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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兽”归笼
项德林

开学前一天，小儿文锐说：“今

天晚上我们去吃一顿好的，就海鲜

自助餐吧，否则明天没心情上学！”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想着春节期间

每天大鱼大肉，难道吃得还不够

好？但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欣然应允

了，权当庆祝“神兽”归笼了。

春 节 前 那 段 时 间 ，无 论 是 办

公室，还是朋友圈，都炸开了锅。

原因只有一个：“神兽”出笼了！家

有“ 神 兽 ”的 同 事 们 不 停 地 打 电

话：有叮嘱父母的，中午咋投喂，

下午督促什么作业，均要一一交

代；有苦口婆心的，幺儿宝贝儿地

喊得异常亲切，求爷爷告奶奶地

央求“神兽”做什么不做什么；也

有直接干架的，夹枪带棒地对“神

兽”一顿臭骂连带着威胁。朋友圈

也被“神兽”霸屏：有显摆的，“神

兽”在家如何认真完成寒假作业，

如何独立自主煮面煮饭；有吐槽

的，晒出家里各种惨照，既希望共

鸣，也希望共情。不过无论如何，

都 抑 制 不 了 对“ 神 兽 ”浓 浓 的 爱

意。但凡留言评论的，大概率家里

也有一头“神兽”。

只是有“神兽”的家庭又各有

不同。我家里也有一头“神兽”——

小儿文锐，情形大抵与办公室或者

朋友圈里的相仿，却又不尽相同。

家里老人在寒假前回老家了，

作为上班一族，我们为小儿文锐的

安置发愁。转念一想，他已经读二

年级了，貌似还具有独立、自主的

个性。我们决定放手，让他自由地

度过两天假期，后面再行安排。于

是，在散学典礼那天晚上给他进行

了心理建设。首先，告诉他与我们

一道上班有多么不便，在办公室待

着要讲规矩，又不好玩。其次，告诉

他一个人在家里该如何度过，比如

看书、看电视、玩游戏和做作业的

注意事项，干完自己的事情后还能

帮忙遛一下家里的狗狗“缺耳天”。

最后，对自诩“行走的食物粉碎机”

的他施以美食诱惑，许诺中午给他

点平时不可能点的炸鸡汉堡，外加

周末带他去高山玩雪。末了，我们

正思忖他会不会答应时，没承想他

竟然满口说好，而且似乎还隐约有

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

只是放假第一天他就给了我

们一个下马威。我和妻子上班后，

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于是打电

话回家想问问情况。电话没人接

听，我们以为孩子还在睡懒觉，于

是不以为然地上班做事。但后来我

和妻子你一个电话我一个电话地

打回去，他依然没有接听，我俩的

心开始悬了起来。上午 11 点，当打

到第 16个电话依然没人接听时，我

有点慌神了，准备开车回去看个究

竟。妻子灵机一动，干脆直接给他

点个外卖。半个小时后，妻子回信：

“‘神兽’还活着，已经取了外卖，正

在大快朵颐！”

