植牙2980元/颗（含

烤瓷冠）；
3、欧美种植体种1送1（指定品

牌）；
4、半口/全口种植牙，补贴最高

可达5万元；
5、假牙回收申请 500—2000

元补贴金；

当天种牙当天用
五项惠民政策

六类缺牙市民
可申领种植牙补贴
1、全口/半口牙缺失者；2、多颗牙/

单颗牙缺失者；3、牙齿松动无法保留者；
4、戴活动假牙咀嚼无力者；5、活动假牙
戴不牢戴不稳者；6、烤瓷牙失败者。

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
定点机构：株洲博仕口腔
地址：石峰区红旗北路 277 号亿都

新天地2栋第二层206号
申领电话：
0731-28891332（河东店）
19973346553（河西店）

▲墙上3位爷爷的照片旁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选择开宝南饭店，不
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活。 记者/刘小波 摄

▲爷爷们做饺子时，小朋友在一旁认真观看。 记者/刘小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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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宝藏爷爷”开了家饭店
梦想买房车一起去旅游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小波

在工厂干了大半辈子，无所作为的养老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结局。开个饭店、逐梦房车旅游，3位“宝藏爷
爷”决心用年轻时工作中打破常规的心态，来开创尚余的人生。

顾客爱吃爷爷们做的饺子

11月23日11时许，时代大道辅路旁，新开张
的宝南饭店里，3位老爷爷开始忙碌起来：中午饭
点将至，他们要做顾客爱吃的水饺和蛋饺了。

靠近饭店大门口的白案桌，是老爷爷们的专
属工作台。86岁的余爷爷开工前，一丝不苟地做
着准备工作：穿好袖套，戴好口罩和手套，把餐具
和原料摆放妥当。他做起蛋饺来神情专注，手速
均匀，不疾不徐。把蛋饺煎好后，摆放得整整齐
齐。做了一阵后，恰好燃气用完了。这时，店里
的一名顾客见状，赶紧过来帮忙将燃气罐换好。

77岁的马爷爷做事气势十足，和面、擀面皮、
做馅、包饺，动作麻利还带节奏感，那种精气神很
多年轻人都赶不上。他说，北方人的传统手艺一
点都没有忘，今后还要做炸酱面、包子、手擀面、
烙饼……

76岁的魏爷爷在旁边照看着锅里的水饺，一
锅饺子熟了就赶紧捞出来。他的老朋友特意来
看看他们3人开的小店，问道：“你们店名叫宝南
饭店，有什么含义啊？”魏爷爷说：“我们都是北方
过来的，觉得湖南是个好地方啊，是块宝地，所以
就叫宝南咯。”

来吃饭的顾客渐渐多了起来。小店的菜品都
是老口味的家常菜，很清爽。很多顾客必点老爷
爷们做的水饺和蛋饺。一天下来，从上午十点左
右到晚上七八点，3 人都待在店里。工作时一直
站着，得做完这一天的活才坐下来吃饭、休息。

闲不住的爷爷们要创业

余爷爷是武汉人，1953 年
就进入中车株机工作，是厂里
第一批通过原铁道部考核的精
加工技师。马爷爷说起他直夸
是厂里的技术好手，如今他们
的徒弟都已经退休了。

马爷爷和魏爷爷是北京
人，1963 年同时从北京铁路工
程学校毕业，进入中车株机工
作，没有结婚前还住同一个宿
舍。后来两人住着前后栋，跟
余爷爷家也就隔了100多米。

上班时3人就经常在一起，
退休后，友情没有淡。大家都

是闲不下来的人。马爷爷退下
来后还一直在私企里干活，直
到今年因为疫情才停下来。3
人凑在一起聊着聊着，就想着
开个饭店找点活干。

各自的家人起初都不太赞
同，觉得这么大的年纪了，家里
都不缺钱花，还折腾啥呢。但是
当3人决定后，家人们又都开始
支持了。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
宝南饭店终于开张营业了。各
自的老伴都经常来店里，能帮手
的就帮手，不能帮手的就看看店
子。孩子们也都在中车株机上

班。马爷爷说起此事感到很骄
傲，觉得孩子们继承了他们这一
辈爱厂如家的好传统。只是这
样就很少有时间来店里帮忙了。

饭店的墙上贴着 3 位老爷
爷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
上有这样的话：我们选择开宝
南饭店，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
了生活。马爷爷说，他们也不
图赚好多钱，能够保本就行。

