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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与柳佑平先生相识是一种缘分。早
在2013年“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公
益书画展”中，起初是与先生的字相识，然后
是以字为“媒”，便一见如故。从此，便有了书
道同好的莫逆之交。

柳佑平字老泉，法号惠佑。1966年出生
于洪湖市瞿家湾镇一个极为普通的市民家
庭。先生系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第48代
后裔，尊先祖遗训，九岁习书练字。从柳体正
楷入门，先后临摹了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
铭》、诸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李邑的《云麾将
军碑》后，继而转学隶书，遍临汉碑，尤以《张
迁碑》《曹全碑》《石门颂》用工最善。40余载
临摹不辍，功力深厚。1998年进京拜著名书
法家刘炳森门下，主攻隶书。2003年经老师
引荐，进入温州那兰陀佛学院教授书法。在
佛学院的10多年时间里，柳佑平先生边教边
学，边学边研。期间，潜心专研《兰亭集序》，
对其技法、技巧进行了深入研习与深度挖
掘。以此游讲于全国知名学府，博得同道中
人的肯定与赏识。

虎年新春的一次造访中，当我看到先生
家中一幅幅风格各异的书作，于质朴之处
见高雅，由淡泊处臻深远，顿时耳目一新。
其中，先生的一幅中堂对联条幅吸引了我
的眼球：“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
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作品有松抱凌
霜之骨，梅无媚世之姿，构成了中国书法的
灵动之美，线条、章法和骨力的完美融合，
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和意志的力量，空
灵中透露出书家的灵魂——正所谓“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读完书法家徐福民题写的《柳佑平书
法集》后，我认为先生的书法深得古法，久积
宿志。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在继承传统的根基
上，突破藩篱，彰显个性。先生的隶书去法于

《汉隶》《张迁碑》，并兼容其他碑帖技法之长，
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柳佑平先生平生别无嗜好，唯醉心翰
墨。先生的书法以碑入帖，以帖化碑、故作品
力透纸背面不乏灵动之趣。如隶书对联条
幅：“一岁频添心未老、百年犹觉事无边”其结
体舒展大方、疏密有度，融《石门颂》之健、《曹
全碑》之秀、《乙瑛》之厚、《张迁碑》之拙于一
体。隶书条幅：“飞天羽毛本无力，落地金时
自有声”和茶联：“欲以真情酬挚友，当将佳茗
奉知音”作品风格豪放，粗笔具有块面感，细
笔则呈飞白状，构成巧妙的虚实对比，妙不可
言。书作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增添了一
分生动的节奏，横势由于受形制的束缚而减
弱，先生则将其转化为线条的涌动，通篇放中

有敛，行中含留、雄中寓秀、密中藏疏，不失
为一件精品之作。难怪有书家评其书法作
品称：“先生的字虽谦和而有变化，持忠厚而
见沉实，文质兼重。‘形’‘质’‘神’浑然一
体，三者和谐统一。‘力’‘气’结合自然，一笔
书成。婉若流动而无声的音乐韵律，给人以
秀女之灵性，长虹之气势与一种高品行的艺
术享受。”

柳佑平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那兰陀佛学院教授，中国将军部长书画院高
级院士，供职于中央电视台微电影映象频道，
任艺术总监。其作品荣获“首届湖北省黄鹤
楼文华奖”“湖北省第六届书法纂刻二等奖”

“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中国艺术市
场最具影响力书法家提名奖”。隶书作品多
次在全国大型书法展入展。2015 年经中华

民族友好促进会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先生
的书法作品被选定为“国际交流礼品”。

书道漫长，岁月悠悠。40 余年来，柳佑
平先生凭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热爱和一片赤
诚，以书为乐，以书会友，以书陶情。他“软硬
并施”把生活书写得充实，把人生书写得绚丽
多彩，用无声的音乐旋律，将人们带入一种至
善、至美的艺术境界之中。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个人物是极有
争议的，一方面，他承载着不同时代善良人
们的谴责与鞭挞，另一方面对他“包藏宇宙
之机”与“呑吐天地之志”又颇为欣赏。奸雄
与英雄之辩，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过。

