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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当

年这郭小石，究竟是何方神圣？他
怎么会藏有齐白石的作品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
从他的身世说起……

郭小石的祖父系湘军悍将郭
松林，原株洲县（今渌口区）雷打
石镇脉湾村人。郭松林放牛娃出
身，以军功累升湖北提督，予轻车
都尉世职，光绪六年（1880 年）卒
于官，清廷予谥武壮。郭松林有个
儿子叫郭人漳，字葆荪，行五，号
憨庵，是这郭小石的亲叔叔，“以
世荫得道员，历任山西道台、江西
和两广巡防营统领，后任新军协
统 。光 绪 二 十 三 年 (1897 年)与 齐
白石结识，二人遂为至交。……齐
几次赴粤，郭为之张罗卖画鬻印。
齐获润资颇丰，且广交朋友，饱览
前人书画真迹。……齐曾于日记
中云：‘……朋友之恩，声名之始，
余平生以郭五为最。’”（见中华书
局 2004 年出版《齐白石辞典·郭
人漳》条）

也因了这层关系，这郭小石
“自幼受家庭熏陶影响，于金石书
画情有独钟，家藏古今名人及齐
白石各个不同时期的字画印章精
品 ，多 所 耳 濡 目 染 。对 于 齐 派 艺
术，更感亲切。青年时代为齐白石
门下入室弟子，齐白石为取名‘小
石’，后又画《岩之草堂图》相赠
……（见 中 华 书 局 2004 年 出 版

《齐白石辞典》郭小石词条）。”
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谁会想到，显赫一时的将门之后
竟会落得个衣食难保、以拾荒为
生的悲惨结局……我想，郭小石
要不是落魄到这种程度——200
多元的酒钱无法付账。你若打死
他，也肯定不会轻易将家藏齐白
石的早期作品拿去抵债，当然也

就不会有挚友康健乐君的这份
难得的藏品。想及此，也不知

是该庆幸还是悲哀！

碑名：重修雷祖庙碑
材质：青石
规制：164厘米高，67厘米宽
年代：清
现状：厝置龙门寺中

那条叫
“白鹿泉”的河

欧阳志伟

在茶陵县高陇镇白龙村上的言塘人家，喝
了几碗窖藏 4 年的老冬酒后，我就想知道从这条
山谷中流下去的河叫什么名字。但问了几个人，
都说不是很清楚。

于是打电话问从事水利工作的朋友，他们告
诉我：茶乡片区，从白龙流下来的那条河叫“白鹿
泉”，从大龙、卧龙流下来的河分别叫“洲陂河”和

“贝江”，三条河都是茶水上游的一级支流。
茶水是茶陵县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浸润

着秩堂、高陇、火田等六大乡镇后，自东北向西
南汇入洣江。从卫星地图上看，这三条河谷就像
三条蛟龙逶迤在罗霄山脉间，最后几乎是竖插
着注入茶水河的上游。

我有点纳闷，白鹿泉明明也是条河，怎么就
叫“泉”呢？或许她本来就应该叫“泉”的？

白鹿泉的水清爽甘甜，当得起“泉”这个名
字。用这水不仅酿出来的酒醇厚，泡出来的茶也
好喝。上言塘的主人往一把粗茶里注入沸水后，
我惊叹“这茶水好甜呀！”。旁边主人家的小哥嘻
嘻一笑：“肯定咯，你们在下面喝的水都是粪水，
我们这里喝的水都是从石壁缝里接出来的。”

“哈哈！”话有点夸张，但也足以表述白鹿泉
的清冽。

主人家是山谷路头的最后一户人家了！我
很好奇，这里是不是白鹿泉的源头呢？于是绕到
主人家的屋后想去探个究竟，却没发现潺潺的
泉水，倒是见到一片小小的沼泽。沼泽之上，树
木生而不长，枝丫瘦骨嶙峋，似乎要述尽千年沧
桑之状。

我不免有些失望，于是问主人家的小哥 ：
“现在大龙、卧龙都开发成乡村旅游景点了，白
龙这般模样不见得能开发得了咯？”小哥再夸海
口，不屑地回答一句：“白龙随便开发一条漕沟
都要比他们的要好看得多！”

小哥讲的“漕沟”是指小山谷。他说的应该
是真的，白龙村下有个叫“黑龙潭”的地方，一股
白水从山顶倾盆而下，这水肯定不是从这沼泽
里来的，白鹿泉的源头应该还在更深的山谷之
中，只是这白鹿泉“养在深闺人未识”，又该去哪
儿寻找它真正的源头呢？

