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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惟芳

刘惟芳，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
人，崇祯十年（1637 年）三甲第一百三
十五名进士。刘惟芳和刘惟忠是堂兄
弟，双双中第，先后成为进士，在石首
传为美谈。同科状元刘同升，是明末
爱国诗人，著有《锦鳞集》《音韵汇编》
《明名臣传》《文苑英华删选》等，在他
三百多首咏史诗中，大多是歌颂苏武、
颜真卿、文天祥、陆秀夫等具有民族气
节的历史人物。同科榜眼陈之遴，明
朝灭亡后立即投清，还建议洪承畴挖
掘明孝陵，以泄明朝气数。顺治四年

（1647 年）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读学士，
后升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加太子太
保，授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善书、工
诗，是著名词人，妻子徐湘蘋也是有名
的女词人。同科探花赵士春，授翰林
编修，后贬谪为广东布政司照磨。同
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五十七名，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四十一名。刘惟
芳生平事迹待考。据当代学者“石首
喻家碑”撰文所载，刘惟芳墓葬在石首
喻家碑落马湾北部官山。刘惟芳的后
代，最知名者是其儿媳曾素莲，为清代
女诗人。曾素莲诗句清雅，音律和谐，
著有《楠枝阁诗集》流传后世。

周天祚

周天祚，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
介绍为字仲声，号五峰，另有文献介绍
为字永锡，生卒年不详，湖广松滋人，天
启五年（1625 年）三甲第一百四十三名
进士。同科状元余煌，授翰林修撰，与
修《三朝要典》，崇祯中乞假归乡，鲁王
监国于绍兴，拜为兵部尚书，清兵过江
攻陷绍兴，鲁王遁入海中，余煌亦投水
而亡。同科榜眼华琪芳，授翰林院编
修，历官少詹事，曾协助魏忠贤纂修《三
朝要典》，著有《宜博集》藏于家，因屋漏
水浸损坏，仅余前数页可认。同科探花
吴孔嘉，授编修，以母老辞官归里，清兵

初入歙境，孔嘉求见提督，请勿屠杀。
著有《玉堂视草》《后乐堂集》等。同科
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五十七名，三甲赐同
进士出身共二百四十名。文献记载，周
天祚中第后，担任顺庆府南充县知县，
《明史》评价其“政尚宽简，有所兴革，不
避权势。”后来，周天祚调任户部主事。
《明史》记载其因为请裁冗费，数忤中
珰，忧郁而死，因为至贫，去世后几不能
殓。但是，周天祚平生孝友慈惠，他人
如有困急，则竭力接济。

袁彭年

袁彭年，字介眉，号特邱，生卒年
不详，湖广公安人，崇祯七年（1634 年）
三甲第一十九名进士。 同科状元刘
理顺，为翰林院修撰，负责《起居注》，
管理六曹奏章，纂修《明会要》，历任南
京司业、右谕德、经筵讲官，兼任东宫
讲官，加封侍读、侍讲之职。崇祯十七
年（1644 年）李自成入北京，刘理顺在
墙壁上写下“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
信践之，吾何不然”之句，便酌酒自
尽。同科榜眼吴国华，官至右春坊右
谕德。同科探花杨昌祚，官至左中允，
因剪发降清，被南明政权定为刑辱诸
臣之一。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五十
七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九十
二名。文献记载，袁彭年是“公安派”
主帅袁宏道之子，进士中第后，历仕崇
祯、弘光、隆武三朝，官至左都御史，后
来回归故里，病逝于公安老家。

傅汝为

傅汝为（？－1642 年），字于宣，湖
广江陵人，崇祯七年（1634 年）三甲第
三十七名进士，与袁彭年既是同乡又
是同年。《明史·卷二百六十二·列传第
一百五十》记载，傅汝为中第后，担任
秀水县令。秀水县隶属于洪武二年

（1369 年）设置的嘉兴府。永乐十九年
（1421 年）之前，嘉兴府直隶京师（南
京），后属浙江布政使司，下辖嘉兴、海

盐、崇德三县。宣德五年（1430 年）析
嘉兴县西北境为秀水县，东北境为嘉
善县。如今的秀水县，是浙江省嘉兴
市 主 城 区 秀 洲 区 。 崇 祯 九 年（1636
年），傅汝为捐款兴建冷仙亭，立于嘉
兴城东玄妙观石台上。当今，冷仙亭
仍然存在，位于嘉兴市区秀洲路、勤俭
路东北侧，是嘉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当时冷仙亭尚未竣工，傅汝为就
调任汝宁府知府，协助杨文岳抵御流
寇。崇祯十五年（1642 年）闰十一月十
四日，李自成攻破汝宁城，杨文岳被起
义军所杀，傅汝为毅然投水自尽，到了
清乾隆朝赐傅汝为谥号为“节愍”。

