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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岂无月，此山独得名。

我行风雨夕，亦觉诗肠清。

2015年 10月，醴陵乡镇区划调整方案对外公布，其中一

条款项是，贺家桥镇与大障镇合并为明月镇。

不想，这一寻常的行政区域划分，却引发醴陵、攸县两地

网友迄今仍未平息的“口水战”，“口水”的焦点是明月镇之取

名——明月即处攸县、醴陵、渌口三地之交的明月山，又称明

月峰，《名胜志》载：“月出光耀先见，故谓之明月”——两地网

友都认为明月山是自家所有，纷纷在网上引用对自己有利的

各种典籍来证明明月山的真正归属，并借以指责对方的蛮横

无知……

本文所引之诗即历代咏哦明月山之诗的典型代表，明月

山隶属何地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倒是此咏哦明月山之诗

的作者，却是一极富传奇性的攸县贡生。

●续诗得官

彭友信，字以实，攸县人，洪武初以贡生召，命为北平布

政使，后致仕归卒。正史中关于彭友信的记载只有短短十数

字，然而，一段“续诗得官”的奇遇却让彭友信成为中国古典

文化常识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典故。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攸县人彭友信以岁贡

生的身份入京求学。贡生，俗称“明经”，是指明清两朝秀才

（又称生员）成绩优异者，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

岁贡生则是按惯例每年或者每两三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

送入国子监读书的优质生员。以此而论，至少在攸县当地，彭

友信的才学是拔尖的，不然也不会被选送入国子监读书。

与普通生员有别的是，贡生不必参加乡试，可与举人一

同参加会试。却说彭友信来至京师，一日闲游至京师的一处

竹桥边，其时雨过天晴，一条彩虹横挂于天边，说不出的壮美。

正沉醉于美景中的彭友信耳边突的传来两句诗，“谁把青红线

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彭友信应声望去，却是一衣着考究

的长脸老汉，吟罢此句，沉吟再四，显然让后两句“卡壳”了。

出于“职业”的习惯，再加上看老汉憋得实在难受，彭友

信随口接了下两句，“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驾彩桥。”坦

白来说，对比彭有信写的其他诗歌，此诗之意境颇不深远，但

架不住“正能量”爆棚——彩虹是咋来的？昨儿个玉皇大帝乘

轿出行，特意给驾的一座彩桥——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自古

以来当政者就喜欢这个调调，更何况，那衣着考究的长脸老汉

不是别人，正是微服私巡的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听闻续接的诗句大喜——马屁拍得实在太到位

