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32023..66..22 星期五星期五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曹曹 歌歌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刘刘 颖颖

二O

二
三
年
第
十
六
期

总
第
四
十
六
期

市
委
宣
传
部

市
文
旅
局

荆
州
日
报
社

荆
州
广
电
台

市
文
联

市
社
科
联

联
合
出
品

知
荆
州

爱
荆
州

兴
荆
州


江津风物

红色印记

荆州籍开国将军③
中将杨秀山（1914 年-2002 年）原名杨木

森，湖北洪湖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

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六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军第七师政治

部宣传队长、七师总支书记，红二军团第四师

十一团政治委员，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

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师骑兵营政治委员，三五八旅

七团政治委员、旅副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四

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

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

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

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训练总监部院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校部

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武汉军

区副司令员，政治学院副院长，后勤学院院

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

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

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1987

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现代戏剧先驱余上沅
□ 谢葵

2023年 4月 8日，沙市籍影星曾黎、袁泉回荆参加楚文化节活
动，引起轰动。鲜为人知的是，她们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创办
者之一也是沙市人。

1935年，中国第一所戏剧高等学府——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
南京成立。剧专名师荟萃、人才辈出，曹禺、洪琛、张骏祥等著名戏
剧家都曾在此执教；谢晋、凌子风、陈怀凯（陈凯歌之父）等大师在
这里成才。新中国成立后，剧专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
艺学院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剧专的主要创办者余上沅是沙市
人，他任校长达14年之久。

但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
家、翻译家、导演”的身份不匹配的是，余上沅研究显得很是冷清，
他几乎是一位被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遗忘的人物。既便在少量的
研究论著里，对其剧作的论评也是寥寥可数。只有茅盾的《读《上
沅剧本甲集》》、顾文勋《余上沅剧作简论》略可代表余上沅剧作研
究成就。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人对余上沅倡导“国剧”和任剧专
校长时期的剧作作一个综合评述。

余上沅，1897年生，其名出自《九章·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
齐吴榜以击汰。”他自幼喜欢读书看戏，受到老师的赏识和鼓励。
童年时对戏剧的痴迷为他后来走上戏剧道路埋下种子。

余上沅 12岁时，因生活所迫，辍学到布店当学徒。后来辞职
考入武昌文华书院，因成绩优良，学校免除其学费。五四运动前
后，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恽代英等革命前辈的影响，积
极参加进步活动，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1919年 6月，与林育英

（又名张浩）一同代表武汉学生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因
此被勒令退学。

1920年，陈独秀将他介绍给胡适，帮他转学到北京大学英文
系。1922年毕业，在清华大学教务处任职。梁实秋曾选修他的翻
译课，后回忆说“上沅长我五岁，对我在私行上屡次不吝规劝。所
以我对他自有一番敬仰，一直以兄长事之。”

1923 年，在清华大学任职时，获得半官费赴美留学的机会。
有贺姓亲属资助他留学，条件是必须学政治。但他却进入了匹兹
堡卡内基大学戏剧系，次年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25年，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熊佛西、梁实秋、梁思成、林
徽因等青年才俊一起组织戏剧活动，曾创作演出五幕英文话剧《杨
贵妃》。因没有如约学政治，贺先生中断资助，余上沅与闻一多、赵

太侔结伴提前回国。
1922年开始，余上沅在当时北京的《晨报》上发表连载文章，

系统西方戏剧。
1927年，余上沅与胡适、邵洵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

开办新月书店，曾任书店经理。
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戏剧的途径》一文中写道：“古今中

外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东方和西洋的不同，何必强同”。这一思
想影响了很多年轻的戏剧艺术家。

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北京期间，与
赵元任、陈衡哲、熊佛西等人一起创办了“北平小剧院”，对抗当时
充斥市场的低俗演出，前后坚持了3年多。

作家林海音曾回忆在余上沅家里排戏的情景：“北京后门的
白米斜街那所广大的宅第……我读初中时，每周三次要在下课后
前往排戏的地方……大家很快乐地排戏，余太太陈衡粹女士给大
家准备了点心咖啡。”

余上沅的“国剧运动”，影响很大，他被梅兰芳誉为“行家”，并
受其邀请，担任出访欧洲演出的导演和顾问。他在莫斯科见到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师，他与爱森斯坦
等人的合影、交流是研究电影史的珍贵资料。