王芳

王芳，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人，
正德十六年（1521 年）二甲第一百八十
八名进士，生平事迹待考。这次科举
考试，本来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 年，
庚辰年）会试，因为明武宗朱厚照南巡
整整四个月，殿试没有来得及举行。
朱厚照在南巡游乐途中翻船落水，十
二月十一日回到京师，第二年亦即正
德十六年（1521 年）三月十四日死于豹
房。因为朱厚照没有子嗣，皇太后张
氏根据首辅杨廷和的建议，由明武宗
堂弟朱厚熜继立，是为明世宗。上一
个庚辰年度的殿试推迟到这个辛巳年
度，因此史上对这次科举考试，既称为
辛巳科，也称为庚辰科。同科状元杨
维聪，授翰林院修撰、右春坊右中允，
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同科
榜眼陆釴，授翰林编修，嘉靖初年大礼
仪之争，以忤当权者被贬为湖广佥事，
转山东副使督学政。同科探花费懋
中，为翰林院修撰。同科二甲赐进士
出身共一百一十名，三甲赐同进士出
身共二百一十七名。

文献记载，明代石首科举成绩非
凡，有同科二进士八次，另有同科八举
人一次，同科六举人二次，有同科五举
人四次，同科四举人十一次。

荆州非遗③

监利位于江汉平原南部，自古以
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有“尚楚风，
作楚声”的传统习俗。插秧号子《啰啰
咚》，就是诞生在监利这方水土上的原
生态农耕文化遗产，其乡音乡韵、土腔
土调，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方言特色，
还具有很强的音乐震撼效果及艺术感
染力。千百年来，监利农民在生产劳
动中，一直把插秧号子《啰啰咚》当成
了减轻劳累的快乐法宝，以至千百年

来，在监利田野上久唱不衰。
插秧号子《啰啰咚》起源于春秋末

期，据《楚辞韵语》载：“诗三百篇无楚
风 ，然 江 汉 间 皆 为 楚 地 ，文 王 化 行 南
国，汉广《江有汜》列于二南（周南、召
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楚实为《国
风》之首也……楚人好歌，乃有楚狂凤
兮，孺子沧浪（汉水东南）之歌。”追根
溯源，插秧号子《啰啰咚》是根据 2000
多年前，楚国《接舆歌》衍生而来的一
种劳动歌曲。

在监利民间，有一段关于插秧号
子《啰啰咚》起源的故事。相传，孔子
周游列国时来到楚国，一个穿着蓑衣
戴着斗笠的楚国人，看到他乘坐着用 4
匹马拉的舆车，就边走边唱：“凤兮凤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
追 。 已 矣 已 矣 ，今 之 从 政 者 殆 耳。”。
孔子坐在舆车上 听 到 后 对 随 从 说 ：

“这个唱歌的人很奇怪，他看我坐着
舆车就佯狂而走，口里 还 高 声 唱 着
《接舆歌》，从他的歌词中可以听出，
这 是 一 位 很 有 政 治 远 见 的 世 外 高
人，我要去向他请教一些治国和从政
的问题。”

孔子下车后迎了上去，可是这个
唱歌的人根本不理睬他，仍一个劲地
大声唱着歌向远方走去。这时候，所
有在田野里插秧的人，一个接一个地
传递着那个人的歌声，一唱百和。孔
子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摇着头说，这是
一个楚狂人，便迅速驾车离去。之后，
荆南楚人觉得这种一边劳动，一边唱
歌的场面既开心又刺激，就慢慢把“凤
歌笑孔丘”的方式，演变成了插秧号
子，并用方言将它命名《啰啰咚》。这
种土得掉渣的《啰啰咚》劳动号子，在
秧田一经传唱，竟然在江汉平原水稻
种植区，一唱就是2000多年。