1800 多年前，发生在乌林的一场战役，
是曹操的军队与孙刘联军在赤壁与乌林一
带进行的一场争夺汉鼎的战争，史称“赤壁
之战”，也称“乌林之役”。

时事造英雄，乌林之役造就了一批栩栩
如生、历历在目的历史人物。在乌林人心目
中，曹操是真英雄，你看那乌林一处处石碑，
一座座庙宇，一个个传说，都表达了乌林人
对曹操的缅怀和崇拜。

曹操率 83 万人马从江陵出发，浩浩荡
荡，一路顺风。到达乌林一带江面时，与孙
刘联军遭遇，两年在江中激战，曹军水军多
来自北方，不习水战，曹操立即收兵，引次江
北，在乌林一带沿江扎下水寨，依山扎下旱
寨，打算过了冬天，再与孙刘联军决战。于
是，两军隔江对峙。

乌林素有“九十九座山”“九十九道湾”
之说，蜿蜒三十多平方公里。曹军在乌林香
山南麓和凤山脚下，分别设有两大营寨。曹
操的中军寨设在中间的圆椅湾后，人称此地
为曹操湾。曹操湾背靠摇头山，左边是木鱼
山、婆婆山，右边与小月山相连。当地流传
着一首民谣：“跑马射箭婆婆山，访医问药木
鱼山，军机大事乌林寨，吃饭下锅圆椅湾。”

曹操在乌林安营扎寨后，由于北方人在
南方水土不服，得了一种膨胀病（可能是血
吸虫病），主要症状是肚子膨胀，面黄肌瘦，
四肢无力。得了这样的病，兵士怎么打仗？
曹操很着急，想尽一切办法要为战士们治好
病，他一方面出榜招贤，请名医给兵士治病，

同时他亲自访医问药。
一天，他来到木鱼山，正好遇到了一位在

采药的老人，于是上前询问：“老人家，您在这
山上做什么？”老者不识曹操，回答说：“听说
曹丞相的士兵得了病，我特地上山采药帮士
兵治病。”听老者一说，曹操大喜。只见老者
又叹了口气，说：“可惜我采好的这些药只能
缓解症状，却不能断根。”曹操连忙问：“那什
么药才能治断病根呢？”老者回答说：“百年
牡丹根，但是我们这里没有。”

曹操回到营寨，将自己的座椅看了看，
这椅子不就是百年的牡丹根做的吗？于是，
他果断地抽出宝剑，将椅子砍掉了一只脚。
卫士看了惊奇地说：“这椅子可是御赐的太
师椅啊！您怎么能砍掉它的脚呢？”曹操将
老者的话告诉了卫士，并且说：“这椅子正是
百年牡丹根做成的，要治好士兵的病，我只
好忍痛割爱砍掉它。”于是，命卫士们将椅子
锯成小块，然后磨成粉末，配上老者采好的
草药，发给染病的士兵服用。果然不出七
天，士兵们的病痊愈了。

曹操爱兵如子，感动了当地百姓。另外
曹操对军队将士要求中十分严格。

号称83万人马的曹军驻扎在乌林黄蓬
山一带，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时至
严冬，山上草木枯萎，上万匹军马没有草吃，
曹操心急如焚，他立即作出决定：一、尽快找
到草场；二、不准军马践踏农田，更不许啃吃
庄稼，否则定斩不容。

最后，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他在香山
附近终于找到了一片江滩。这块近30亩的
滩面地势开阔，遍地生长着绊根草，这可是
军马最爱吃的草。万匹军马的草料问题终
于解决。

周瑜曾预测到，曹军的不利因素其中之

一就是，“时届寒冬、马无蒿草、后勤供给困
难。”他认为曹军内部必乱，只要一乱，打败
曹军就是可能的事。但曹操严明的纪律，赢
得了当地人的支持，最终没有因草料缺乏引
起内乱，安全地度过了这道难关。

曹操在战斗间歇时间，经常在中军大帐
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有时宴请宾客，纵论天
下大事，品评古今英雄。“对酒当歌”之诗正
是曹操在中军大帐会友时即席之作，表达了
他期望国家统一的雄心、思贤若渴的求才心
和坚韧顽强的进取心，表达了他完成国家统
一大业的宏伟报负。只可惜，一场乌林之役
选择了战略撤退，壮志未酬。