了——忙叫人唤过彭友信来，问过姓名籍贯，知是国子监的

贡生，进京是特为赶考而来，明日还得入朝面圣。朱元璋也不

点破，只说自己亦是国子监贡生，也得入朝面圣，便让彭友信

次日仍于原地等他，二人可结伴同去。

第二日一大早，彭友信便如约来到竹桥边，等着昨日偶

遇的长脸老汉一同入朝。却不料，直至日上三竿，也不见那长

脸老汉的人影，不得已，只得孤身一人前去朝廷觐见。到得朝

廷，朱元璋叫内监问话，为何入朝觐见到此时方来，彭友信回

以有约在先，要等一位偶遇的朋友一同入朝，那朋友却久等

不至，是故耽误了时间……到此时，朱元璋才吩咐下面的人

将面前的珠帘撤掉，直愣愣盯着跪在台下的彭友信，可不就

是昨日竹桥边的长脸老汉？

彭友信连称该死，朱元璋却并无顾忌，哈哈大笑道：“彭

贡生文思敏捷，续诗有法，这是才学；萍水相逢，便能信守承

诺，这是德行。如此有才有德之人，必须重用！”然后便叫吏部

检点官缺，授彭友信北平布政使之职——明袭元制，全国府、

州、县分属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 1

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恩眷不可谓不隆。

●诗宗少陵

除了“续诗得官”的奇遇，各式典籍中对彭友信生平记载

极少，只知其任北平布政使后，致仕归卒，想来政声一般，既

非饶有政绩的能官干吏，也非大奸大恶的贪墨之吏，平凡得

都未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留下半个字。但有一点，彭友

信之诗却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彭友信诗歌以叙事诗最能体现个人风格，如七言长律

《鸬鹚行》，讲述的是湘江捕鱼船上鸬鹚捕鱼的过程：它们“黑

衣如鬼”般的“乱飞斗下深潭底”，将水中的鱼儿“东浮西没恣

噬吞”。不过鸬鹚入口的鱼儿还没有下肚，就被捕鱼船上的人

们勒住脖子将鱼挤了出来，“可怜食鱼未下臆，舟子扼吭鱼尽

出”。诗人感慨这些鸬鹚辛苦捕鱼却依然不能填饱肚子，而它

们劳动只是在为别人累积财富，“杀生未得充尔腹，徒为傍人

积金毅”。诗末“街头日日车马声，雕鞍锦茵愿少停，听我歌此

鸬鹚行”之句，则点明了全诗的主旨：鸬鹚恰如那些贱如蝼蚁

的下层劳动者，他们终日辛劳却依然食不果腹，而那些“雕鞍

锦茵”的贵族却能够通过抢占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出入车

马、不劳而获。彭友信以诗人的慧眼敏锐地捕捉到了鸬鹚与

捕鱼者、下层劳动者与上层贵族二组关系之间的异曲同工。

除了关注下层劳动者的疾苦之外，彭友信的叙事诗中还

涉及到流民的内容。杂言诗歌《流民叹》用了二百七十六字，

将逃难流民托老携幼背井离乡的惨状——“担头儿号寒，担

后妻呼饥，彳亍（chì chù）蹒跚寸步移”——和无良官吏欺

压百姓横 征暴敛的凶悍——“年来吏胥弄刀笔，蚕食黎庶欺

朝廷”——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粗铜，随程锡，随粳棉花随檀

铁，随提军袄与棉裙，冬布未了春布迫”，面对这样名目繁多

的苛捐杂税，诗人写下了“可怜辛苦剜疮肉，寸寸皆入官家

籍”的诗句。全诗风格沉郁顿挫，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

强烈抒情融为一体。

《沅湘耆旧集》在彭友信的作品前有“不失风人之旨”的

评价。的确，彭友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叙事作品，将诗歌

“兴、观、群、怨”的社会现实功能很好地体现了出来。探究彭

友信现实主义诗风的成因，一个自然是受到杜甫“三吏”、“三

别”的深刻影响，二个嘛，无论“续诗得官”的说法准确与否，

他能够以贡生的身份就任北平布政使，的确是得益于明初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因此，发挥以诗歌讽喻现实的