小店刚开张，生意还不太
稳定。他们也不急躁，认为只
要把菜品做好就行，反正开店
也就是图个乐。

兴趣广泛的爷爷们有个房车梦

作为技师和工程师出身的
爷爷们，乐观而勤快，还爱追赶
时尚。

小店的选址定下来后，装
修很简约。桌椅什么的，还是
大家一起到宜家去选购的，买
回来全部都是自己动手组装，
图纸都不需要。

余爷爷爱旅游，80 岁那年

还去了泰国。平时他还跟年轻
人打打牌。马爷爷打桥牌水平
也很高，曾经拿过全国老年组
的第 2 名，闲下来时还能吹黑
管。没退休之前，他是售后工
程师，全国各地到处跑，省会城
市除了拉萨和台北，其余都去
过了。魏爷爷更时尚，喜欢玩
摄影，家里相机镜头装备一大

堆，去年还花了上万元买了台
相机。现在更多的是用手机拍
照，也偶尔玩玩微信，发发抖音
短视频。

前几个月，他们一起去长
沙看了房车，之后就念念不忘，
说是等饭店赚钱了，买辆房车，
老哥们找机会一起开着房车去
旅游。

“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活”

何当共剪西窗烛
——诗词常用意象之十一

聂鑫森

唐代李商隐《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
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
山夜雨时。”

“剪烛西窗”便成为一个典故，
也成为诗人常用的一个意象。既
表达对亲人、朋友的思念，渴望相
聚；又泛指亲友相聚、倾心交谈，为
人间之乐事。

剪烛，即剪去燃过的烛芯，让
其光亮更为明朗。因烛又叫蜡
烛，故烛芯燃过所结的花称为蜡
花：“剪蜡花、壶箭催忙。”（宋·
吴文英《夜合花》）

《夜雨寄北》，是寄赠给
相知好友的名诗。当代作

家余华解说此诗时，称友
人寄信问他何时归来，

为“过去时”；读到友

人信，正当巴山夜雨，为“现在时”；
想象回去后与友人相聚，共剪西窗
烛，为“未来时”；剪烛夜谈，作者回
忆巴山夜读友人信的心情，又回到

“过去时”。全诗写的是友情地久
天长，很让人感动。“故人剪烛西窗
语。”（宋·周邦彦《琐窗寒》）

宋词人吴文英，则写男女相
聚，佳人带醉剪烛，留下深刻印象，
可惜别后再难相逢叙说衷曲：“醉
鬟留盼，小窗剪烛；晚云载恨，飞上
银宵。”（《惜黄花瘦》）

古代照明，用蜡烛外，也用油
灯，灯芯也会结出灯花，需要剪去
灯花以增光亮。“罗帏暗淡灯花
结。”（宋·范成大《忆秦娥》）“剪春
灯，夜寒花碎。”（宋·王沂孙《天香·
龙涎香》）

“花碎”，指剪碎的灯花。剪烛

和 剪 灯 ，皆 指 亲 友 的 倾 心 聚
谈。“视之殆如梦寐，与谈诗文，
慧黠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
友。”（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连
琐》）

“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
语。”（宋·史达祖《绮罗香·咏春
雨》）剪灯，也引申为挑灯夜写文
章。明代瞿佑作传奇小说集，书名

《剪灯新话》。另一位明代人李昌
祺，仿《剪灯新话》体例，作传奇小
说《剪灯余话》，但水平却平庸得
多，《辞海》称此书“思想庸腐，
并好夸耀才学”。

（原创首发）

王闿运著作等身，光是经学方面
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但他最为人
艳称的杰构偏偏是一部历史著作
——《湘军志》。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湘军攻
陷江宁（今南京），太平天国土崩瓦
解，使命达成之日，就是湘军解甲之
时。那些以千万人鲜血染红顶戴的
湘军高级将领，陆续被清廷擢拔为总
督、巡抚之类的封疆大吏，从此极情
尽兴地享受富贵荣华，十余年出生入
死，一朝获到高额补偿。然而好日子
过起来总是快如白驹过隙，他们这才
拍打后脑勺，猛然察觉，当时起义之
人和殉难之士已近乎湮没，传闻失
实，功烈未彰，若要取信后世，就必须
勒成一书。于是大伙儿决定找位名
家来修撰湘军的军史。

当时还有谁比王闿运更有资格接
下此单？他是公认的硕学名儒，又与湘
军将领多有交集，颇具交情，其文才和
史才均属一时无二的隽选，最重要的
是，曾国藩生前曾有过“著述当属之王
君”的叮嘱。于是经吴敏树动议，郭嵩
焘倡行，曾国藩的长公子曾纪泽主持，
赍送了丰厚的润笔费（六千两白银）给
王闿运。这一年是光绪元年（1875），王
闿运四十三岁。按照王闿运的儿子王
代功的《湘绮府君年谱》所记，王闿运

“不得已而诺之”，意思是：他没法推托
才答应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湘军志》总计十六篇，九万余
字。大著杀青，王闿运感慨道：“修史
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史

