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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荆州轶事四则
□ 谢 葵

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⑨

黄庭坚（1045 年－1105 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
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
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
《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于宜州（今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贬所。

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合称“一祖三宗”；与张耒、晁
补之、秦观合称“苏门四学士”；与苏轼并称“苏黄”。著有《山
谷词》。书法亦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一、《塔记》贾祸
黄庭坚曾两度旅次荆州。首次是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谪官涪州（今重庆涪陵）。二月至荆州，居承天寺（始建于
东晋，原址在今行署、钟鼓楼一带，抗战期间被毁）月余。当时
寺僧智珠拟建新塔，请他作记，他慨然允诺。

三月四日，黄庭坚离荆，溯江入蜀，临行前致书知县曰：
“庭坚再拜，道涂疲曳，不得附承动静。遂六十许日，处处

阻雨雪，今乃至荆州尔。春气暄暖，即日不审体力何如？王事
不至劳勤，颇得与僚友共文字之乐否？所差人极济，行李道上
殊得力。荆州上峡，乘舟不大费而差安便。遂不须人，故遣
回。明日登舟即行，方此阻远，临书增情，千万为道自重。谨
勒手状，三月四日，庭坚再拜上。公蕴知县宣德执事。”

这就是著名的《荆州帖》（又称《动静帖》，藏台北），帖中
“荆州”二字，是他无意中留给我们的瑰宝，如果以其手书作为
城市 LOGO，极为典雅、权威、得体，足以为历史文化名城增
色。在此谨献刍荛，希望有识者不弃葑菲。

六年后，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四月，黄庭坚从戎州
（今四川宜宾）贬所召还，再次途经荆州。此时承天寺塔已竣
工，于是他如约作文。转运判官陈举等人看到“作记者黄某，
立记者马瑊”，也想附骥不朽，黄庭坚不允。陈举怀恨在心，
上书朝廷，说他作《承天禅院塔记》“幸灾谤国”。

其实，《塔记》只是说佛寺建筑劳民伤财，诬为“幸灾谤国”
就太过分了。但是北宋中期，围绕熙丰变法（即“王安石变
法”）产生新旧两派，势同水火。黄庭坚被列为旧党，也随着
党争局势宦海浮沉。《宋史》本传称：“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
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
记》 ，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

他于崇宁三年（1104 年）五月十八日到达宜州，次年九月
三十日去世，在宜州度过的16个月，是他生命的终点。

二、诗咏水仙
中国本无水仙，最早记载水仙的是唐代段公路（《酉阳杂

俎》作者段成式之子）《北户录》卷三“睡莲”条注释，孙光宪续
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外国人）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
本，如橘，摘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宋元以降，歌咏水仙的诗词歌赋颇多，而写得最早、最多、
最好当推黄庭坚。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冬，黄庭坚在荆州马中玉府中见
到水仙盛开，当即题诗两首，其一云：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酴醾倒，只
比寒梅无好枝。

后来，刘帮直赠以一盆水仙，他大喜过望，又挥毫写道：
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仙风道骨今谁有，淡

扫蛾眉簪一枝。
钱塘旧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暗香靓色撩诗句，宜

在林逋处士家。
王充道送水仙五十枝，他又赋诗云：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

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
门一笑大江横。

黄庭坚为何独喜水仙呢？张帮基《墨庄漫录》卷十载：
“山谷在荆州时，邻居一女子闲静妍美，绰有态度，年方

笄也。山谷殊叹惜之。其家盖闾阎细民。未几，嫁同里，而
夫亦庸俗贫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马中玉《水仙
花》诗……盖有感而作。后数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于郡人田
氏家。憔悴困顿，无复故态，然犹有余妍，乃以国香名之。”