另外，在《楚辞韵语》中还有一段
记载：“歌 生 沧 浪（汉 水 东 南），宗《周
南》以赋性情，追《风雅》而咏桃夭。楚
人好歌，佯狂接舆，楚民接音传声，相
与而歌……”。《楚辞韵语》所说的“歌
生沧浪”，监利民间也有一段传说：战
国末期，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江南，他路
过江汉平原时，被一条叫沧浪河的河
水阻隔，他在河边看到了一条渔船，就
请渔父渡他过河。渔父见他举止儒
雅，一脸忧愤，为了安慰他，就在船上
唱了一首《孺子歌》。屈原听到后很受
感动，后来他就在《楚辞》中把这首歌
整理成《沧浪歌》：“ 沧 浪 之 水 清 兮 ！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
我足。”

在史集中，《诗经》里的诗歌，是古
人用来吟唱的歌谣。最早以“歌”名命
的歌是《论语、微子》中的《接舆歌》。
最早用“歌”命名的文学著作是《九
歌》，《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其中
《孺子沧浪歌》，是屈原根据楚国民间
歌谣创作整理的。在中国古代民歌
中，劳动号子是产生最早的民间歌
谣。田歌、渔歌、牧歌、夯歌，同属古
代劳动号子范畴。这些劳动歌谣，是
古代劳动人民用勤劳和智慧，集体创
作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其创作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渲染劳动热情，增强劳
动效率。

古人创作插秧号子《啰啰咚》，正

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增强劳动热情
而采用高超的艺术手段，把劳动者从
娱乐中，引导到轻松快乐的精神世界，
使人们在大强度劳动中忘却疲劳，充
分发挥劳动潜能。插秧号子《啰啰
咚》在江汉平原上诞生之后，它的文化
艺术作用就像茁壮成长的庄稼一样，
成为了广大劳动人民寄托希望的精神
食粮。

早在唐朝时期，大诗人刘禹锡就
亲身感受过插秧号子的艺术魅力，他
在《郢中插秧歌》中写道：“田 塍 望 如
线，白水先参差……，农父绿蓑衣，齐
唱郢中歌……”（郢中歌，就是江汉平
原流传的插秧号子）。后来，清代文人
李凋元也在《秧歌笔记》中写道：“农者
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
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
不绝，是曰秧歌”。千百年来，监利插
秧号子《啰啰咚》，就是这样一代一代
在江汉平原口齿相习，世代相传而形
成了一道独特的农耕文化风景。

《啰啰咚》的演唱特点，带有典型
的监南方言特色和古老的民间歌谣韵
味，音域高亢，旋律粗犷，气氛热烈，具
有很强的音乐轰动效应。特别是唱
词，不拘任何约束，在旷野中信口歌
唱，使之能更好地发挥出自娱自乐的
作用。在节奏上，秧田号子善于借助：
呜、哇、耶、啰、呀、哦、哟、咚等衬词，采
用多声部发音。特别是多人组合演唱
时，场面更加热烈震撼。号子发音高
亢，讲本唱词婉转流畅。打码头的歌
手唱得眉飞色舞，抑扬顿挫，具有很强
的挑逗性和鼓动性，把所有插秧的唱
得神魂颠倒，全身轻松，自觉参与。最
后“掀蔸子”祭风，众口接力一气呵成，
让人如闻天籁之音。

插秧号子《啰啰咚》独有的田野演
唱风格，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还能
使劳动者在劳动中，自觉参与到集体
娱乐中来，使之激发劳动干劲，释放劳
动热情，消除劳累郁闷，减轻疲劳痛
苦。湖北省著名音乐家方石认为，“监
利秧田号子《啰啰咚》带有典型山歌风
味，是超出山歌特点的水乡田歌，演唱
的震撼效果和艺术感染效应，使人听
到后精神振奋。”

插秧号子《啰啰咚》，在江汉平原
经过了2000多年的传唱。但随着农业
科技的不断进步，几千年的原始插秧
劳作方式，被现代化机械取代。因此，
插秧号子《啰啰咚》，随着现代农业发
展，逐渐从人们的视听中淡出。

