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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酃峰记
彭鑫刚

难得的晴日，我背上户外行囊，踏上前往酃峰的旅程。酃

峰，又名神农峰，海拔 2115.2 米，为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峰，坐

落在株洲市炎陵县下村乡境内，与江西的南风面遥相呼应。

从炎陵县城出发，驱车沿 106 国道向策源乡前行。车窗

外，山峦起伏，冬日的树林虽褪去了繁茂的绿意，却依然透着

一股苍劲。约莫一个多小时后，我抵达了酃峰村。这里的海拔

已达 1200 多米，空气清冽得让人精神一振。村子不大，散落

着几户人家，屋前屋后种满了竹子，风吹过时，竹叶沙沙作

响，像在低语欢迎。听说这里多是客家人居住，热情好客，我

便找到一位名叫小黎的向导，他告诉我，登酃峰的路虽不陡

峭，但需耐心与体力，我点头应下，满心期待。

登山之旅从酃峰村的一条小路开始。初段是平缓的机耕

道，两旁是茂密的毛竹林，阳光穿过竹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仿

佛给大地铺了一层金纱。走了约莫半小时，路旁出现一条清

澈的小溪，水流不大，却在石头上跳跃出叮咚的乐音。

过了溪流，山路渐陡，真正的攀登开始了。沿途植被愈发

浓密，南方铁杉挺拔如卫士，守护着这片原始森林。据说这里

森林覆盖率高达 92%，被誉为“中南绿都”，我深吸一口气，果

然满肺都是清新的负氧离子。

大约两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处名为曾子坳的高山草甸。

眼前豁然开朗，草甸如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展开来，远处

群山连绵，近处草丛中点缀着几株低矮的灌木，像一把把小

伞散落在草原上。虽是冬日，草甸已褪去夏日的葱茏，但那份

辽阔仍震撼人心。我站在草甸中央，远眺云雾在山间缓缓升

腾，宛如一条白龙盘旋而上。阳光洒在草地上，反射出淡淡的

金光，我忍不住张开双臂，感受风从指间穿过，那一刻，仿佛

与天地融为一体。

继续前行，坡度渐增，竹林再次出现。这里的竹子高而

密，风吹过时，竹叶摩擦出细腻的声响，像一场自然的交响

乐。约莫又走了一小时，我们终于抵达酃峰顶。峰顶并不宽

敞，仅有不到十平方米的空地，周围被齐人高的竹林环绕，中

央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酃峰 海拔 2115.2 米”。我站在碑旁，

举目四望，群山苍茫，云海翻涌，远处罗霄山脉的轮廓若隐若

现。冬日的云海虽不如夏秋浓厚，却多了几分清透，阳光穿透

云层，洒下万道金光，宛如仙境。

向东眺望，不远处便是江西的南风面，两峰相距不过数

百米，却分属两省。我突发奇想，若一步跨过去，便能同时踏

足湘赣两省之巅，这念头让我会心一笑。小黎告诉我，酃峰与

南风面素有“姊妹峰”之称，若时间充裕，可一并登顶。我虽心

动，但今日行程已定，便在酃峰顶多驻足片刻，拍下几张照

片，留住这壮丽一刻。

下山回到酃峰村时，已是傍晚。夕阳西下，村子被染上一

层暖金色。我在一家农家乐歇脚，尝了当地的腊肉和土鸡。腊

肉是用柴火熏制而成，色泽红亮，入口咸香中带着一丝烟熏

味；土鸡则是山间散养，肉质紧实，汤汁鲜美。小黎说，这些都

是客家人的拿手菜，我吃得满口生香，心里暗叹山野间的滋

味果然别有一番风情。

天黑了，我干脆在村里露营。帐篷支好，钻进睡袋，抬头

看星星。酃峰村离城远，天黑得干净，星星挤满天，银河像条

亮带子横着。我盯着看，心里静得像湖面，很快就迷迷糊糊地

睡了过去。

这一日的酃峰之旅，既是身体的挑战，也是心灵的洗礼。

从竹林到草甸，从溪谷到峰顶，每一处景致都真实而生动，每

一步脚印都踏在湖南之巅的土地上。我想，这便是户外的魅

力吧——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寻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小时候，在老家那条山冲里，我们就听

说醴陵有座“六孔桥”。它坐落在渌江上，北

边连着城里，南头接着城外，东面还修有引

桥通向状元洲，是一座很有名气、很有气势

的麻石桥，还是醴陵唯一的一座人车混行

桥。再加上“渌江渌水绿悠悠，三刀石下状

元洲。马脑潭前龙现爪，姜湾文笔点春秋”