由此而知，山谷明写水仙，暗咏邻女。读他和马中玉诗的
第二首就更明了：

淤泥解作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
缘流落小民家。

从张帮基的记叙和此诗的感叹中，我们深感到山谷对邻
女“流落困顿”的无限感慨和惋惜。而诗以花喻人、以人比花、
人花交写，情切意挚，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寄寓了作
者的落寞失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山谷有咏花诗，皆
托物以寓意……前人未之有也。”

三、烹芋遗珍
《红楼梦》第 76回，大观园联句有“煮芋成新赏，撒盐是旧

谣”。“煮芋”之典，出自黄氏。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黄
庭坚贬谪六年之后，从戎州奉召回朝。途经荆州，过了一段相
对平静的生活。他煮芋而食，而且亲笔记下此事：

“当阳张中叔，去年腊月寄山预来。留荆南久之。四月余
乃到沙头，取视之，萌芽森然，有盈尺者，意皆可弃。小儿辈请
试，煮食之，乃大好。盖与发芽小豆同法，物理不可尽如此。
今人论人材者，用其所知而轻弃人，可胜叹哉。”

历经千年，手迹犹存，这就是珍若拱璧的《山预帖》，现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预，即山药。友人送的山药存放过久，发芽了。“煮食
之，乃大好”，于是他大发感慨。山谷暮年，人书俱老，这幅《山
预帖》是其代表作。

四、夜梦龙女
《全宋词》有一首《荆州亭·帘卷曲栏独倚》，署名“吴城小

龙女”。词曰：
帘卷曲栏独倚，江展暮天无际。泪眼不曾晴，家在吴头

楚尾。数点雪花乱委，扑漉沙鸥惊起。诗句欲成时，没入苍烟
丛里。

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载：
“黄鲁直（黄庭坚）登荆州江亭，见柱间有此词，鲁直读之，

凄然。不知何人所作。是夕，有女子绝艳，梦于鲁直曰：‘我家
豫章吴城山，附客舟至此，堕水死，不得归，登江亭有感而作，
不意公能识之。’鲁直惊寤，谓所亲曰：‘此必吴城小龙女也。’”

此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把沙鸥的自由和龙女的羁绊对
比，通过联想和移情的手法，表现了她的无限伤感，勾起读者
浪漫遐思。古人云：“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骚”（《词人
玉屑》），本词“言有尽而意无穷”，庶几近之。”

近人陈栩、陈小蝶于《考正白香词谱》“荆州亭”词下云：
“（黄）山谷欺人，乃伪托神仙，是犹《减兰》之伪托吕岩（洞宾），
皆欲以取信于人，冀其传也。”意谓作者即黄庭坚本人。

笔者所见略同。一是从写作时间、地点看，应是作者建中
靖国元年（1101 年）由迁谪地戎州内移，至荆州待命时作。同
时还有《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二是从写作技法来看，景观
疏朗空阔，行文洒脱，出手不凡。黄氏家乡义宁（今修水）正处

“吴头楚尾”，此语为黄庭坚首创。三是黄氏性格旷达，不受绳
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情理之中。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芒种》是第九枚。芒种的
意思是炎热的夏天开始了，小麦、大麦等有芒的农
作物种子己经成熟，可以收割了，稻子可以种植
了，因之芒种又称为忙种。此时节雨量充沛，空气
湿度大，是北方收割麦子、南方种植稻子的时刻。

邮票画面反映的是农民在忙着插水稻秧苗，
因为抢时间，忙得顾不上戴斗笠，光头弯腰抢种了
一大片，脸和手、腿都晒成酱红色。古色古香的底
色上燕子成双成对飞翔，田梗旁的草木长得十分
旺盛。农民穿着白色上衣，兰色裤子，和着碧绿的
秧苗，色彩十分协调。画家熟练运用中国画的线
描手法，细致入微地表达了芒种时节的情景。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芒种
□ 赵楚辉

芒种:四野插秧麦饭美
□ 张卫平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时雨》一诗，生动描绘了江南地区芒种时节农村的热闹