电话也终于打通了。面对我们

的质问，他振振有词：“电话手表在

充电，我正看书呢，谁有空接你们

的电话？”不过，听筒里传来了电视

机里游戏节目的声音，但我们两颗

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

下班后，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

地赶回家。门一打开，顿时傻眼了。

小儿文锐窝在沙发里盯着电视“咯

咯咯”笑个不停，沙发垫上、茶几上

堆满了零食包装纸、饼干屑、坚果

壳、碎纸片，地板上乐高、多米诺骨

牌和各种玩具散落一地，简直无从

下脚。墙角有“缺耳天”拉的一泡黄

色尿液和一堆发臭的狗屎，它正趴

一边使劲地摆着尾巴，眼睛直勾勾

地盯着我们，眼里满是终于被解救

了的高兴。小儿文锐则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翻下沙发关了电视，甩下

一句“我做作业去了”，便嘭一声将

自己关进房间，留下我和妻子面面

相觑。

第二天，我们不得已将小儿文

锐带到办公室暂时管束起来，并打

电话召唤老人赶快回来……

“神兽”出笼，假期刚开了个

头，我们便掰着手指算时间，盼望

着它归笼的日子快一些，再快一

些。终于，熬到了“神兽”归笼的时

间，我们何不庆祝一番？

古老的元宵民俗
刘正平

游挂壁船、放茅船，曾是攸县古老的元宵民俗。

《同治版攸县志·风俗卷》载：“上元节，自初十至十五

日，每夜张灯，爆竹喧阗，又用纸画彩船，轮年分值，

用歌郎鼓吹达旦，十六日早焚于江浒。”

