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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史拾零读楚笔记①

近日，在荆州市、监利市两级史志部门
指导下，《人民大垸管理区志》由长江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区志上承《人民大
垸农场志》（1957-1987 年），翔实记录了从
1988年到2017年后30年间农场发展史。
借助这本区志，我们可以一窥农垦农场在
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在市场大潮冲击下
的失落和在新时代奋力转型的历程，更可
以感受到农垦人艰苦创业、改天换地的豪
情壮志。

一
大垸管理区地处监利市中西部，东与

红城乡接壤，西与石首市、江陵县为邻，南
濒长江故道，北枕荆江大堤。2017年，场域
面积157.55平方公里，人口4.1万人，耕地
面积12万亩。

1957年12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
成立人民大垸机械农场，设管理处，荆州行
署副专员饶民太任书记兼管理处处长。

“当时的农场全是原始森林一样的岗
柴芦苇，没有村舍，也无道路，只有少数砍
柴的男女农民。”农场的建设者来自天南地
北、五湖四海，计有上海知青1501名，河南
项城县集体移民3000余人，四湖排灌工程
民工3000余人、武汉知青765人，委派援建
的干部职工2164人，省总工会、长江流域规
划办公室等单位下放干部210余名，中国人
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31陆军预备医院奉命
集体转业来场组建职工医院官兵127名，以
及原住户1682人等。几代勤劳智慧的农垦
人，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改革发展，
将昔日杂草丛生、人烟稀少的芦苇荡，建设
成为现在一马平川、河渠交织、道路通达、
绿荫如盖、规划工整、高楼林立、生态宜居
的农垦新城。管理区机关所在地流港，建
场之初只有4户人家，现有人口1.2万，成
为集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商
贸等综合功能为一体、富有农垦特色的魅
力小镇。

东方风来满眼春。农场得风气之先，
率先走上工业发展之路，建起了纺织厂、糖
厂、油脂厂、服装厂、饲料厂等企业，开启农
场经济腾飞之路。1984年建成的鄂南糖厂
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年产白砂
糖6800吨，“振兴牌”白砂糖曾荣获湖北省
人民政府主办的“工业精品名牌消费品展
销会”优秀奖。在这里，粮食年产量7万吨，
皮棉 780吨，年出栏生猪12万头，保障了国
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在这
里，26.7公里单薄的大垸支堤抵御了长江洪
水几十次侵袭，包括1998年特大洪水，始终
屹立不倒。在这里，有全国优秀生产能手、
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刘再
飞，他培育的“棉花王”株高3.52米，单株结
桃1520个；还有全国“三八红旗手”李菊娣、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业专家孙友庆、全
国畜禽养殖优秀企业家顾新勤……

二
“八五”期间，人民大垸农场充分发挥

“示范、带头和国家队”作用，经济步入鼎盛
时期，曾创下年盈利1946万元的骄人业
绩。但进入“九五”之后，农场效益一路下
滑，出现巨额亏损，发展举步维艰。在全国
向市场要活力、靠市场促发展的重要时期，
农场这一特殊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显露了

出来。很多人感叹：农场掉队了。
一是社会负担沉重。农场是企业，却

承担经济管理和社区管理的双重职能，自
办社会。1998年亏损2945万元，社会负担
支出1700万元；1999年亏损980万元，社
会负担支出2355万元。与上年相比，亏损
减少 1965 万元，社会负担却增加 655 万
元。社会负担所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程度远
远大于经营性亏损。

二是市场经济冲击。农场企业经过多
年的生产经营，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机制
僵化，与新兴的民营企业相比，市场竞争力
低下。荆港纺织、达华纺织、鄂南糖厂等龙
头企业相继破产，场办工业走到了尽头。

三是政企不分的身份尴尬。上级考核
的时候农场是一级政府，教育、卫生、政法、
计生、水利堤防、城镇建设一样不少，遇到
困难时又成了企业。农场外垸曾连续两年
遭受洪水灭顶之灾，1998年受灾人口5546
人，1999年又有3986人无家可归。农场领
导多次找到省民政厅请求赈灾救助，省民
政厅答复救灾是政府行为，救灾款物发放，
只对政府，不对企业。经多次陈情，省民政
厅下达救灾款5万元，实乃杯水车薪。