几碗水酒过后，大家闲聊。女主人说，你们
还可以往里面走，翻过屋后的这座山，再走几公
里路就是江西莲花的白竺村了。哦、哦，白竺村，
我早些年从另外一条路去过。那是个神奇的地
方，山清水秀，相传唐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
后，带着自己的妹妹在白竺的一座庵中隐居下
来，静心修养，后来坐地成佛了。白竺村景点颇
多，最有特色的是“雷打石”，一座劈开的大石头
立在水田中央，让人顿生敬畏之心，难不成这里
的山，这里的水也跟着李显参禅悟道了？

但白鹿泉是钟灵毓秀之地不假。茶陵老八
景之一的“邓阜朝阳”就坐落在白鹿泉畔的邓阜
仙山上，相传山腰之中有个仙庵，是宋朝龙图阁
学士孙栻读书的地方。只是上百年的矿山开发，
仙庵早已悄无痕迹了。但当我们登上邓阜仙顶
时，樱花遍野，沁人心扉，放眼望去奇峰屹立，云
雾缥缈，仙灵之气丝毫不减。片刻，待朝阳东升，
再举目远眺，茶乡村落则尽收眼底，豪迈之情瞬
间油然而生，遥想当年李东阳、谭延闿等先贤故
人正是从这里出发，纵横捭阖，名垂天下。

只可惜呀！山脊绵绵，河谷幽幽，经年伐矿，
白鹿泉两岸现在略显荒芜，稍缺粉黛。

微醺之间，顺着水声，从上言塘缓缓而下。
一路上，我不禁在感叹：“青山何时绿，再还白鹿
泉？”习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
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我相信，来日是可待的。

碑刻里的株洲

株洲往事

我的挚友康健
乐，是著名金石书
画家李立先生的外
甥，或许是因为这
方面的缘故，从小
就爱写写画画的他
从部队转业回来办
企业发家后，便走
上了收藏名人字画
的道路，一段时间
里，还兼任过株洲
市收藏家协会会长
一职，藏品则囊括
了启功、崔子范、娄
师白、黄永玉、沈
鹏、李铎、刘炳森、
王憨山等人的精品
字画作品，其中，尤
以齐白石早期所创
的一册《十八罗汉
图册》最为珍贵。

说起康健乐收
藏的这册《十八罗
汉图册》，其中还真
有些故事可讲哩。

一
1976年，湘潭城里有个开南杂店的老杨，四十上

下年纪。店铺虽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日常生
活用品除柴、米、油之外，什么食盐、茶叶、糖果、罐头、
莲子、槟榔、糕点以及烟、酒、调味品等，一应俱全。

离老杨店子不远处有个郭姓街邻，名为小石(“小
石”这个名字，为齐白石所取)，“早年先后就读广雅、
雅礼、明德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长沙兴办
实业，开设丰盛冰厂，颇为工商界瞩目。经营 6年后，
冰厂倒闭，回湘潭以卖画刻印维生。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开设石隐斋，断续至1956年手工业社会主
义改造加入合作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斗争。
后被开除出社，遂流落社会，以拾荒为生计。”（见中华
书局2004年出版《齐白石辞典·郭小石》条）

落魄的郭小石，嗜酒，天天要去老杨的店子
喝上二两。起先，还能勉强交付酒钱；到后来，就
根本没有酒钱了。可是这酒又不能少。此时的他，
只好赊账。这样日积月累，郭小石共欠了老杨 200
多元酒钱。到了 1977 年，郭小石自知来日无多，只
好将家藏的齐白石早期作品《借山诗画》（册页，
共 18 图）和《十八罗汉图册》，悄悄地托付给老杨，
说：这酒钱我是无法偿还了。现在我把家藏齐白
石的两本画册送给你以抵酒钱。你可要收好，不
要轻易出手，到时定有齐白石的后人或学生会
要，那么酒钱就在其中了。

不久，郭小石便离开了人世。

1991 年，老杨在《湘潭日报》上看到一
则齐白石的高足李立来潭参加活动的新闻，
于是顺藤摸瓜，跑到长沙找到李立教授，说
起自己手头有齐白石早期的两册画作，且有
意出手。李立知道后，十分惊喜！次年春节过
后，李立老师一面约老杨带画过来，一面叫
喜好收藏的外甥康健乐马上带几万块钱过
去。在李老师的住宅西园北里 50号，几番讨
价还价后，最后确定以 5 万元成交。康健乐
主动出了 3万元。李老师说：“那就由你先挑
吧。”这样，康健乐就拿到了这本《十八罗汉

图册》，李立老师则得了那本《借山诗画》。
记得 1997 年 4 月，我去长沙看望李立

老师并在他府上留宿。谈至深夜，李立老
师见我想观齐白石作品心切，兴起便将自
己珍藏多年轻不示人的齐白石原作一一
拿给我看，其中就有这本早期册页《借山
诗画》。我一一观赏，并将这 18 页画作每页
的配诗，盖了些什么印章，都一一记录于
本。后来，我写了篇《首次面世的齐白石