居于攸河河畔网岭镇涟滩村的百岁老人朱恢

先，常津津乐道地向人们讲述游挂壁船和放茅船的

盛况。

“纸画彩船”：一幅长丈余、高六尺许的篾笪，蒙

以布，抻平、无皱褶，针线固定，再裱以白纸，请画师

在其上画一条巨大的彩船，称挂壁船。

“轮年分值”：负责游挂壁船的经费是船会。那时

沿攸河的各个渡口都有船会，船会管有田租。田租的

收取和使用，由渡口附近村落的住户轮年分值，用于

修理船只、渡屋、渡口船工工资，和各种民俗庆典。

挂壁船制作完工后，挂于寺庙的大堂上，请道士

筑坛设供，宰猪杀羊，祭之。传说祭祀后的画船已附

有神灵，祭罢，将其竖于抬杠架上，巍巍然如一面巨

大的旌幡，由四人抬着走村串巷，逐户登门驱疫。几

个扮演兵丁模样的人高举“肃静”、“回避”的大牌在

前面开道，俨然旧时官员出行仪仗。沿途村民纷纷焚

香点烛、烧纸钱、供果品，跪拜于地，迎接神祇。夜间，

则把挂壁船挂在祠堂正厅的大堂之上。

连续几天几晚，唱插花、唱戏、耍灯等各种庆典

活动，通宵达旦。直至十六日凌晨，道士率众人打着

火把，将挂壁船抬到攸河滩涂上，焚化。

放茅船是一种规模更大的庆典活动。腊月底即

开始筹划，择茎秆粗长的东茅砍十余担。弄掉散叶，

刨去茅屑，晒干，待到正月初四日，请来篾匠、纸模匠

扎茅船，道士临场指导。茅船长约一丈六尺、宽三尺

三寸。以竹篾、茅杆为材，上以彩纸饰之。

茅船船舱内扎有各式菩萨、神龙、神马。船舷两

旁各扎三个划船手。船头，立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茅船

老爷，手握利剑，杀气腾腾地怒视前方。一个个喜、

怒、哀、乐，露形于色，栩栩如生。

待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将茅船抬到土地庙前，

举行祭祀。各种艺人都赶来，舞龙灯、耍狮灯、唱花

灯、打莲花，各显绝技。香烟腾腾，锣鼓喧天，鞭炮轰

鸣，热闹非凡。

至晚上子时三刻，送茅船下水。将茅船抬到河滩

上。河中已备有小竹子串并着一捆捆茅杆而成的杆

排。道士诵读奏章：“虔诚设蘸，赈济枉亡，遣送结久

之冤魂。幽埌冥冥，云山茫茫，宏开觉路，普渡慈航。

九幽十类，皆升天堂。自此区宇清泰平安，合境黎庶

永无恙……”念罢，舞着令箭，绕茅船三周后，即令众

人把茅船抬于杆排上。竹竿轻轻拨动杆排，纸钱点

火，撒向茅船。着火的茅船在河中徐徐漂流。风助火

势，火趁风威，满河火光映天。

游挂壁船、放茅船，均是为了求神驱邪。旧时人

们贫困、愚昧，把瘟疫和天灾视为鬼怪作祟，希冀于

菩萨救助。数百年来，在攸河河畔的村落广为盛行。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种

民俗活动突然稀少了。

建国后，随着各种

防灾、防疫的措施的完

备，人们生活的富裕和

科学观念的形成，游挂

壁船、放茅船古老的民

俗便渐渐完全消失了。

冰雪大院
陈毓慧

我们炎陵的云上大院真美！她地处罗霄

山脉中段万洋山西侧。春天，您可以沿着那条

用上亿块石头铺成的茶盐古道去看看世界面

积最大的野生杜鹃花群；夏天，您可以翻山越

岭赏三百多万年前的冰臼瀑布群，还可以目

睹“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亚洲落差最高的神农

飞瀑；秋天，您可以欣赏美如仙境的云海，还

有那中国面积最大的万年高山湿地。待到冬

日里，您可以欣赏到云上大院独特的雾凇雪

景，那真是一个“美”！

这个冬日的一个周末，看到微信朋友圈

的人晒出云上大院的雾凇雪景，简直太美了！

怎么看都是赏心悦目。于是我和先生带着孩

子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许是生在

南方，两个孩子与生俱来就特别喜欢冰天雪

地 ，一 说 去 云 上 大 院 看 雪 ，兄 弟 俩 就 蹦 跶

起来。

从县城出发，盘山公路爬到半山腰，因弯

道太多让我有些晕车。下车透了会儿气，朦胧

的雾在路边的竹林里升腾，像一个巨大的轻

纱幔子，笼罩着青松翠竹。晶莹剔透的冰包裹

着翠绿的竹叶，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好似身在

透明的琥珀世界，清新而静谧。孩子们兴奋地

捡起路边草丛里的冰条，开始了“冰条大战”，

嬉闹声在竹林里回荡……

车子继续绕着山路十八弯爬坡，距离云山

大院观景台越来越近，路边的积雪也越来越

厚，透过车窗看山顶，“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

美景映入眼帘，银装素裹的青松、翠竹和路边

石崖的大冰条柱子让你目不暇接。“妈妈，快

看！对面那石头上有字！”小宝像发现新大陆一

样地告诉我，随后兄弟俩看着四块大石头齐声

地读出“云上大院！”