三
农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

克难奋进的历史。60多年间，曾历经“机械
农场”“人民公社”“省管农场”“军管农场”

“建设兵团”“荆州市管理区”“监利县管理
区”等建制，至今仍在探索适应时代发展，
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体制。

2000年起，管理区大力推行机构和人
事制度改革，将机关内设机构由26个减少
到13个，146名机关人员减少到46名；91
个生产队合并为53个生产组，分场、生产队
管理人员由309人减少到151人；557名教
师参与竞争361个核定的岗位。

在湖北省、荆州市支持下，农场社会职
能剥离改革全面启动。教育、电力、公安派
出所、人民法庭、国土资源、司法行政、水利
堤防、环境保护、房产管理等全部或部分职
能相继剥离，逐步移交到监利县有关部门，
并收编部分人员，行政管理体制基本理顺，
管理区社会负担大幅减轻。

2003年，管理区在全省农垦系统率先
开展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场域经济
民营化为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破产
重组、资产转让等多种形式，完成企业退出
国有产权、职工退出国有身份改革，化解各
种债务 1.7 亿元，企业走出困境，重获新
生。以“两田制”为主要内容的税费改革，
将116230亩土地分为税改田和市场田，并
取消农业指令性计划，大大激发了农工生
产积极性。当前，管理区正在推进垦区集
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建设现代农业的大
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农垦事业发展呈现
出崭新面貌，内生动力明显增强，整体实力
明显提升，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在大垸管理区，树有一尊“拓荒牛”的
雕像，它是“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农垦精神
的象征，是热爱农垦、献身农垦的4万干部
职工的象征。我们相信：敢闯敢试、不懈探
索、永不言败的农垦人，必将会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作者单位：荆州市史志研究中心

那一年，楚国国君熊绎屈辱地站在周王
朝会盟聚餐的宫殿门外，听着诸侯们觥筹交
错的欢声笑语，心如刀割，这是楚国在建国
后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周天子居然让楚
国的君王在诸侯会盟时，充当“店小二”的角
色，与鲜卑之君一起在宫殿门外看守祭祀用
的火堆。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虽然楚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来自中原，有

着“正统”的血脉，但在周天子与中原诸国的
国君眼中，楚国只是“野蛮人”的代名词。一
个“蛮夷”，有谁会放在眼里！

但是，正如文史达人王伟先生所言，“如
果说当年楚人帮助周文王攻打商朝，最后因
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分封而失落，这一次的被
漠视和被嘲笑，可以说给楚人敲响了警钟”。

严酷的事实告诉楚人，尊重是争不来
的，只能靠实力才能赢得！纵然有千般无
奈、万般不满，但此时的熊绎仍非常清楚的
知道“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味”的道理。他
一方面继续向周朝进贡，另一方面埋头开疆
拓土，扩充实力。同时，还逆来顺受地在周
天子举行朝会时继续尽责地充当火正。然
而，直到熬得熊绎去世了，也没得到周天子
的封赏。于是，楚人一怒之下，不再给周王
朝进贡了。

这一下，楚人算是捅了马蜂窝，暴跳如
雷的周昭王亲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然
而，强大的周朝大军却遭遇到了楚军的游击
战，楚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用“持
久战”对付力图一战定乾坤的周朝军队。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力量悬殊的战
争，居然打了整整八年，直到周昭王在楚人
精心设计的“胶船事件”里葬身滔滔汉江才
告结束。虽然打赢这场“周楚”之战，但楚人
仍然不得不继续屈辱地向南迁徙。

当历史蜿蜒地遇到雄才大略的熊渠时，
楚国再一次锋芒毕露！某一天，熊渠站在丹
阳城头之上，对着他的子民大声疾呼：

“我本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
熊渠封王了！
不过，熊渠不是给自己“封王”，而是如