〈借山诗画〉》的文章，经李老师同意后，于
2004 年发表在《湖南文史》第 5期上。

二

而康健乐的这本《十八罗汉图册》，在
当时购藏时虽经李立老师认定是齐白石
原作，但为了慎重起见，2006 年，康兄特邀
我和齐白石早年的恩师胡沁园的后人胡
维岳，两次上京请娄师白先生鉴评。顺带
提一句，娄师白先生在齐白石门下习艺长
达 25 年之久，应该说他对老师作品的真
伪，最有发言权。

我记得，那次我们到北京后，直接便
去了娄师白老人的住所。当时，娄老已有

88 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耳聪目
明 。当 他 接 过 这 册

齐白石早

年创作的《十八罗汉图册》时，老人忙戴上
老花眼镜，逐一细察。观毕，惊叹赞赏不
已。此时我们请他作个鉴定，老人沉默片
刻，欣然题道：“今日白石师之恩师沁园夫
子后人胡维岳携白石早年临十八罗汉图
册示余，此图乃白石师 1907 年见罗两峰所
作，用笔勾之。该图至今已百年矣，能补其
早年作品之空白，不胜感佩。此图弥足珍
贵。丙戌年春白石门下娄师白拜识。”接
着，娄老余兴未尽又题签两条：“齐白石十
八罗汉图册”，“齐白石早期精品”。

是 年 夏 ，我 们 上 京 参 观“ 许 麟 庐 画
展”，就便又去了娄老府上，当他再次见到
这本图册时，老人又补题道：“恩师齐白石
早期临金农书法和罗聘十八罗汉图册真

迹，吾劝其装裱，以便珍藏。惊显册
页内之托纸都钤有三至五种小

印，深知恩师对该作品珍
视至极，愿得其传世。

在此题记，乃幸事
也……”

三

株洲将门之后，家藏画册抵酒账

齐白石早期作品《十八罗汉图册》
背后的收藏往事

马立明

郭亮

重
修
雷祖庙碑，千年古寺的遗迹留存

天元区群丰镇石
塘村，三面环山，主峰
唤五云峰，虽不过 200
余米高，却号称南岳七
十二峰之一。山中有
寺，叫龙门寺，因山而
建，三殿三厅，自山脚
绵延至半山腰，石壁、
拜日台、笑天狮、龙泉
莲花池、方丈古墓等景
观或古迹点缀其间，周
边绿树葱茏，间有鸟鸣
啾啾，很难想象，离主
城区不过十多公里的
近郊，竟有这么一处幽
静的所在。

据史志记载，龙门
寺始建于唐宋年间，迄
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历
代迭有翻修，明清时最
为鼎盛，逢佛门佳节，各
地前来朝拜者逾万，范
围则覆盖全省，甚至邻
省信士。现在的龙门寺
是上世纪 90年代重建
的，昔日遗迹多已不存，
早不复往日模样，即连
规模，亦缩减许多。

在龙门寺偏殿一
侧的廊庑下，厝置着一
块已破裂为数块再拼
接成的石碑，碑上的文
字虽多破损处，亦大体
可辨，显示此碑泐于清
嘉庆七年（1802 年），
所述则为当年重修五
云峰顶雷祖庙之始末，
2012年由五云峰顶的
雷祖庙遗址移来，那
么，我们的故事便从这
块沧桑历尽的古石碑
聊起吧。

“兹五云名峰之巅，旧有雷
祖殿，凡承俯祀，有求必应。”

据碑文所记，在嘉庆七年
（1802 年）之前，五云峰顶即有
雷祖庙，且颇灵验。之所以重
修是因为当年夏天，整整一个
月没下雨，左近居民登上峰顶
的雷祖庙，依例祷祝求雨。此
时的雷祖庙，已多年失修，行
将倾圮，求雨众人颇觉不妥，
思谋重建。在地方头面人物的
运作下，众人踊跃捐资，鸠工
庀材，不过半月光景，便将行
将倾圮的雷祖整饬一新，“四
旁尽泐石，宏图巩固”，且将庙
内神像重塑金身，并择吉日吉
时迎神入庙。是日也，“天高气
爽，四民咸集”，上午 9 时许神
像入庙，一应迎神仪式之后，
至焚表环节，“霄霓交作，烟雨
骤 临 ”，阖 邑 居 民 喜 不 自 胜
——久旱逢甘霖，怎么失态都
在情理之中。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半夜，
不但久经干旱炙烤的农作物
得以解渴，即连左近不少已近
干 涸 的 水 源 地 也 得 到 补 充 ，