曹军舰船因连锁成排，调转不灵，散开
不便，被黄盖一把大火，引燃连锁舰船，顿成
火海。曹军猝不及防，烧死、溺死、战死的不
计其数。战争结束后，江边浮尸成群，岸上
尸横遍野，真是惨不忍赌，乌林一带成为焦
土，当地百姓收殓尸体，放在一个低洼处上
盖上厚土，像座小山。天长日久，泥土流失，
露出白骨，因此老百姓称其为“白骨塌”。此
遗址尚存，就在江嘴村。

曹操率领残兵在岸上又被刚过江的孙
刘联军阻截、追袭。曹军将士分列两旁，形
成一条巷道，掩护曹操撤退，双方死伤惨
重。当曹操军队撤离乌林后，巷道两边尸体
堆积如山，巷道中间则血流成河，“红血巷”
因此得名。

“红血巷”巷道两边堆积如山的尸体，一
片凄凉，阴风惨惨。后来，乌林老百姓在香
山脚下挖了一个大坑，将曹军将士遗体掩埋
了，于是将此地叫作“万人坑”。

在乌林寨往东 50 米处，有一座庙宇叫
“曹公祠”，这座祠庙始建于明朝。当年，有
个姓王的知县去巴陵郡上任，途经乌林，因

仰慕曹操的文韬武略、治世之才，于是停船上
岸，寻访乌林古迹。他边走边看，对曹操败走乌
林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走下山来，忽见一老
者在烧香叩头，便好奇地问：“老人家，这春节刚
过，清明未到，为何烧纸祭拜？”老人答道：“大人
有所不知，今日是曹丞相的忌日，我每年在正
月二十三日都来烧纸燃香祭奠。”王知县感叹
不已。三年后，他巴陵任满，想起乌林百姓如
此敬重曹操，民风如此淳朴，加上山水秀丽，便
在乌林落藉定居。不久，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
全部捐出，修建了一座曹公祠。曹公祠的大门
呈升子口状，门两侧四圆柱上书有两幅对联。
其一：“乌林燎火时，英雄两铸龙廷；赤壁鏖战
日，豪杰三分汉鼎。”其二：“天时地利人和，曹
公得兹；大略雄才伟业，魏王居全。”

两幅对联不乏褒扬之意。曹公祠分前后
两殿，前殿供奉的是曹操及其手下主将的塑
像。曹操坐像居中，两侧各三具立像，高约二
米，个个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后殿与前殿之
两侧有偏殿，一边为斋堂，一边为寮室，中间
有一空场（为天井）。后来曹公祠被损毁，
1995年重建。现在曹公等塑像已迁至后殿，
后殿两旁柱上撰有一幅对联；“汉相抑或汉
贼，青史昭明曾秉笔，负人还是负我，人民正
已评裁。”

由此可见，乌林人民心目中的曹操，就是
一位大英雄，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胸怀大
志、虚怀若谷、受人崇敬。

毛泽东同志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
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
封建统治者，能胸怀大志、爱惜人才、知人善
用、体恤民生，军马驰骋华夏，挥鞭平定北方，
曹操堪称一世之英雄，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英雄本色不容诋毁。

挖佬又称挖瓢佬，现在的人们闻之定是一头雾水，压根儿
不知所云。

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职业，从事木水瓢、木撮瓢等器具的
专业制作。根据民间传说，其职业名称的来源，是鲁班麾下弟
子门孙里九佬十八匠家族中的一员

木工家族二十七个产出品当中，制作手段相对粗略点的木
工师傅，被人称为某某佬。如：垦榨油楔子、凿木排窟窿、挖木
屐底板、铺设楼板枕板、伐大树削木桩的，取前一二字命名。挖
瓢做搓板的木工，称之为挖佬。有的地方也称挖瓢佬、挖觚
（古）佬、挖瓢木工等等。