“史笔”之功，大概就是作为文人的彭友信报效大明王朝的另

一种方式了。

许多方言中的物件，要写成文

字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

同翻译外文一样，有些固可以音

译，有些就大相径庭了。湘东炎陵、

茶陵、安仁一带所称的“换茶”，就

是这样。我清楚换茶的原意与零

食、茶点相当，就是不知道这两个

字是怎样写。直到前不久，我在一

个民国初年的出版物上，看到“换

茶”一词，竟然是这两个字。原文是

一首童歌，歌词是这样的：

月光光，夜光光。娑婆树，洗衣

裳。洗得衣裳白白净，打发哥哥进

学堂。学堂远，加笔管。笔管通，加

莲蓬。莲蓬蓬，加竹笼，竹笼尖，尖

公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好

切菜。菜又青，买口针。针又突，买

只鹿。鹿又走，买只狗狗又花，买只

瓜。瓜又圆，买只船。船又漏，好装

豆。黄豆发了芽，好与姊姊妹妹做

换茶。

童歌的末尾把小孩子的馋劲

写得十分到位，豆子发芽了，既然

不能作种子用，何不炒着吃了呢？

后来我认真查了查换茶的出

处，书上说使用换茶一词的仅限于

湖南、江西毗邻地区的湘东和赣

西，除此以外，知道这个词的人还

真不多。清代江昱所著《潇湘听雨

录》里有“换茶”一词，“湘中娶妇之

家，三日后，以盐菜蜜果之属遍馈

亲友，以供茗饮，名换茶”。这里的

“换茶”，指的是婚礼中一种具有礼

物性质的食品。而湘东地区所指的

换茶，则是零食点心等食品的统

称。家里来客人时，主人要先泡一

杯茶给客人喝，并拿出自制的食

品，用以佐茶。客人将茶放在桌上

吃点心，吃完点心再端起茶杯喝

茶，这种跟茶轮换着吃的点心就叫

做换茶。

我的童年，是在茶陵的乡下度

过的，那时候虽然不能说缺衣少

食，但是物质还是很缺乏的，吃的

东西少之又少。平常人家是不会备

着换茶之类的奢侈品的，只是在春

节或婚嫁的筵席上，才能过过嘴

瘾。有道是“大人望作田，细伢子望

过年”，有换茶吃不能不说是小孩

子们期待过年的理由之一。

茶陵乡下的换茶无非是红薯

片、烫皮、花生、爆米花、酥子、蚕

豆、黄豆子之类的土货。我印象中

葵花籽是后来才有的，人们在菜土

边种上几株向日葵，成熟后晒干留

作过年用，因为量少，大概只有初

一、初二这两天才有得吃。讲究的

人家也会到商店买些糖果、法饼

（也写作发饼）等副食品，但对于多

数人家来说，那是奢侈品。也有打

肿脸装胖子的人家，将一个法饼用

碟子装着，摆放在其他换茶的中

央，谓之“定碟”，这个“定”字用得

不一定很准确，在我们茶陵方言

里，带有压的意思。“定碟”虽然摆

在桌子上，但是断断不可以吃，偶

尔有些不懂事的小屁孩，指着中间

的“定碟”嚷嚷，大方点的主人会从

里屋再拿出一块，小气点的装作没

听见，这样一块法饼可以招待很多

批客人。

我童年的时候，年味还是很浓

的。随着一声“打米花哟——”的吆

喝，春节的序幕算是拉开了。爆米

花便是换茶品种之一，穷人家也

好，富人家也好，家家户户都得备

着一些。腊月十几，打米花的匠人

就挑着行头走村串户，“砰——砰

——”的声音响彻山乡，爆米花的

香味时而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我

老家村子大，爆米花的加工通常在

一个大厅堂进行，有时候作业通宵

达旦。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放假，闲

着没事的孩子们像看大戏样，跟着

打米花的围着看热闹。燃烧的火焰

在风箱的作用下，明暗更迭，映照

在孩子们兴奋的脸上。

米花打好后，接着就是炒换茶

了，这道工序一般安排在腊月二十

几进行。换茶加工一般为沙炒，将

粗沙淘洗干净放入铁锅，滴入几滴

茶油，换茶炒熟后装入瓦坛中。春

节是个大节日，得有仪式感，人们

总是变着法子将土产品做成各种

各样的式样，比如红薯片，就有蒸、

炒、油炸三类。搞集体的日子里，稍

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去上工，家里有

老婆婆的人家，家里会做出三蒸三

晒的红薯片，蘸上芝麻、辣椒粉，软

糯可口，滋味尤佳。如有贵客临门，

换茶的制作方式就得升级，由炒薯

片、炒烫皮改为油炸薯片、油炸烫

皮。由于量少，一般都是临时制作。

炒红薯片是换茶的大宗品种，

许是人们平常红薯吃得太多，多数

人对此兴趣不大，因此有“正月薯

皮嫌，二月薯皮甜，三月薯皮冒，四

月薯皮找也找不到”之说，其实是

过了正月十五，春节前准备的换茶

基本告罄，剩下的红薯片因受潮而

软化，口感自然差很多。

茶陵人过年，还有在除夕夜给

小孩子荷包里塞换茶的习俗。除了

放上几分或一角、两角压岁钱外，

还要将米花、烫皮、花生等换茶装

满荷包。次日起床后，小孩们伸手

就可以吃到东西，预示一年都能吃

饱。

时过境迁，如今换茶的内涵已

经丰富了许多，可是人们对换茶的

兴致却少了许多。往时那浓浓的年

味现在越来越淡了，不能不说是个

遗憾。

一座远古的陵墓，使炎黄子孙

千年追思；一位远古的圣人，使华

夏后裔寻根问祖，谒拜凭吊。这就

是湘赣边界被誉为神州第一陵的

炎帝陵。

炎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