官）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
遭忌也。”史官之笔就像阎罗殿上的
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以使
人一举超生，也可以使人万劫不复。
何况他并非史官，却酷评诸多宿将，
活着的人难免深受伤害。倘若他是
势利之徒，念头一闪，笔头一转，以歌
功颂德为能事，必能结欢于衮衮诸
公，何愁没有好处源源而至？可是王
闿运义不容情，在他的笔下，清廷官
吏昏庸无能，湘军将领贪残成性。大
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于市中
之屠夫，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大
佬们恼羞成怒，纷纷跺脚黑脸，指斥

《湘军志》诬枉不实。即使湖南巡抚
陈宝箴盛赞《湘军志》，他也怀疑王闿
运纯粹以个人爱憎驱遣笔墨。殊不
知，王闿运认定“怀私文必不能工”，
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

一代文豪王闿运读书破万卷，不可
能不知道宋朝文人张君房的遭遇。张
君房撰《乘异记》，故意贬低英年早逝的
白稹，说白稹死后，被罚为鼋，托梦向友
人求救。异日，友人乘船，从渔网中救
下一只沙鳖，放生到江中。《乘异记》刊
行后，白稹之子怒不可遏，守在汴梁的
东华门外，把张君房拽落马下，痛殴暴
打，逼迫张君房当众承诺，将《乘异记》
毁版，才放过了他。《乘异记》只不过是
一部虚构的笔记小说，作者编派熟人，
尚且挨打；王闿运著史书，臧否的是依
然健在的国家功臣，后果更为严重。

事情果然越闹越离谱，那些原本
狂恣跋扈的老干部怒从心头起，恶向

胆边生，要给王闿运一点厉害瞧瞧。
令曾国荃最恼火的是，金陵决战明明
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大的亮点，王闿运
却轻描淡写，把太平军视为乌合之众，
使其军功大为减色。曾国荃的门人怒
于市而色于室，责骂王闿运不肯与人
为善，专揭九帅的疮疤，专寻九帅的晦
气，专跟九帅过不去。他们甚至捋起
袖子要动粗，大有饱打王先生一顿而
后快的意思。其实，王闿运的史笔已
为曾国荃开脱不少，并未赶尽杀绝，既
然曾老九不领情，王闿运也只能摇头
叹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与言文！”
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
谤亦随之，这回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
也抹下面子，不复同情他的遭遇：“王
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
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
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
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
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
文人习气。”王闿运不胜其烦，不堪其
扰，终于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和部
分成书交给郭嵩焘，因为后者是湘绅
宿望，又是反对《湘军志》的领袖人物
之一，任其毁弃。可是王闿运的蜀中
弟子不畏强权，硬是将这部书刻印出
来，使它广为流播，岿存于世间。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王闿运文笔
高朗，固然是文坛一世之雄，但他自信
太过，喜好讥贬的积习难改，演义的痕
迹较重。他托名彭玉麟，作《衡阳志》，
峻节高士王夫之尚且被他刺了个满面
花，何况他人。王闿运修的《东安志》遭

人毁板，《桂阳志》也被人纠谬，可谓个
性使然，在王闿运笔下没有完人，因此
他逮住别人的过失就要议论一番，揶揄
数句，这就招人恨了。还有一点，王闿
运以霸才自许，以知兵自负，曾国藩却
不为所动，这让王闿运颇感压抑和郁
闷，一旦他有机会修《湘军志》，就难免
要推倒一世豪杰，成就自家绝活。至
于事实之出入，笔墨之详略，立论之偏
正，就更有可议之处了。王闿运到底
是不是“挟区区乡曲之怨颠倒是非”？
恐怕只有他本人才心知肚明。

对《湘军志》攻击火力最猛的是
《湘军志平议》，由郭振墉（郭崑焘之
孙）辑录，里面有郭嵩焘、郭崑焘兄弟
的纠谬和评点一百多条，郭振墉引用
官书私录逐条笺注。但有趣的是，曾
国藩的弟子黎庶昌选辑《续古文辞类
纂》，收入王闿运《湘军志》中的《曾军
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
制篇》，对此书推崇备至：“文质事核，
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丰）同
（治）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
良史也。”司马迁字子长，这下算是挠
着了王闿运心头的痒痒痒肉。

嗣后，为了洗白湘军，曾国荃请
王定安作《湘军记》，以求拨乱反正。
两相比较，《湘军记》以《湘军志》为底
本，翔实而缜密，若论史识、史才，差
距则不以道里计，就连那些认定《湘
军志》是谤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王闿
运是文字魔术师，能使读者生出无穷
之兴味，这恰恰是曾国荃等人最抓瞎
最无奈的地方。（原载《北京日报》）

《湘军志》惹起的笔墨官司
——野史杂俎之九

王开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