1935年，余上沅等人在南京创立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最初，
校名为国立戏剧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剧专从南京的薛家巷迁到长沙的稻谷
仓，后到武昌，再迁到重庆的上清寺、江安的文庙、北碚。在颠沛流
离的困境中，余上沅始终不忘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尤其在
江安 6年期间，是剧专办学时间最长、最关键的黄金时期，也是师
生创作和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更是国立剧专培养人才、学校生活最
丰富的时期。他指导排演了 210多部戏剧。当年，曹禺是余上沅
聘请的教务主任，吴祖光则是余上沅的秘书。曹禺在江安创作了
他的代表作之一《北京人》，吴祖光也撰成剧本《正气歌》，国立剧专
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据吴祖光回忆，余上沅呕
心沥血，殚精竭虑，以校为家，心思一刻也不曾离开这个风雨飘摇、
苦难重重的学校。

1946年，剧专在南京薛家巷（双龙巷）恢复重建。
解放后，余上沅先后在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授。1959

年，调任上海戏剧学院任教。
1955年5月,他因受牵连含冤入狱。1957年2月在周总理干预

下获救，后下派资料室当管理员。在余上沅的人生低谷时期，他把所
有精力花在翻译上，其中就有美国戏剧专家乔治·贝克的名著《戏剧技
巧》。遗憾的是，余上沅1970年去世，此书1985年才得以出版。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梁实秋跟大陆上的许多朋友取得了联
系，其中就有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是笔名莎菲、中国第一位女硕
士和女教授陈衡哲的胞妹）。1987年，梁实秋去世以后，陈衡粹作
《实秋忌辰周年祭》回忆:“新月的同仁如胡适之、闻一多、梁实秋、
徐志摩、邵洵美、饶孟侃、叶公超、沈从文、潘光显、罗努生(隆基)等
等每每聚集在书店里高谈阔论。”

2020年 4月 30日，为纪念余上沅逝世 50周年，上海电视台请
余上沅之子、同济大学教授余安东讲述其父为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
贡献。余安东研究结构力学，是同济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曾为国
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著有《工程结构透视-工程结构发展和
原理纵横谈》。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尽管鸿才未展，但作为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余上沅的人品、学养、对艺术的执着
追求和爱国情怀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他的贡献将会越来越被更
多的人认识。

余上沅故居犹存，即沙市胜利街242号，亟待保护。

黄山头镇地处湘鄂两省安乡、公安两县

的结合部，南望洞庭湖，北枕古荆州；扼湖广

之咽喉、居南北之要冲；为公安县的南大

门。其境东与安乡河顺势，南同湖南省安乡

县的黄山头镇共名，西与公安县甘家厂乡相

连，北和藕池、闸口两镇毗邻。全镇国土总

面积 117.4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72.4 平

方公里，水域面积 4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2061 亩；总人口为 4.2 万人，辖有 14个村，

3个居民委员会。

黄山因土石皆呈黄色，故直呼其名黄

山；也有另说，此地很早前因人们偏爱到阳

光灿烂的黄山东头赶集交易和玩耍歇息，故

称黄山头。黄山头原属石首县管辖，1952

年划归公安县，1985 年随南闸区行政体制

变更后为县辖镇，1987年撤区并乡，原南闸

区北宫乡划归黄山头，成立黄山头镇至今。

1998年 6月，黄山头镇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全省 20 个口子镇之一。先后被评为

“国家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全国

卫生乡镇”“全国文明村镇”。

黄山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这

里曾经是共和国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及其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周逸群、段德昌、