“前之涸处，无不盈而满之”，
效果灵验，立竿见影，参与捐
资修庙的邑中民众，无不欢欣
鼓舞，纷纷到雷祖庙来进香还
愿，且嘱咐邑中通文墨者将此
事刊碑记下，以传后世，便有
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方历尽
沧桑的残碑。

自 嘉 庆 七 年（1802 年）修
复雷祖庙以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邑中但有旱情，民众必前
往祷祝求雨，香火一直不断，
其间或有损毁风化时，自也有
修复加固事，直到上世纪 50 年
代彻底荒废，然后因 2012 年一
次意外的施工事故，在五云峰
顶矗立 200 余年的石碑也被破
坏，然后再被移到山脚下的龙
门寺。

相比五云峰顶的雷祖庙，
山腰间的龙门寺不论规模或
者留下的文献资料，都要恢弘
得多。据史载，明天顺年间，曾
任建威将军的茶陵人袁杲（号
扶桑公）告老归乡，皇帝将五
云峰左近一带包括龙门寺在
内的千余亩土地赐给他养老，
以慰其为国征伐数十年的赫
赫战功。袁杲携家带口来此，
定居附近的石塘山脚，世代繁
衍至今，乃有绵延至今五百余
年之石塘山袁氏，袁杲亦被称
为石塘山袁氏始迁祖。

巧合的是，袁杲本就是信
佛之人，眼见山腰间的龙门古
寺颓败不堪，不由心生恻隐之
情，乃斥资将庙重修，且将自
己在军中结识的西藏喇嘛请
回龙门寺弘扬佛法，并将自家
宗祠建于寺内，所以，一段时

期内，龙门寺亦称“袁氏家庙”
（详见本报 2021 年 6 月 8 日 B4
版相关报道）。

清 光 绪 三 十 一 年（1905
年），石塘山袁氏族人、后来出
任两广总督的袁树勋捐资 4000
银元，重新修复龙门寺，并将

“袁氏家庙”改为龙门寺的旧
称，且将父母的合葬墓迁至寺
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特殊
的历史阶段，袁树勋捐资修建
的龙门寺被毁；1994年，在社会
各界的呼吁和资助下，龙门寺
得以重建，并于 1999 年被湖南
省定为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
所，在室内住持、僧侣并居士的
努力下，包括袁树勋父母合葬
墓在内的诸多古迹也一一恢复
如初，只五云峰顶之上的雷祖
庙，却一直未能恢复，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

“暇尝率昆弟友生，步山陬而登焉，南
望衡山，如在咫尺，西瞻湘水，如带左右，湘
城石塔，如屏如筝，而远列于烟雾中焉，诸
山环绕，如几如釜，则近覆于莽苍内焉，于
时不觉心胸为之开阔，而耳目为之广远，睇
视大野，达冲右坪，人居稠密，耕者、樵者、
牧者、担者、立者、坐者、入门者、出户者，目
不暇接，而皆杂呈于其下焉。若鸡鸣，若犬
吠，走马嘶风，若驱牛叫月，人声杂乱于其
间而泽泽盈耳，又不觉如飞仙之下尘凡，不
足当其一听也……”

这是石塘山袁氏族人、清末曾任松江
府知府的著名藏书家袁芳瑛所撰《五云峰
记》的部分，所述则为五云峰顶的绝妙风
光，南望衡山，西瞻湘水，烟雾缭绕间，诸山
环绕，若隐若现，确有令人心旷神怡之感，
只未写到峰顶上的雷神庙当时是何等模
样。现在，峰顶风光依然绝妙，湘水如带，远
山凝翠，下则屋舍俨然，田畴如画，或许是
因偏于郊区一隅之故，袁芳瑛文中所述鸡
鸣犬吠并杂乱市声并未听到，倒由于生态
治理到位，绿树丛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
衬得这山野间越发幽深寂静起来……所可
哀者，峰顶之上，衰草残败，乱石成堆，偶有
几颗面貌古拙，也不知是否当日安放在雷
祖庙中者，除此之外，再无山腰碑刻中所言
昔日雷祖庙的半分遗迹。

2012 年那次意外的施工事故后，在媒
体的介入下，施工方让出了五云峰顶的这
方差点成了工地的地方，被损毁的石碑也
在随后不久移入山腰间的龙门寺，只雷祖
殿，在时光无情的淘换下，即连遗址也无迹
可寻，也只能从山腰这方受损严重的残碑
文字里，想象并描摹出当日祷祝祈雨的盛
况和经久不绝的传奇往事。

修庙往事

传奇古寺

雷祖庙今昔

株洲风物

重修雷祖庙碑拓本（鲁新民 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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