景象：秧田里，农民忙着插秧；禾场里，堆着刚收割的小麦；荷
塘里，菱角已经成熟……

其实，要寻找诗词里“芒种”，只读南宋文学家陆游《时雨》
是不够的，只有结合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观刈麦》，才能更全面
地看到，“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时节的全貌。这
个“两芒”，其实就是江汉平原特有的“双抢”，是农村最忙的时
节。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

“芒种”一词，始于周代。东汉学者郑玄对《周礼》中“泽草所
生，种之芒种”的解释是“泽草之所生，其地可种芒种，芒种，稻麦
也”。《礼记正义》里也说，“芒种者，言有芒之谷，可稼种”。对此，
南京气象学院教授冯秀藻先生认为，“芒种，芒指一些有芒的作
物，种是种子的意思”。也就是说，芒种时节小麦、大麦等已进入
收割期，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正处于抢播之时。农谚里所说的

“春争日，夏争时”中的“夏”，就是指这个节气的农忙。
“芒种”，这个包含着收获与播种的节气，在二十四节气中

是独一无二的。唐代诗人元稹《芒种五月节》中的“芒种看今
日，螗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鴳鸟往来声”的诗句，就蕴涵着
诗人对芒种节气物候变化与丰收的喜悦。

江汉平原的农历五月，正是荷花绽放的时节，民间自古就
有芒种时节赏荷、采莲的活动，后来逐渐演绎成为赏荷观莲的
民俗节日。流行于宋代，到了明代明确称之为“荷花生日”，人
们在盛夏时节泛舟赏荷，成为中国最优美浪漫的节日之一。
多年来，洪湖市都在6月份举办荷花节，赏万亩荷花、坐游船采
莲、放万盏荷灯、看水上表演、观大湖风光、逛老街风云、玩摸
鱼钓虾、尝美味湖鲜。

农历五月，花事已过，自古有送花神的习俗。在《红楼梦》
的第 72回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芒种日送花神的场景。著名
的“黛玉葬花”，也是发生在芒种这一天。不过，对于楚人来
说，五月初五日还有过浴兰节的习俗。比如，《楚辞》里就有

“浴兰汤兮沐芳华”之句。而《荆楚岁时记》里说的更加具体
了，“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並蹋百草”“采艾以为人
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如今，浴兰节不但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还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芒种”，是古文献里记载的“五月节”。这在《月令七十二
侯集解》里说得很清楚。《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
禁”。从先秦起，便有五月“追念、祭祀死者的习俗”。只是对
待五月，中原与南方有着不同的“目的、内涵、程式、功能”，后
来“在楚文化的中介、滋润作用下完成”交融与整合，五月端午
节的形成正是如此。

虽然早已完成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但荆楚民间
的端午节却还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但称端午为“端阳”，而且还
有三个“端阳”，即五月初五为小端阳，十五为中端阳，二十五
为大端阳。在荆楚，端午节具有特别浓厚的地方色彩，赛龙
舟、吃粽子、挂蒲艾、喝雄黄、系香袋等习俗代代相传，沿习至
今。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楚文化学者关于“孕育、滋养这个
节日的土壤也是楚文化氛围与楚国民俗传统”的论断。而隋
唐以后，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才逐渐成为全国性习俗。

粽子，古称角黍，以有尖角和黍料为原料而得名。《荆楚岁
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在魏晋时
代就非常十分盛行，《楚国风俗志》里说，“先秦时期的楚人有
以角黍（即棕子，古又称楝实）类熟食投享獬豸神兽的习俗”。
据文献记载，獬豸是楚人崇拜的一种独角神兽，与蛟龙共处于
水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习俗，所以后来“便很容易地被附会
和置换成了吊享赴水而死的屈原的祭祀”。这在梁朝吴均的
《续齐谐记》中也得到了证实。