孩子他爸把车子靠边停好，我们登上云

山大院观景台，眺望远处的树、远处的山。朦

胧的雾凇如童话世界，若隐若现，如梦如幻。

路边的电线、树木，像穿着洁白“婚纱”的新

娘，亭亭玉立。而地上毛茸茸的冬草则像老奶

奶的满头银发……调皮的大宝用力摇晃我身

旁的小松树，树上的雾凇簌簌地掉落下来，掉

在我头上脖子上，惹得他哈哈大笑，我也捧起

掉在地上的雾凇回击大宝，你追我赶，欢声笑

语，开心极了。

“铁瓦仙那边的云海好美”，一位带着孩

子来看雾凇的游客告诉我们。于是我们继续

前行，大宝在车上问我：“妈妈，什么是铁瓦

仙？”我告诉他：“ 铁瓦仙也在云上大院，是我

们炎陵的道教圣地，距今已有 1219年历史。我

们要开车去的地方在高高的山顶，山顶上建

了一座大房子，房子的正殿屋顶原来有铁瓦

800 多块，因为盖了铁瓦所以叫铁瓦仙。但是

后来因为发生一些意外，好多铁瓦流失了，现

在据说仅存 34块。还有一个传说，我们炎陵五

子之一的‘铁头太子’从小就在铁瓦仙道观习

武，在那里学会了铁头硬功，武艺高强，刀枪

不入……”听完我这么说，大宝又问：“妈妈，

铁头太子刀枪不入，那他是神仙啰？”我还没

来得及回复，就听小宝大喊：“神仙！哥哥快

看，那边有神仙！”我们顺着小宝手指的方向

望去，只见云雾犹如大海的波涛，风吹云荡，

起伏不定，好似千军万马席卷雪山群峰，确实

犹如仙境。那虚无的雪白笼罩在天地之间，真

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仿佛有仙女会突然

出现，此刻的铁瓦仙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我

们就好似遨游于天台琼阁之中，这景色实在

是太美了！

我们下车继续沿着山道步行，有种飘飘

然乘云欲归的感觉，大手牵小手，生怕一不小

心就会掉入云海里，走过长长的石阶抵达铁

瓦仙，双手合十虔诚祈祷，神龛前的香火弥

漫，尽显神秘古韵。

愉快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们在这里玩

冰雪大战，在这里观雾凇美景，在这里赏云海

翻腾，在这里感受自然的“仙气”与灵气。不得

不 说 云 上 大 院 真 是 值 得 您 前 去 欣 赏 的 好

地方。

萌发逛神农城庙会这一想法，就

是在那么电光石火一刹那。

作为株洲人，本埠在春节期间举

办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

广的全民游乐活动，不参与、不

关注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再则，自前年跖骨粉碎性骨折手术之

后，我就极少外出活动，更谈不上运

动了。平素照吃照喝不误，运动量极

少，因此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成为“三高”大军中的一员。十四个月

时间，体重增加了八公斤，身体的各

种毛病也接踵而至，真是祸不单行。

现在看来，古人所说的“病从口入、祸

从口出”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在第二

次手术之后，医生建议我要有适当的

运动，这样对伤处康复和身体健康都

大有裨益。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的考

虑，我决定也去神农城庙会逛逛。

（一）

听说庙会最热闹时间是在晚上，

白天尤其是上午时分人流寥寥。我便

剑走偏锋，在上午游人稀少时去。毕

竟晚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我担心

游客、食客不小心踩了我负伤的脚。

说起神农城，年纪大一点的株洲

人，仍习惯称之为炎帝广场。因为这

里矗立着高大的炎帝神农氏雕像：一

个远古的人类，肩背竹篓，手持刀斧

耒耜，永远保持着奋力前行的姿势。

近三十年的风雨守护，庇佑株洲三百

八十万炎黄子孙。十多年前炎帝广场

提质改造成神农城，因而年轻一点的

本地人或是外来的新株洲人，就以神

农城称之。从此炎帝广场这个名字逐

渐被人淡忘或是遗忘，开始成为一代

人的记忆或是回忆。

无论本地人、外地人，时不时地

把“神农城”误写成“神龙城”，以至于

有硕大的“有误”广告牌在公交车或

是出租车上招摇过市。若是较真的

话，怕是纠正都纠正不过来。传说炎

帝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

百草，治病救人，伐木筑巢，织麻为

衣，日中为市，削桐为琴，弦木为弧，

作陶为器。后崩葬于茶乡之尾现市辖

炎陵县鹿原陂。所以株洲并不是炎帝

的出生地，只是他曾经工作、生活以

及退休、逝世安葬之所。神农是后人

对炎帝神农氏的尊称，并非本地是神

龙腾飞之地。现在好了，2024 年是农

历龙年，龙腾盛世，龙盘虎踞，龙马精

神，龙年大吉。若是人们的无心之举，

把“神农城”手误为“神龙城”，怕是也

不会被嘲笑和责怪的。

（二）

对于庙会，网络的解释是：庙会，

又称“庙市”或“节场”，是中国民间宗

教及岁时风俗，一般在农历新年、元

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节日举行，也

是中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其形成与

发展和寺庙的宗教活动有关，在寺庙

的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多设在庙

内及其附近。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庙会就是

与老家宁远“赶场”、“赶集”、“赶墟”