周天子一样，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封：
老大熊康封为句亶王；
老二熊挚红封为鄂王；
老三熊执疵封为越章王。

此时，熊渠虽然没有自封什么“王”，但
儿子都是“王”了，自己是不是就可以与周天
子平起平坐了。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件惊天
动地的大事件！

其实，熊渠分封三个儿子为王，是有着
深层次原因的。在楚国初创时，楚人在周王
朝中爵位最低，非常不受周天子待见，当年
在周天子大宴各国诸侯时，楚国国君熊绎只
能守在宫殿门口管理火种。这种奇耻大辱，
一直深深埋在楚人的心底。

通过多年的鲸吞蚕食，逐渐强大起来的
楚国让熊渠有了称王的底气，于是便冒天下
之大不讳，用给三个儿子封王来挑战周天子
的权威，做了天下诸侯想做而不敢做的僭越
行为。各国诸侯特别是实力强大的谁不想
称王，但是大家都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谁也不会为了一个虚名，去得罪周天子而丢
掉祖宗传下的江山。

后人常常用熊渠的称王，来说楚人“不
服周”的由来。我觉得，虽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主要还是熊渠的一种试探，是要看看周天
子顾不顾得过来，能不能容忍楚人蔑视权
威、不听招呼。

十分诡异的是，周朝居然对熊渠的称王
没有什么反应，这难道是默认了吗？

熊渠用称王这招试探到了周天子的态
度，心里逐渐有了底，便加大了武装割据、呑
并周边小国的步伐，很快就将杨粤等小国划
入了楚国的版图。楚国在西周诸侯中第一
个称王，严重地打击了周室凭借礼仪宗法统
治天下的制度。从此，天下进入大争之世。

楚国疆域扩大了，实力更强了，野心也
随之愈来愈大，开始挑战为周朝守护铜绿山
的随国。楚武王亲自带兵出征，此战虽未能
灭了随国，倒也把随国国君吓得够呛，只好
乖乖地代楚王去向周天子讨封了。其实，这
看似狂妄的举动背后，仍然是熊渠对周天子
态度的试探。

后来，在周厉王和周宣王时期，朝廷以
改革促发展，以变法图国强。俗话说，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有了钱的周天子，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加强军队建设。面对强大的周
朝军队，楚王熊渠审时度势地“认怂”了，取
消了三个儿子的王号，制定了避其锋芒、韬
光养晦的策略，开始对自己僭越行为有所收
敛。虽然收回了封王，但在楚人的内心深

处，已经不再视自己为周天子的臣子了。
因为，熊渠不想让楚国好不容易建立起

来的国家，成为周王室练手的炮灰。前面周
昭王亲率大军伐楚虽然失败了，但是也让楚
军元气大伤，周昭王淹死在汉水之畔的这件
事，成为后来齐桓公率领天下诸侯组成的

“八国联军”攻伐楚国的理由之一。此时，周
王室有着短暂的强大，熊渠自然要避其锋
芒，韬光养晦了。

公元前741年，熊通以宫廷谋杀的方式
上位，成了楚国的君主，他自己跑到洛阳去
找周天子讨封。谁知，竟又遭到了拒绝。熊
通大怒，不但开始自称“楚武王”，还一举灭
掉了权国，成立了楚国的第一个县，任命“县
尹”进行管理，史称“春秋第一县”。从此，楚
国迈开了“中央集权制”的第一步。

从此，楚国每灭掉一国，就将该国公族
转至楚国后方加以监管，并在该国原位设立
县制。当年，息国被灭改为息县后，其县名
和治所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成为中
国县政制度史上的“活化石”。

历史和楚人开了个玩笑，若干年以后秦
军一把冲天大火毁了楚国国都纪南城以
后，也在江陵设立了县制，真可谓是一报还
一报了。

据统计，自楚文王推行在被灭的诸侯国上
建立县政制度以来，有史可查的县就多达20
多个，从而结束了分封制下一盘散沙的状态。

很快，这种“中央集权制”，就让楚国尝
到了甜头，楚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战国
七雄”，将整个版图拓展到大半个南中国。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楚国的县政制度只
是在掠夺拓展的区域里施行，在原有已经分
封的疆域里却遭遇了利益集团的顽强阻击
而不了了之。