的诗句，对醴陵城特别是这座与人方便的

渌江桥，很是向往。

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工作后，在醴陵

城，我终于真真实实地看见这六孔桥，也经

常从桥上通过。感觉这桥确实很牢靠、很便

利，也难怪那么有名气。当时醴陵大桥已于

七十年代建成通车，缓解了很大交通压力。

不过渌江桥日夜通行的人还是很多，偶尔

会有摩托车，竟至于小轿车轰鸣着从人们

让开的间隙中穿过。

我仔细观察过这桥，不知为何唤它做

“六孔桥”，明明有九个孔、八只桥墩的。问

过一些人，没有知道的，反而被耻笑：人叫

六孔就六孔吧，何必究真？大熊猫是熊不是

猫，人们叫顺口了，还不是一样叫？

想想吧，也对，说不定设计的时候就是

六孔，就叫六孔桥，后来续不上了，必须建

成九孔也未可知。

以后，看见或是经过这座黑麻麻的六

孔桥，就顾自一笑：有些痴。不愿再去追究

了。

转年来，醴陵市启动了“一江两岸·瓷

城古韵”建设，拆除了一些紧挨着六孔桥、

超出江岸、伸向江面的破旧商铺。这些老

屋，确实很是影响观瞻。同时，还扎扎实实

给六孔桥洗了个通身澡。如果桥能讲话，它

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已经多少年没有这样

“爽”过。至少近三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尽

管不知道“洗澡工”们怎么搓洗的、用的是

什么品牌的“沐浴液”，它的本来面目却终

于得以展现！

原来六孔桥不是黑麻麻的，而是亮白

麻色的。桥有九墩十孔而不是八墩九孔！

桥北头早就树立着一块碑石，现在格

外显眼，我恭敬地诵读着上面的文字：渌江

桥位于醴陵市城区状元洲西侧，始建于南

宋乾道年间（1165-1173 年），最初为木桥，

屡毁屡建。现存建筑系邑人陈盛芳带头捐

资修筑，1924 年动工，1925 年建成……共 9

墩 10 拱，拱高 12 米，“渌江桥”三字系康有

为题写。

啊，我知道了，这座桥本来就是渌江

桥，六孔桥是乡里口误。

渌江桥所用麻石全部采用湖南望城丁

字湾的白色花岗石，而非普通黑麻石。它是

湖南省境内跨度最大、保存最好的石拱桥，

是中国近现代石拱桥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于 2013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如今，渌江上已经建造有许多