挖佬，是用斧子、弯切刀、挖凿、圆凿等特殊木作工具，挖制
木水瓢、撮瓢、饭瓢、汤瓢等产品的一个木工专门行当，在盛产
木料的地区较为多见，主要是取材比较方便。

然而，新堤自古就有这个行业。解放前后一位姓廖的湖南
师傅，就在新堤中正街（现解放街）的窑货院子内开有加工作
坊，其原料来源就是对江产出的新鲜水杉、山杉和优质松木。
作坊的产品畅销洪湖境内与周边地区。当地人称这位师傅为
廖撮瓢或湖南佬、挖觚（古）佬。

廖师傅的作坊里有许多八卦桩。那些木桩是一些 20 至
30 厘米粗、半米来高的木櫈子，一律深埋在地下。它们有平
顶的，也有球头状的。有的木櫈上还有类似现在铁制虎台钳
一样的卡口，作为钳制木坯科的夹具，用作挖制木水瓢、木撮
瓢的工作台。

挖佬劳作时，先选用一截水分充足的新鲜圆木坯料，放在
平顶工作台上，在坯料截面上架把厚背长刀，用白檀木锤子狠
狠敲击，将圆木坯料劈成二至三瓣。

一般而言，挖瓢工首先用大切刀或者利斧，将半边木块制
成兵乓球拍状的雏形，利用台夹将把子部分和对应处紧紧夹
住，再用像小挖锄，又似挖刨的工具，先挖瓢体内部。

这时，只见挖工师傅持着挖凿，像在石臼里往外刨食物一
样，先中间，后两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层接一层，横着木
纹方向挖了起来。

顿时，只见挖凿处，如风吹玉兰落瓣，似刀刨金鲤飞鳞，就
那么几十下，就把瓢子内凹处挖好了。

如果君在现场看师傅制瓢，会发现，这些木工在造物过程
中，既不划墨也不打样，不管加工坯料尺寸如何，均会蓝图自藏
心中，造形尽出手里。

更特别的是，制瓢时只用两手在里外相对一摸，就可把瓢
壁的厚度，拿捏得周边一致，精准无误。

完工后，再留意木瓢内挖切出微波迭起的横纹路，既粗犷
又美观。这时一定会啧啧称奇，由衷敬佩他们匠心独运，手眼
通天。同时，也悟出“挖佬无样，边搞边相”的俗语，名不虚传，
并非戏言。

接下来，挖工师傅倒转瓢体，用大弯刀切削外型。他们收
缩胳膊翻转手腕，又见梨花纷落，好似双手刨葫芦，仿佛雕塑工
艺品。

木瓢成器后，师傅又是持凿翻转手腕，把长颈鸟型的把手，
挖得俏皮诙谐。就这么内外几番连挖带切，一件木水瓢或者撮
瓢，在挖佬的手中，三下五除二就出来了。

这些瓢器成形后，还要进行脱胶和定型处理。这道工
序分为两种，一是水泡法，将木瓢放进水缸中加重物压沉，
经一段时间浸泡，让木料中的树脂果胶溶解析出。另外一
种快捷方法，是上锅进行汽蒸。无论使用哪种方法脱胶
后，都得烘干或风干定型，均可达到防变型、防开裂、除气
味的目的。

由此，一把把简洁美观实用的木瓢，饱含挖佬的匠心，凝结
了劳动者的汗水，才能走入了千家万户。

人们在赞叹挖佬精湛的匠艺时，听起这个“佬”字来，就觉
得这种称呼很不公正，似乎让人微微觉得有一点贬义与调
侃。就凭挖佬制作出来的各种外观典雅美观、实用广泛称手
的器具，比其他木匠做出来的产品，更贴近平民生活，更有关
万家灯火。

就拿木撮瓢来说，是船工普遍使用，而且绝对离不开的必
备工具，特别是像行走在一望无垠洪湖水域中的鸭划子、采莲
船、双联鹭鸶船，那简直堪比护身符，遇到下雨或者船漏，甚至
被风浪弄翻了小船，没有挖佬奉献的木撮瓢，积水排不出，驾船
的只有泡在水中了。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的切身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1973 年，我下放农村锻炼，有一次去洪湖沙套湖看望在