类似。小时候在家跟随大人，一四七

赶仁和墟，二五八赶禾亭墟，三六九

赶太平墟，墟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看的玩的吃的应有尽有，是孩童

们无限向往之地。庙会在南方地区较

为少见。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起

来的新兴工业城市株洲，城区只有资

福寺、龙山寺、上林寺等，神农城内

没有寺，也不见庙，相关部门却无中

生有，硬是活生生地策划出了一场庙

会，而且搞得风生水起、万人空巷，

给过年的人们增加了一个娱乐游玩

休闲的极佳去处，不能不令人佩服。

自去年腊月小年那天，庙会在神

农城盛大开幕之后，神农城就成了春

节期间市民打卡的热点。据不完全统

计，短短十来天，逛庙会的市民人数

就超过了三十万。今年春节，大家伙

一见面，除了彼此之间相互拜年说些

新年幸福吉祥安康的话之外，“你去

神农城逛庙会了吗？”也成了人们新

年见面时的问候语。

（三）

当我来到位于神农城内的庙会

之所，时间还是早上九点多。寒风劲

吹，我不由裹紧了衣服。偌大的庙宇

会场上，灰濛冷清得很，一字儿排列

的可移动的板房店铺，以及大红灯

笼、牌坊和龙年的各种宣传广告，充

斥眼帘，却极少见到观光的游人。高

大的炎帝塑像显得越发庄严肃穆。昨

晚一场大风骤雨，加上低温寒冷，人

们仍在温柔乡享受这难得的春节假

期。真的无法想象，白天如此冷清的

场所，一到晚上却是喧嚣热闹，音乐

声、叫卖声、烟火味，直上九重霄。

店铺上挂着的招牌，以本地县市和

全国各地的美食为主，除了耳熟能详的

臭豆腐、糖油粑粑、攸县香干、炎陵艾叶

米果、茶陵三宝、唐人神食品、王十万黄

椒、醴陵仙都辣酱鸭外，来自天南地北

的名小吃，如新疆西藏的羊肉串、重庆

小黑哥花甲粉、安徽冰糖烤梨、黑龙江

芝士火鸡冷面、哈尔滨锅包肉、西安肉

夹馍、北京糖葫芦、山东杂粮煎饼、澳门

肉枣肠、台湾梅菜扣肉饼、四川铁板豆

腐也极大地吊起了我的胃口。

看到黑龙江芝士火鸡冷面、哈尔

滨锅包肉招牌，虽然没有见着实物，

但我真恨不得立马连通微信视频，向

远在千里之遥大庆的尚书先生求证

这两款小吃的真伪。但每家店铺上张

贴的“主体责任公示栏”的价格信息、

责任信息，以及本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庙会期间食品经营行为告知

书”，又彻底地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

通过逛庙会，株洲人足不出户，就能

品尝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领略华夏

大地的风土人情，何尝不是一件美妙

和幸福的事情？

（四）

因为脚伤原因，这次神农城庙会

之行，与其说是逛玩游览，还不如说

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拿出手机一瞅，近七千步，行走

距离不算短了，实现了预期目标。虽

然我来得不是时候，没有亲身融入神

农城庙会热火朝天的场景，没有目睹

庙会盛况空前的模样，但是从朋友

圈、媒体报道中，我也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它的热情、欢乐的氛围。

株洲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打

开地图，以“州”字命名的地级市，全

国无以数计，而以“洲”字命名的城

市，全中国只有株洲，没有之一。有朋

友不解，探究株洲城市名字的来由。

我说，湘江穿株洲而过，形成诸多沙

洲，而湘江沿岸多植槠树，故名“槠

洲”。因“槠”“株”同音，后人为便于书

写，于是把“槠洲”改为“株洲”，沿用

至今。朋友听后，方才恍然大悟。

解放之初，株洲还是湘潭县下辖

的一个七千人口的小镇，国家“一五”

“二五”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

军把株洲当家乡，以青春热血铸造工

业重镇的辉煌，也赋予了株洲包容、

开放、创新的特质和禀性。世人大多

知道株洲生产电力机车、动车、高铁、

硬质合金刀具、航空发动机，经济总

量近四千个亿，却不知株洲除了如此

“硬扎”之外，这个“钢铁汉子”也是文

艺范十足、烟火味馋人呢。

继去年株洲的“厂 BA”、航空嘉

年华一系列活动吸引人们眼球之后，

文艺范十足的“钢铁汉子”被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新的一年，相信他将会

以新形象、新作为展示“制造名城、幸

福株洲”的新风采和新魅力，让人没

来想来，来了就不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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