的桥，在众多的后起之桥中，历经百年风雨

的渌江桥，毫不逊色。她依然那么坚挺、敞

亮，不仅仍然是一座方便之桥、见证醴陵历

史之桥，更是渌江河上一道和谐亮丽的风

景。

如今的渌江桥，尽管路面有些坑坑洼

洼，但是，两边摆放的许多算命棚和地摊小

卖不见了，那些惯常呼呼响、嘀嘀叫、人缝

里闯、尾气刺鼻的摩托车没有了踪影，行人

更加安全、欢畅、从容。

为了保护好这座百年建筑，桥头，安装

了禁止车辆通行的“Z”字形障碍和升降

桩，宽容人行，小轿车、摩托车、还有三轮车

是难以跨越的，这些交通工具必须绕行。

休闲、练声、习舞的人成行成群，也有

三三两两漫步而行者，间或有脚下生风的

健身者一闪而过，还有的人倚靠桥栏，悠然

欣赏着一江两岸如画的风景。远处的仙岳

山省级森林公园，层峦叠翠，是净化瓷城的

巨型氧吧，又仿佛是护佑城市的赳赳武夫。

山上楼台亭阁若隐若现，点缀其中，恰到好

处，平添几分美韵。滨江乔、灌、草、花相互

映衬，亭、台、路、牌布置和谐，一派祥和景

致。

墨绿色的河水，纯纯净净，不见一丝杂

质。和风吹拂下，皱起一波一波的涟漪，缓

缓地、一层一层地舒展开来，无穷无尽、无

休无止，将岸上河边美景也招摇进去。连太

阳也不禁为之陶醉，在她温润的怀里晃晃

悠悠、晕晕乎乎。这样的场景，令人心神荡

漾。

忽然，江湾处，推出几层波纹，与水面

原有的风波互相摆布、融合。渐渐地，荡出

一条小船，宛如蛇行，缓缓而来。船上坐着

两人，一个摇桨，一个举着捞网，在河面搜

寻、打捞垃圾。

他们是河道清洁工，专门收集河面漂

浮物、维持河水清洁的。渌江清纯如许，有

多少辛勤劳动的人们在默默奉献呀。

渌水悠悠，江桥悠悠，人悠悠……

晚清名宦谭钟麟，茶陵高陇石床人，以

正直、淳厚、勤政、孝悌著于世。其为人，仗

义敢言，不避权贵；其于友，礼士敬贤，诚挚

忠厚；其为官，心系民本，焚膏继晷；其事

亲，敬老护幼，尊卑遵序。然观其一生，政声

斐然，而极少诗文传世。至阖然长眠，仅有

其子搜罗其奏章，辑为《谭文勤公奏稿》二

十卷留于后世。

近翻看湖湘典籍，偶得一诗词集曰《湘

雅摭残》，乃醴陵“张翰仪莼安甫（名翰仪，

字莼安）编”，这是一本被称为邓显鹤《沅湘

耆旧集》续编的诗歌集——《沅湘耆旧集》

上起晋朝，下止清道光年间，《湘雅摭残》则

为道光朝至民国时的新作。二者皆以湖湘

人诗作结集而成。张翰仪编纂这本书的意

旨也在“举湖南之仁人孝子、薄技微长，一

一掇拾而光大之”——其中有谭钟麟诗歌

四首，是今所见唯一的诗作，惊喜之余，逐

字誊录如次，并籍此诗来解析这位茶陵乡

贤浓郁的爱国情怀。

诗作缘起

为侯桂龄题《疏勒望云图》（四首）
其一

桑弧蓬矢兆生初，况值狼烽待扫除。

万里封侯三尺剑，男儿那复恋牵裾。

其二
槃槖城边塞草黄，铁衣寒拥月如霜。

涅痕未蚀精忠字，誓斩楼兰报北堂。

其三
玉关西去重防秋，王事仍羁将母忧。

手泐平安遥寄慰，漆杯新饮月氏头。

其四
思家屡把金环抚，草檄犹烦擂鼻磨。

一发中原天不隔，迢迢亲舍白云多。

这是收录在《湘雅摭残》集中的谭钟麟

诗作原文，诗前有编者小序：“茶陵谭钟麟

宫保，字云瑾，咸丰丙辰（1856）翰林。历官

闽浙、两广总督，功业烂然，诗不尝（常）作，

曾为侯桂龄题《疏勒望云图》云。”诗后并有

简评，曰：“尝此一脔，足知宰辅襟怀矣。”

此诗作于 1877 年前后左宗棠收复新

疆期间。光绪元年（1875），谭钟麟授陕西巡

抚。是年，左宗棠被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

军务。谭钟麟负责筹饷运粮事宜。光绪二年

（1876）四月，湘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为

收复新疆，左宗棠抬棺西征，湘军将领刘锦

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先后收复古牧

地 、乌 鲁 木 齐 、玛 纳 斯 等 地 。光 绪 三 年

（1877）四月，清军兵分三路，半月内连下达

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五月，阿古柏暴

卒。十月起，清军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

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

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光绪三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1878 年 1 月 2 日），清军收复和