当然，端午节并非只有吃粽子的习俗。《楚国风俗志》还
说，“大约在汉、晋之际，楚地人民又将南方民族传承已久的龙
舟竞渡习俗，纳为五月五日（或十五）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
容并赋予竟渡活动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成
为现在全国各地端午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据清人檀萃所著
《粤囊》记载:“龙舟以吊大夫，凤船以奉天后，皆与五日为胜
会。”《洪湖县志》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凤舟习俗的原由。清光
绪十四年(1888 年),在新堤的元宵灯会上，有人将凤凰灯摆在
了龙灯之后。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令斩了指挥踩灯的州
同张幼弟，摘了沔阳知州陈佑勤的顶带。此事震惊朝野，新任
沔阳知州派员赶赴新堤，召集商会人员紧急磋商端午节龙舟
竞赛事宜，提出了避凤灯之祸，造“凤舟之福”的方案,借西太
后“西”字之圣名,在内荆河西岸划“凤舟”。

“唯新堤为龙、凤舟竞赛。”现在，洪湖凤舟演变成民俗体
育活动，每逢端午洪湖市内荆河西岸周边的柏枝、新旗、远景
等 8个村，仍有着划凤舟的习俗，形成内荆河“东岸划龙舟，西
岸划凤舟”这样独特的端午文化习俗，使新堤成为全国独特的

“凤舟文化”之乡。一枝独秀的洪湖凤舟，改变了全国单一的
端午节龙舟运动格局，丰富了荆州湖乡节日文化。

千百年来，屈原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荆州人民。
为纪念屈原，将过去祭祀龙神的龙舟竞渡表现为拯救屈原，将
投放食物祭祀龙神的活动表现为祭祀屈原，给中国端午文化
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价值体系。端午时节，久久地站立在明
月公园的屈原雕像旁，一首《端午》脱口而出：

怀沙抱石赴清江，玉粽涵情岁月长。
荆楚龙舟争渡日，幽兰尽染后昆芳。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无论在
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所
以，在各地以观音命名的地名较为常见。在沙市江边
的荆江大堤上，有处堤防水利设施就叫观音矶。

清朝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六月，荆江洪汛骤
至，至二十日晚间，堤塍溃决，江水直逼荆州城下，当
下便冲破了西、北两处城门。八旗驻防将军图桑阿以
六百里加急飞骑奏报朝廷，奏称：“满、汉两城文武衙
署、兵民房屋，以及仓库、监狱俱被淹没。兵民多赴城
上及屋顶、树上逃生，其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毙。”

灾情如此重大，乾隆皇帝龙颜震怒。从七月初四
起，他竟在一个月内连发谕旨十一道，以分别询问灾
情，核实伤亡，指派赈灾钦差，调拨救灾粮款，授以抢
险机宜，裁决官员处分。此间，及时赶往荆州指挥抗
洪救灾要务的钦差大臣，就是乾隆皇帝的股肱心腹

“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阿桂。
荆州自古称雄镇。清廷自从平定“三藩”后，便已

充分意识到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在荆州
设立八旗驻防军，以节制湖广包括赣、皖、黔、滇、豫等
省在内的广袤大地。乾隆皇帝考虑到阿桂己年逾古
稀，年老体衰，便又及时擢拔河南巡抚毕沅，令其以湖
广总督衔直接赶赴荆州，以稳定大局。

同时，乾隆皇帝又传令将湖广行省、上荆南道、荆
州府及江陵县等一干官员，举凡“在十年以内兴修者、
承修之员，俱当从重治罪，仍著落赔补；其监修之该管
道府及藩司督抚等，亦着一并查参，分别议罪著赔”。
其间，还处分了一大批官员，如原湖广总督特成额被
处以革职抄家、拿获解京问罪，湖北巡抚李封被处以
革职留工效力赎罪，荆宜施道沈世焘被处以革职、自
备生活费用留工效力赎罪。几乎是这一带的所有官
员无一幸免，全部皆以待罪之身上堤留工赎罪。