啰啰咚：一唱两千年的监利插秧号子
□ 赖晓平

健康巷沿革及大事记

按，据《沙市志略》：“黑水塘：官沟出水
处，道光中，曾斗龙舟于此。今屋居鳞次，
仅余数尺横汗。”至民国初年，“数尺横汗”
亦不复存在。

清代健康巷以位于“官沟”污水出水处
得名。官沟为清代的地下排水系统，上面
铺路石，下面是暗沟，亦是现代所俗称的下
水道。

至民国，邓氏家族在巷内捐赠屋宅一
幢，经修缮一番后，大家商议取名为“敦善
堂”，罗仲麟、王介卿亦在此教出严良臣、王
毓青等一批名中医。而后严、王及罗燕山
等人被聘请在善堂正厅专候贫穷病人拿脉
问诊，患病者皆在此免费吃药看病。既此
因巷内设有赈济慈善机构改名为利济巷。

1957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更名为
健康巷，一反黑水塘原意，从此健康巷以恍
然一新示人。

1982年，两个文明建设在沙市形成热潮，巷子居民自
发成立卫生宣传队，卫生突击队，建筑维修队，清运保洁
队。拆除违章建筑，清理砖渣余土，以什锦窗墙相连，墙壁
门窗装饰一新，鲜花、假山石、金鱼池点缀其间，置“清泉池”

“七步湾”“群乐门”等景。
1984年，湖北省六市卫生大检查，小巷里连片 30户，

获得2979分，户平99.93分，居全省前茅。
1985 年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同志曾留诗健康巷，说

“步步景观悦心目，处处生机显豪情”。
1994年 6月 4日《人民日报》，以《沙市城中“老姨妈》为

题报道了沙市老姨妈：在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
要弘扬社会新风，“老姨妈”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她们将爱献给别人，让社会都变成了温馨的家。而沙市
健康巷，就是沙市老姨妈精神的发源地。

健康巷里故事多

健康巷与高家巷相连巷口筑有一石门，其名沧桑，为沙
市老书法家马金马所书。“沧桑”意为由脏臭的黑水塘蜕变
为干净卫生、情趣雅致、和谐互助之地的纪念。进入巷内左
首为墙嵌“金宅”的四层小楼，原楼主人为金毅先生，他是改
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创业的沙市人，在沙市当时全新和开
放的营商环境中，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积累了财富，亦
为沙市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而与其相望，有荆江小景壁
画，“荆江风光”为姬目耕丁卯年（1987 年）所题，小巷因此亦
有淙淙之音。

幼儿园旁为卓伯修故宅，对于卓先生的生平我不甚了
解，见过他住过的房子，我要比认识他更早，现在被挂上了

“省保”的铜牌。
我们怀念、喜爱这些老巷子，包括它完美的和不完美的，

因为这里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一条老街巷，更是亲情所系、
乡愁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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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沙方言①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1. 愿得地 愿得的
释意：常用于反问，哪个愿得的呢？不情愿的意思。不

得已的意思。用于责备。
他愿得的唦！谁叫他那门做呢？自作自受的意思。
2. 两夹攻
释意：双重、多重因素叠加。多指不好的事情。比较

“祸不单行”，显得中性一些，语气缓和一些。
例如：本来身体底子差，偏又中标，这两夹攻怎么受得了？
3. 又是龙灯又是会［1］
释意：热闹事凑到一块儿了。常用于中性略带贬义。

抱怨忙不过来。
例如：又是龙灯又是会，你说顾哪头？
例如：这下子就热闹了，又是龙灯又是会！
［1］会，庙会，集市。
4. 说话像放屁的
释意：说话不中听。或指责他人说话完全不负责任、不

算数。
例如：这个人呀，说话像放屁；你也听？
5. 高高低低
释意：说话做事，不着调，不靠谱。忽高忽低。与“二

黄”意思有相近之处。
例如：他这个人，高高低低！（不屑于理会）
6. 二黄
释意：展开来说就是“一个鸡蛋两个黄”。少见，反常，怪

异。也有解释为，皮黄戏的二黄和反二黄，不同调。贬义。
例如：这人蛮二黄。
现代说法常省去“黄”字，例如：这人二！
也有用双声叠字：二里二气。

编者按：荆沙方言，承载着地域文化特色的语言符号，
它不仅是荆州人民日常交流的纽带，更是这片土地上深厚
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为让更多人了解荆沙方言，特开辟“荆
沙方言”栏目。

在这里，黄大荣老师带您走进荆沙方言的世界，感受那
独特的韵味与魅力，分享荆沙方言的词汇、俚语、谚语以及
背后的故事和寓意，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希望能够唤起大
家对荆沙方言的热爱和尊重，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
传承和发扬。

沙市中山公园卧虹桥的春天（油画）。 作者 张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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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如虹。篆刻 杨随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