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在这三

年中，谭钟麟治下的陕西“百姓绥靖”，他又

负责为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率领的湘军运送

粮草之责，且打破之前“漕运不继”的僵局，

在他担任漕运之职后，“粮餫不匮”，为左宗

棠收复新疆立下不朽功劳。

这次作诗缘于侯桂龄的一幅画。在左

宗棠的同题诗前小引有这样一段话：侯桂

龄“从余定回疆，驻军疏勒，将母不遑，因结

屋数椽，榜曰‘疏勒望云’。复图之索题”。这

段话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场景：侯桂龄

在征战之余，在疏勒架构了一幢华堂，并题

“疏勒望云”于主体大堂前，他又善画，便作

画一幅，请湘军的将士们以画为诗。左宗棠

的湘军几个高层杨昌浚、郭嵩焘、侯桂龄悉

数到场，外加一个负责粮草供应的陕西巡

抚谭钟麟。于是引出了谭钟麟的这首唯一

的诗歌绝响。

疏勒往事

虽为即兴之作，但谭钟麟的诗歌却极

有深意。谭公之诗作涉及的地名皆新疆有

名的地方。这些地名赋予了诗歌以特殊的

意义。

疏勒，古国名。即今之新疆疏勒县。其

城地势险要，据战略要道，扼东西咽喉。昔

为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三十六国之一。东汉

首在此设都护府，拒守对中原地区虎视眈

眈的北匈奴。

东汉永平十六年（73），龟兹王建倚恃

匈奴，攻破疏勒，杀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

为疏勒王，翌年，军司马班超派军至盘稿

城劫持兜题，并召疏勒将吏，说龟兹无道

情状，立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此后

班超一直驻守疏勒，陈兵盘稿城。永元三

年（91），班超任都护，乃迁居龟兹它干城，

由军司马徐干屯疏勒。班超在日，匈奴不

敢犯境。

班超之外，还有被称作战神的耿恭孤

军坚守疏勒的故事。据《后汉书》载，耿恭东

汉永平十七年(74)冬随军出塞，因战功被任

命为戊己校尉，率部屯戍金蒲城。永平十八

年(75)三月，匈奴北单于以二万骑兵，出击

西域部族车师，杀车师王后。匈奴剑指实力

单薄的金蒲城。其时耿恭仅二百多人。面对

数万之众，耿恭依靠弩机远射，使“匈奴震

怖”，悻悻退兵。五月，耿恭弃金蒲城，向东

北转移至疏勒城，倚险固守。匈奴再围困疏

勒，截水源，切粮道，诱逼耿恭投降。恭以单

兵守孤城，向朝廷请援，而朝廷正临帝殇，

让他再守一时。于是耿恭与其部属“笮马粪

汁而饮”，凿山为井；煮弩为粮。以二百勇士

当匈奴数万之众，坚守疏勒一年多。到最后

仅剩下二十几个部下离开疏勒。到达玉门

关时，只剩下十三人。时人称其“节过苏

武”。中郎将闻耿恭归来，郑重在玉门关我

迎候，亲为耿恭及其部众“洗沐易衣冠”，赞

其在“万死无一生之望”之绝境，威震边关，

令匈奴丧胆。“恭之节义，古今未有”。

诗中有真意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当年张骞、耿恭

的业绩，与这次西征所创造的功勋颇有几

分相似。湘军将士在此吟咏风月的时候，收

复新疆的大业已经胜利在望。所以，湘军将

士们的诗歌中没有哀婉凄恻的怨怼，没有

肃杀冷冽的感受，没有久战难归的愁绪。从

杨昌浚的同题诗可见一斑：

快睹旄头落，中兴建武功。

栖身千里外，锡类八荒同。

弓挂天山雪，笳吹瀚海风。

归来将母念，犹认去时容。

杨诗中满是淋漓的快意。那种胜利在

即的自得，那种战功欲成的快感，溢于言

表。尤其是末句，把母子相见，在母亲眼中

仍是别离时的模样的想象，简直可以与杜

工部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

阳”相媲美。

左宗棠的诗句虽涉乡愁，但那是“功成

即归慰乡思”的欣慰：

万里遄征久未归，远羁疏勒隔庭闱。

登亭南望一翘首，多情时逐白云飞。

还有湘军名将郭嵩焘的同题诗：

安西万里道重开，翊运先收颇牧才。

狼燧烟从沙际出，龙堆云自地中来。

望穷葱岭心常恋，衣寄蒲犁手自裁。

今日三山风景丽，板舆新度钓龙台。

且不论其诗前半首写边地奇异景色，

是抱着休闲雅致的欣赏的眼光来描述的，

单从其诗歌中鲜艳明丽的色彩，就可以窥

见其心情之愉快。“葱岭”“蒲犁”虽指《汉

书·西域传》中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地

名，但其用词。表达了诗人胸罗万有，雄居

天下，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

独有谭钟麟的诗句，似有种抱负未展、

壮志未酬的抑郁。诗中“桑弧蓬矢”句，典出

《礼记注疏·内则》，以古时男子出生，以桑

木作弓，蓬草为矢，射天地四方，象征男儿

应有志于四方。后用作勉励人应有大志。

“牵裾”一词，从字面上看，表面是指他不愿

居家延嗣育子之意，其实是用典。《三国》时

魏文帝曹丕要从冀州迁十万户到河南去，

群臣上谏，不听。辛毗再去谏，曹丕不答而

入内，辛毗拉住他的衣裾。后来曹丕终于同

意减去五万户。后以“牵裾”、“牵衣”、“牵

裳”指直言极谏，忠臣苦谏。作者早年作过

以“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纠察典

礼”为职责的监察御史。也曾为恭亲王辩护

而名动朝野。但那似乎不是作者想要的生

活，因为其时国家正逢多事之秋。似乎在谭

钟麟的内心深处，总有种仗剑行侠，快意恩

仇的梦想，总有种“习得文武经天术，货与

明主帝王家”的宏愿。所以，在光绪十年

（1884），谭钟麟在清廷宣告对法宣战时，曾

有主动请缨将兵五千抗法之事。

“涅痕未蚀精忠字，誓斩楼兰报北堂”

中的“北堂”出自《仪礼·士昏礼》：“妇洗在

北堂。”后以“北堂”指主妇居处。其时，谭钟

麟的母亲在 1868 年 3 月就已经离世，此处

及下面的“王事仍羁将母忧”，皆为借岳母

刺字之典，表达精忠报国之愿。

“草檄犹烦擂鼻磨”句典出《北史》中

《文苑列传·荀济》。荀济“会楯上磨墨作檄

文”，在盾牌把手上磨墨草檄。后以“磨盾

鼻”称在军队里做文书工作。此处借用典

故，作者并非从事幕僚类的文书工作，实为

借指戎马倥偬、为国奔波之情状。

诗言志，由谭钟麟的诗作，我们不仅可

以解读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更能窥读他向

往金戈铁马、征战沙场、马革裹尸的赤子情

怀。这才是解读谭钟麟诗歌含义，窥探谭钟

麟胸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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