一，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开拓者。据

史料记载，神农炎帝是上古姜氏部

落首领，“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

烦”，深受各部落首领和百姓的爱

戴，《越绝书》里对他的功德作了记

载：“始作耒耜，教民耕种；普尝百

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制衣作

裳；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削桐制

琴，以咏丰年；剡木为矢，为民护疆

……”《晋书》曾记载：“炎帝神农氏

晚年为民治病，采药到湖南，味毒

草而殁葬长沙。”晋代皇甫谧《帝王

纪事》和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

本纪》均载炎帝“崩葬长沙”，而宋

代罗泌《路史》又说“崩葬长沙茶乡

之尾”，“尾”即是边远之地的意思。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进一步说

明，“炎帝陵在茶陵县一百里康东

乡白鹿原”。这个“白鹿原”就是今

日炎陵县的鹿原陂。

车近鹿原陂，已听不到传说中

的呦呦鹿鸣，只见一道红墙在山坡

上曲折蜿蜒，把几进高大庄严的殿

宇抱在怀中。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

前来朝谒的炎帝陵了。陵区占地 8

平方公里。陵殿按皇宫式样建造，

分为五进：午门、行礼亭、大殿、墓

碑亭和陵寝。陵殿的周围，是一千

多年来历代相继建造的奉天寺、崇

德坊、宰牲亭、咏丰台、飞香亭、胡

真官祠、天使公祠、时察公馆等古

建筑群，还有鹿原洞、霞桥、天池、

龙脑石等名胜。炎帝陵建筑古朴宏

大，景点幽雅秀美，与堂皇富丽的

陵殿交相辉映，将民族历史文化与

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气势非凡。

随着涌动的人流，我们跨上台

阶，走进午门，但见迎面矗立着玉

碑，碑上“炎帝陵”三个大字金光闪

闪。正殿外左右蹲伏着汉白玉石狮

一对，那是台中市“神农大帝庙”敬

奉的。大柱上联语：“耒开天统粒我

蒸藜炎黄德睿恩千国，药启鸿濛医

吾庶众始祖恩光泽万民。”正殿中央

的炎帝圣坛两侧，“名垂宇宙、恩泽

神州”八个大字熠熠生辉，龛台上端

坐的是炎帝的全身塑像。这不是一

个峨冠玉带令人望而生畏的帝王，

而是一位慈眉善目喜笑颜开的长

者。他右手拿着灵芝，左手捧着稻

穗，赤足之间的竹筐里，新采的草药

仿佛还散发着清香，像是刚刚从山

间田野归来，坐在这里稍事休息。

转过正殿，便是墓碑亭。亭是

四角攒头式结构，高五米，宽八米，

深五米，中置汉白玉墓碑，上刻“炎

帝神农氏之墓”七个大字。亭后无

路可通，除了墓碑之外，朴素无华，

没有任何装饰。抬眼望去，陵墓前

钟鼎齐列，香火缭绕。

走进“御碑园”，这里有一廊、

一壁、四碑、九鼎四个文化小区。

“一廊”即碑廊，宽 3.3 米，全长 84

米，前柱后壁，嵌放历代名人歌颂

炎帝功德，赞美炎陵山水诗词及祭

文名篇石碑 56 块。“一壁”是碑园

照壁，全长 45 米，上有大型石刻壁

画《神农功绩图》，生动表现了炎帝

神农氏十大功绩。壁画还有扩音效

果，对着壁面一端发出声音，在另

一端可听到扩大数十倍的音响，故

也称“神农传音壁”。“四碑”是御祭

碑、记事碑、民祭碑、回归碑四类碑

的总称，有碑记 61 块，其中香港、

澳门回归倒计时玉碑 2 块。“九鼎”

是指 9 只用花岗岩石料整体凿制

的仿古鼎，排成三行立在碑园中心

的九鼎台上，象征祖国统一和民族

昌盛。

顺着陵北小路登上山顶，沿途

古松成群，盘根错节，虬枝盘空，千

姿百态。谒陵神道上，如烟如雾，岚

光弥漫，脚步回声清越，林海涛声

阵阵。“千里寻根古松苍翠迎赤子，

万缕追思心香一柱祭炎陵。”我仿

佛听到千年远古的呼唤，感到了祖

先不息的血脉共流。

陵北山顶原有积水一泓，冬夏

不涸，名曰“天池”。相传炎帝于此

洗药，所以又名“洗药池”。因为池

水中有许多小鱼小虾，给白鹭提供

了一个极佳的繁衍生息环境。这里

林木繁茂，岩石峥嵘，莽草乱生。这

时，池边的树丛中白鹭飞起，有时

是一行，以青天作为背景；有时是

数只，从水面掠过；数百只白鹭在

绿树丛中伫立或扇动翅膀，犹如白

菊花绽然而开，好似蜡染于蓝布上

飞动的蝴蝶，让人感到美极。还有

一群群白鹭，在天池边的浅水中或

水草中觅食，长的喙、长的颈、长的

腿，其线条的清晰与窈窕，怕是无

物可相比的了。这使我想起林风眠

的水彩画。

“炎黄子孙，不忘始祖。”血脉

崇拜是中华民族祭祖的缘由。自古

至今，在炎帝陵前，清明隆重

的官方祭礼，重阳盛大的民祭

活动，国内外旅游观光人们的

随祭，从未间断，真乃是：“神

州莽莽，华夏悠悠，六十寒暑，

祭奠愧疚，同心相求，河山一

统，万世千秋，祈帝呵护长佑

我亿万载炎黄子孙之裔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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