邱宏锡等英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到处都留

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印记。1952 年兴建

的举世闻名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节

制闸（南闸）及南闸纪念公园，是国务院公

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上黄山主

峰极目四望，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建于南

北朝时期的忠济庙与唐宋年间建造的南禅

寺、云麓宫为鄂南湘北地区重要的宗教场

地和旅游胜景；而为官清正、知民疾苦，深

得百姓爱戴的北宋荆州刺史谢麟积劳成疾

去世后，按习俗灵柩运回福建时，棺木却神

奇直立在黄山大顶之巅，留下谢公墓受后

人礼拜，至今仍游人如织，香火缭绕。永乐

年间修凿的“白龙井”和大自然鬼斧神工孕

育出的黄山奇石“犀牛望月”“仙人掌”以及

“玉女披衣”“黄山晓黛”等自然风光引人入

胜。山上苍松翠竹、郁郁葱葱，山下湖泊星

罗棋布让人流连忘返。水面千余亩的明堂

湖碧柳垂杨、鱼欢水跳；而湖中有岛，岛上生

湖，更为一奇。东湖坳的月亮湖静影沉碧，

风光旖旎；滨湖而筑的八仙亭等景点是游客

休闲度假的天然大氧。

自从上世纪 90年代国家林业部批准将

黄山辟为湘鄂两省共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大力开发黄山风景名胜区以来，当地充分发