专家们普遍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在争
霸战中笑到最后，就是因为秦国普遍推行郡
县制的结果。

这，也许就是楚国最大的悲哀！当然，
这也是后话了。当时，县制的推行助推了楚
王的称王，不断增强着国家的实力。楚人意
气风发、上下齐心，用创新精神推动着楚国
从“土不过同”的子爵小国，发展成为饮马黄
河、问鼎中原、“楚境横千里”的泱泱大国！

（作者系楚文化研究学者、市社科联学
术委员会委员）

楚人称王楚人称王，，并非仅仅只是并非仅仅只是““不服周不服周””
□□ 张卫平张卫平

张居正的第一恩师一般认为是李士翱。
李士翱（1488年-1562年）字如翰，号长

白。长山（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长山镇）
人。嘉靖十三年（1534 年）由山西监察御史
被贬为荆州知府。在任期间，革除弊规，筑
监利、公安江防长堤百里，以御水患，被民颂
为贤太守。嘉靖十八年（1539年），李士翱改
知承天府（今钟祥市），因修建显陵有功，翌
年升湖广右参政，分守湖南道。后官至刑
部、户部尚书。“庚戌之变”，首辅严嵩嫁祸于
兵部尚书丁汝夔、户部尚书李士翱，丁斩首，
李士翱被革职回乡。

李士翱改名说始见于张居正长子敬修
作的《太师张文忠公行实》：“时大司徒李士
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
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
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
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
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
皇上帝矣。”李士翱之梦张敬修何以得知？
显系虚构。

张居正万历三年（1656年）《答中溪李尊
师论禅》一信中明确地写道：“正昔童年，获
奉教于门下，今不意遂已五旬。”清朝云南弥
渡人师范（姓师名范）在《滇系》中说李元阳
在荆州知府时，曾“试诸生，得太岳张居正
卷，大器之，拔为六百人之冠。时太岳年方
十三，后果然。皆以先生为知人”。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之八十九李选撰的《荊州府知
府中谿李先生元阳行状》云：“（李元阳）尝试
诸生，得太岳张公卷，评曰：此子当为太平宰
相。列之六百人之首及发封始知，张时年方
十三岁也。”《中溪家传汇稿》则曰：“尝试诸
生，得太岳张居正卷，大器之，拔为六百人之
冠。时太岳年方十三，后果然，皆以先生为
知人。”内容大致相同。

《太岳集》中有给李元阳的三通书札，除
上述《答中溪本尊师论禅》还有《答李中溪有
道尊师》和《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信
中称李元阳为“恩师”，不忘“童年获奉教于
门下”，并说：“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
楚，然尊道之志未敢少衰也。”张居正还将退
隐后与李老师在大理相会的夙愿未能实现
引为憾事，并称这一约会为“究竟大事矣”。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得知李元阳修建

大理崇圣寺，还万里迢迢托人送上“饭僧银
二十两，禅衣一具，内色纻二端”，以示敬意。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云：“张居正少年
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
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一生与
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
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兼儒家学者
的姿态出现。”

从李元阳的著作中也可找到相关证据，
张居正在参加乡试落选后第二次应试那年
正好是李元阳在荆州府知府任上，但是那年
张居正不是十三岁而是十六岁。朱东润《张
居正大传》云：“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
应乡试，这次居然中试。”从《李元阳行状》
看，他是嘉靖十八年（1539 年）上任荆州知
府，二十年（1541年）回大理的。李元阳在给
马理的书札《答溪田翁尊师马先生》中说“庚
子在荆州时”，庚子即嘉靖十九年（1540年）。

“三塔倒影”是大理的必游景点，而“三
塔”就是李元阳维修加固的。李元阳
（1497 年—1580 年）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大
理（古称太和）人，比李士翱小9岁。嘉靖五
年（152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参
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
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改授江苏江阴知
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
洁著称。嘉靖十五年（1536 年）以御史巡福
建。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皇帝的生母
章圣皇太后去世，梓宫（棺材）运回显陵安
葬，李元阳因上疏劝谏，被贬往荆州任知府。