那里渔场插队的老同学。当时见到浩渺洪湖碧波万顷，风
和日丽，宛如天堂瑶池，也想过一把采莲仙子的瘾。于是我
手持竹篙，脚踏前翘后翘的小小采莲船，兴趣盎然地撑出了
里把路。谁知这夏日的天说变就变，急风骤雨转眼间就来
了。心慌情急中，我侧身打篙过猛，采莲船一下子弄翻了。
幸而会水，浮在湖草丛生的湖面上扒着船帮喘气，好不容易
才把半沉半浮的小船翻过来。只是带去的舀水铁瓢已沉入
湖底，舀不了舱内的积水，上不了船。我足踏淤泥不能动
弹，浑身被荷梗划出了无数道血痕，血腥气味引来那牛虻蚂
蝗，粘贴在人身上吸血，真是痛苦不堪。急中生智，我捞起
几米长的撑船竹篙顶着裤头摇晃，才被远处的同学发现，驾
来一条船，带着木撮瓢，让我脱离了苦海。

那次的经历，让我觉得了木撮瓢的重要，心生了对制造木
撮瓢师傅的祟敬。

随着时代进步，塑料、铝皮、铁皮瓢子，逐渐代替了传统的
木瓢。虽然它们在形体上沿袭了老式样，但是却失去了木瓢的
自然风格。

材料变更也好，时光更迭也好，挖佬远去也罢，一切都冲淡
不了人们对老挖匠娴熟精湛手艺的敬重。人们更忘不了与之
一路走过、与其相关的生活时光和陈年故事，还有对挖佬系列
产品的红尘记忆。

去年的金秋十月，阳光灿烂，我们几个
老知青相约，再次到我们曾经下放的洪湖市
螺山镇朱家峰村去看看。

这次我们是开车前往，走汉洪高速公
路。宽敞的公路，平坦的路面，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洪湖县城新堤镇。

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到了。回想
六十年代下放的时候，我们来回都只能乘汉
沙班的轮船，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新堤。若
是冬季水退了，还要过沙洲，那种辛苦真不
敢想。

我们开车在新堤镇转了一圈。这两年
没来，新堤又有了很大的变化。繁华的城镇

车水马龙，街道环境优雅，“一河两岸”的特
色造型引人注目，房屋古香古色。荷花广场
边还有搭台的剧场，人们聚精会神欣赏着花
鼓戏。

我们来不及多欣赏县城的美景，很快就
直接赶往螺山镇朱家峰村，二十分钟就到了。
熟悉的恢娥大姐把饭菜早做好了，等着我们的
到来。金秋十月，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大姐
蒸了好多螃蟹，还烧了黄鳝，做了才鱼汤，一桌
菜全是洪湖特产，我们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村支书魏明权带我们参观了村
委会，介绍了村里的经济情况及今后的发展
规划。他雄心勃勃，要把朱家峰建设成为全

市的先进村，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我们听
后，真觉得前景一片美好。中午，魏明权请
我们到他家做客，他的爱人做了一桌特色
菜，他家螃蟹今年大丰收，个个都是半斤左
右，真让人羡慕。我们还参观了村民们的池
塘，有的养鱼，有的养螃蟹，市场行情也很
好，都是销往岳阳、广州那边，供不应求。

晩上，魏明权又请我们到村民新开张的
特色小吃店，叫柴火鸡。自养的土鸡放在一
个大锅里，一桌人坐在锅炉周围，炉子里烧
的是木柴，烧岀来的鸡香气扑鼻。锅边放着
各种蔬菜，想吃什么菜就加在锅中，真是别
具一格，让我们大开眼界。

临走时，乡亲们送给我们了很多家乡
特产，各种鱼、土鸡蛋、土鸡、土鸭，还有螃
蟹……车上都装满了。就这样，我们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螺山镇
朱家峰村。

水乡几日行，让我们看到洪湖农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年一个样。村支
书魏明权信心满满地说，“等你们下次再
来，就会看到村里更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正
在运行之中！”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我们为洪湖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无比的骄傲
和自豪。加油吧，乡亲们！加油吧，洪湖！

无声的音乐
——柳佑平先生及其书法艺术

□ 吴洁

乌林人心目中的曹操
□ 曾庆功

水乡行
□ 潘艳秋

挖 佬
□ 陈厚权

挖瓢佬正在制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