挥自身独特自然优势，精心打造黄山头品

牌，加大对生态旅游项目的资金投入，推动

景区转型升级工作。一年一度举办的“帐篷

节”、绿道慢骑、徒步穿越、花卉观赏、湘鄂美

食品赏、实景晚会等活动，有效提升了黄山

头镇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了黄山头镇社会

经济的全面发展。

（选自《荆州地名故事》）

漫话黄山头

公安县黄山头风光。

荆楚人物

在1935年3月号上海《良友》画报刊载的6幅荆州老照片

中，用作题图的照片，是冷善远拍摄的沙市金龙寺铁桅杆。

从画面上看，冷善远对这张照片的拍摄，很是下了番功

夫：夕晖斜照，厚厚的云层遮住西坠的落日，他用照像机框

住了寺庙山门飞檐的一角，然后以那根铁桅杆为主体构图，

拍下了这张极具沧桑感的照片。

《良友》画报编辑的组版实力也相当厚实，当下即选定

以这张照片为题图，并于上面压下标题字：“三国时代的政

治中心荆州”。从专业角度看，这位编辑的业务水平实在让

人敬服：他一看到荆州，便联想到三国；再联想到那场震烁

古今的赤壁鏖兵，于是为之配以“三国时代的政治中心”来状

摹荆州的历史文化含量。所以，《良友》画报对这位当时年仅

25岁、名不见经传的冷善远予以如此优厚的待遇，可谓前所

未有。它一下拿出两个版面、采用联版的方式集中展现出荆

州的历史风情——哪怕是“衰败了的古荆州”！因为，只有这

样才足以配得上这座名扬遐迩的华中重镇的文化当量；唯其

如此，《良友》画报也才能真正抓住读者眼球，在广告征收及杂

志发行上赚点甜头。

事实上，今天的人早已不知道《良友》画报上所刊载的

那座金龙寺是怎么回事了。说来，这个地方能被称之作

“寺”，是因为所供奉的关公系佛教的护法伽蓝神，这才有了

被冠以寺之名称的可能。严格地讲，金龙寺于沙市而言，不

过是“十三帮”中西帮旅沙商人集资共建的山陕会馆而已，

充其量只是一个商帮用作内外应酬的帮口。

自清中叶以来，山西、陕西两省的旅沙商帮，在沙市口

岸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多以经营起家，凭借着长途

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在食盐、茶叶、布匹、旱烟、木材、药

料、皮货、水果、金融等诸多行业的经营上，在沙市独占鳌

头。在这之中，尤其以钱庄及票号业做得更是风生水起，为

当地商业贸易注入了活力。这些财大气粗的西帮客商，既

是能以势宏财雄而被沙市商绅尊之为“西秦大贾”或“关陕

商人”，那么他们也更乐于以其特有的富足和气派，于驻地

炫耀那惊人的豪气，沙市的山陕会馆“金龙寺”，便是这一时

期西帮客商的集体杰作。

金龙寺坐落在荆州城与沙市一水相连的荆沙河南端西

缘，这里紧靠原土城，是荆州城通往沙市的咽喉要道。若

是从空中俯视，这座会馆的建筑群就像一个龙头：额头就

是一座两层结构的大戏台，戏台左右两边高竿上悬挂的

大红灯笼，为其眼珠，两侧的廊庑为其面颊，山门及台阶

构成它的鼻与唇；那一对龙须尤为绝妙，它是一对铁铸蟠龙

桅杆，通高三丈三尺又三分，净重四万三千多斤，铸于嘉庆

十一年(1806 年)。远远望去，高耸入云，蟠龙张牙舞爪，几欲

腾空飞去。

在明、清两朝，龙的造型是皇室的象征，在民间被视

作禁脔，为什么西帮客商在修山陕会馆时，敢公然以龙为

标榜呢？这是因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是山西解州人，

被西帮客商引为同乡，而关羽早在明代即被封为“三界伏

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故府、县官衙对西帮客

商这种“僭越”之举，睁只眼、闭只眼，任其行事，且未敢

妄置一喙了。

清朝末年，各地百业凋零，经济低迷，山陕会馆也开

始陷于危局。其时，军阀混战，北洋军进驻沙市后，派出

一队土兵驻扎在会馆中，以掌控荆州城与沙市间的这处

咽喉要道。1926 年冬，那些当兵的因烧火取暖，酿成火

灾，将全院的殿阁廊庑焚毁一净。这座美轮美奂的古典

祠庙建筑群落，除了那座戏台之外，全被大火烧得荡然

无存。

1934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出面筹资兴建中山公园，

商会的头面人物童月江等主张将山（西）陕（西）会馆后院残

余下来的古戏台“春秋阁”，移址重建于公园的遨玉冢北

端。这一提议，得到会馆持事的赞同。从此，这座古典楼阁

便移址重建在中山公园内的东北角。今天的春秋阁，坐北

朝南，正对古便河的入江口；台阁两侧，各植一株冬青，虬枝

盘曲，四季苍翠。戏台的底层石基，选用上等花岗岩经雕凿

垒砌而成，上层采用木结构样式，以歇山顶取飞檐斗拱之势

铺明黄色琉璃瓦，形制庄严肃穆。

至于春秋阁的命名，也大有来历：裴松之在注《三国志·

关羽传》时，曾引《江表传》，曰：“（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

上口。”“左氏传”的全称是“左氏春秋传”，相传是春秋末年

鲁国左丘明为儒学经典《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

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故关羽喜欢读书、尤重

《春秋》之说，便相沿成习，流传下来。山陕会馆的戏台被

称之为“春秋阁”，则以关羽夜读《春秋》而定名。由此，在

这座古戏台的正中，依关公夜读《春秋》之意，曾置有一尊

关公坐像。在阁门正面的左右两边，是由有着“三楚名士”

之誉的书法家李宝常先生撰的一副楹联。联曰：“绍尼山大

一统心传，遗憾三分缺汉鼎；为守土留两间正气，声灵万古

濯荆江。”

我十几岁时，金龙寺便已完全败落，唯有那对铁铸蟠龙

桅杆还竖在寺山门外的两侧。在那桅杆中，各铸有两条虬

曲生动、活龙活现的蟠龙；在两条蟠龙之间及上下部位，还

嵌有三重刁斗。刁斗，为古代军中用物，桅杆上置方形刁

斗，据称可供站人，以作攀高瞭望的观察哨。后来，很多设

置旗杆的场所虽然不再需要瞭望哨，但这个传统则一直延

续下来，放置一个小方斗既是安全的象征，又可做装饰之

用。早年间，冶金工业极其落后，真不知金龙寺的这一对铁

铸蟠龙桅杆是如何铸造而成的，更何况其制作工艺十分神

奇，外表像是镀有一层保护膜，数百年间从不生锈，在阳光

的映射下还熠熠闪光。据说，这也是沙市山陕会馆被称为

金龙寺的由来。在上世纪 60年代，这一对铁铸蟠龙桅杆被

拆毁后，送到铸铁拉管厂去化成铁水、铸成了输水管道，实

在令人惋惜。

时至今日，古金龙寺留给沙市的，除了中山公园的著名

景点春秋阁，还有在原址上重新命名金龙路的路名。早些

年，由沙市到荆州城没有完整的陆上通道（中间须经过横跨

荆沙河的白云桥），人们都只在金龙寺旁坐小划子经水路进

城。如今，陵陆变迁，世事沧桑，一切均化作过往，唯有《良

友》画报刊载的《三国时代的政治中心荆州》组照，还可唤起

人们对这处古建筑群落的零星回忆。

荆沙河畔的古金龙寺
□ 陈礼荣

金龙寺旗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