阿桂与毕沅在调查中发现，当江流经过江南的太
平口以后，由偏西南方向朝东北直冲沙市，然后在沙
市拐了一个弯再折向东南。所以，自古以来此处就是
顶迎江水冲刷最为严重的堤段。再加上近年来有地
方豪强萧逢盛为富不仁，在江中窖金洲植苇牟利，以
至泥沙壅塞，泄水不畅，从而酿成巨灾。乾隆即刻传
谕：将萧逢盛查抄治罪，其子侄族人凡在朝为官，或科
举功名者，尽革为民！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窑金洲阻逼水道以致江流冲
刷沙市堤岸的危害。乾隆看到阿桂提出“于府城濒江
处所筑建鸡嘴石坝之类，逼溜南趋，将窑经金滩沙渐
次冲刷。”的奏折后，当即表示“所见甚是”。七月二十
九日圣旨中再次要阿桂对“加筑挑水矶头、逼溜南趋”
事“履勘详查议奏”。所以新任湖广总督毕沅根据皇
上的旨意，在荆江沙市段兴建了第一座护岸大石矶。

施工之初，毕沅等督率夫役工匠，在沙市段堤边
依托明代所建万寿宝塔，用调运来的大块条型青石垒
砌坡岸，并以渐呈收缩之状向江心逼近，修筑成

“矶”。以期利用这种又叫作“鸡嘴石坝”的护岸水利
设施而挑杀水流、激水冲沙，让洪水反向南旋，去冲刷
窖金洲的淤沙。由于这座矶头建筑于古观音寺的原
址，故称之为观音矶；又以其呈“V”字形伸入江心，形
如象鼻，因而又称作象鼻矶。

观音矶的矶头边长180米，顶高102米，呈等腰三
角形向江心逼近，再加上每年岁修均在岸线护坡抛石
压脚，故其筑成之后，使荆江沙市段的堤防设施日益完
善。逢有洪汛到来，江水顶冲矶头后便急速回旋，返身
冲刷窑金洲，从而有效遏止了主泓剥蚀北岸的危害趋
势。矶头过来，堤侧留有一个回水湾，也相应减弱了江
流对堤岸的撞击力，使大堤的抗洪能力大大增强。事
实证明，这座被誉之为“万里长江第一矶”的伟岸矶头，
在历次防汛抗洪中都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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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州城西 2.5公里处的新生村，一台高耸，林木苍翠，这
就是传说中的关羽点将台。台高 10米，周长 120米，清代诗
人、浙派文坛领袖之一、担任过吏部侍郎的汤右曾，曾写过《荆
州四首》七律，其中之一便是《江陵点将台》:

地形天险楚江宽，欲借荆州自古难。
虚笑百人称武吏，岂同列郡领材官。
云台特给亲军仗，玉帐新登上将坛。
骏马健儿君识否？时平政要重师干。
点将台下，原有关羽洗马池，点将台东，即荆州城西北 2.5

公里处，有关羽建帜的摩旗台。清·乾隆《江陵县志·古迹》中
都曾有明确的记载。上世纪末，曾计划在这里建造景点，开发
旅游产业，所以曾于 1986年约请开国元勋徐向前元帅亲笔题
亭榭匾额“点将台”。近年，新生村村民在这里办起了“点将台
农庄”，发展乡村旅游业，并开通了 26路公交，方便人们从沙
市、荆州城可直接到点将台农庄休闲。

新中国成立后，点将台曾简化为将台，长期作为一个行政
区划的地名。1956年设将台指导组；1957年原江陵县设将台
区；1958年，江陵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即名为将台人民公社，并
下设将台管理区；1961年设将台区，下辖将台公社；1975年撤
区并社时，将台、纪南、郢东等 3个小公社合并为纪南公社；
1983年后，先后设纪南区、纪南乡、纪南镇，将台便再没有作为
江陵县和荆州区所辖的行政区划名称了。

点将台传说
□ 浦士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