荆州地近嘉靖帝的龙兴之地，拜谒皇陵
者络绎不绝，仅应付频繁的接待就苦不堪
言。当时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李元阳上
任以后，带头捐出俸禄，带领群众开凿水井
数十口，并在井边放置石槽以饮马。然后他
亲自巡视，加固江堤。荆州百姓感谢其恩，
将这些工程命名为“李公井”“李公堤”。乾
隆《荆州府志》载：“李元阳，大理人，嘉靖中
知荆州。旧堤圮，七州县皆患水，治之无成
绩；元阳身任之，再期而成。及忧归，一府皆
垂泣远送之，祠祀焉。”

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
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嘉靖二十年（1541年）借
奔父丧之机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
再出仕，而致力于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因

1515年地震，大理崇圣寺被毁，他花了40年
的时间修复崇圣寺，加固三座塔。重修龙华
寺、大士庵、万松庵、观音庵、千佛阁等。将
大理城内的玄真观迁往苍山中和峰半腰建
成中和寺。兴建书院“桂香楼”，后改名为中
溪书院。

李元阳深谙佛道，洞穿世事，其诗澹泊、
旷达。刘文徵《滇志》称其诗“森爽潇洒，有
尘外致”。他书法温润拙朴，允称大家。不
仅大理，昆明、安宁、腾冲的庙宇碑文撰书多
出其手，远至湖北、福建也有其书法碑刻流
传于今。

他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著有《艳雪台
诗》《中溪漫稿》《心性图说》，编纂了嘉靖
《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被誉为
“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
重要地位。

万历七年（1579）冬，52岁的姚安知府李
贽曾访问84岁的李元阳。李元阳作《卓吾李
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和《感通寺送卓
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
次年李元阳病逝后，李贽作《李中溪先生告
文》云：“公倜傥非常人也”“勇猛坚固，转不
退轮，为海内贤豪驱先”。

李元阳墓位于苍山应乐峰下崇圣寺三
塔西200米处，墓坐西向东，有石牌坊一座，
通道两侧立有石人、石马、石狮、石象、石鹿
10躯，墓高约10米，宽5米。毁于上世纪六、
七年代，现仅存遗址和残损的墓志铭。

李元阳去世后，湖北荆州人刘维赴任云
南监察御史，曾动员其他地方官员捐资刻印
《中溪李先生集》（也称《中溪家传汇稿》），民
国时期由李根源编入《云南丛书》刊行，更名
《李中溪全集》。

沙市中山公园有一座石拱桥叫会仙桥，
建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原在
沙市三清观（今紫云小区），1933年因修克成
路（今新沙路）迁建于公园。三清观供奉玉
清（元始天尊）、上清（太上老君）、太清（化身
为老子），故名会仙。会仙桥相传为李元阳

“感梦而成”，就是说他梦见神仙之后修建
的，这是李元阳在荆州留下的唯一遗迹。

（作者系荆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湖北省
社科院荆州分院副院长、长江大学楚文化研
究中心研究员）

张居正的白族恩师李元阳
□ 谢 葵

治荆名臣①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任何民族的艺术都在表现民族的理想与信仰。中国人
崇尚“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中国哲学观。中国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在这样的
认识过程中，将物质世界的自然属性精神化，将自然世界消融于自身的精神天地之中，将
自然景观和宇宙观纳入自身精神世界的组成。所以，自然景观就成了带有生命光辉、拥
有了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意象。

翰墨荆楚①

李 小 白 ，
1955年11月生
于汉川，毕业
于湖北美术学
院中国画系。
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湖北
省中国画学会
理事、河南中
原美术学院特
聘教授、湖北
省荆州市美术
家协会名誉主
席、荆州画院
副院长。荆州
市文化名家李
小白（美术）工
作室主持人。
其作品多次参
加全国、省、市
美展并获奖。

人物
简介

五
牛
春
牧
图
（
李
小
白

作
）

艺术
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