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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扬迷踪今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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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来会 起会 摇会 得会
此地曾经很流行的一种民间储蓄方式。约几个人十

几个人一起参与（一般都是左邻右舍），商量好每个月一人
出多少钱攒起来，叫来会、起会。发起人第一个领到大家
凑的钱，叫头子。以后每月聚集一次，以掷骰子的办法，决
定下一个谁“得会”。也有一次性决定好“得会”的顺序。
掷骰子，叫摇会。骰子，此地叫色子。读音sezi。

102.打夹皮
隐藏私房钱，或者买东西的时候，故意把价钱说高些，

落一点钱。女性舍不得花钱，男人有时候故意把价钱说
低，自己补上，叫倒打夹皮。

103.无章大野
荒唐，荒谬，离谱，不沾边。例如：“尽说些无章大野的

话！”
104.苕货 苕头苕脑 蛮苕
苕，傻的意思，蠢货。蛮，很的意思。例如：蛮快，蛮不

好，蛮拐，等等。
105.翻跟头 打跟头
跟头，筋斗。
106.逼到
逼着。到，相当于普通话的时间副词着。例如：“你看

他，硬是逼到别人做的！”这里的别人就是说话人自己。
107.搼起 蜷到
把手搼起，叫做捏砣子。身体缩起，叫做蜷起。荆沙

人认为，睡觉的姿势，最好是“侧到身子蜷到腿”。
108.砣子
拳头。
109.打砣子 塞砣子 拄砣子
行贿。
110.踢一脚 挝一脚
这是一种特殊用法：指卖家看见熟人，多给了一点。

挝，读作zhua。
111.逼债 催魂 追魂
口语中，不是说真的逼债；是说催得紧、追着人做某件

事。例如：像逼债的 像催魂的。
112.咧里 诺里 咧 诺
荆沙口语，最常用的指示方位的词汇。这里，这；那

里，那。咧读音 lie；诺，读音nuo。
113.冤家
见于《红楼梦》。民间文艺中指情人。一般用于夫妻

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形容摆脱不了的关系，含有亲昵、
嗲的意味。贾母称自己与宝黛是冤家，也称宝黛之间是小
冤家。

114.劫数
在劫难逃的意思。有时含有冤家的意思，命中注定、

解不开的关系。与冤家不同，带有贬义。
115.野物
野物，指野生动物。读音“业”时，指非正常的某人。
116.派不是
指责他人做的不对，有错。
117.束起
缩起，卷起。
118.抻抖 抻抻抖抖
平平整整，无折痕。引申为事情做得好，干净。例如，

账本做的抻抻抖抖。话说的抻抻抖抖。抖，读音 tu。

荆沙方言⑦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风物寻踪

再来说沱水。
沱埠渊，亦在县西南五里，又县南

三里曰马市潭。《志》云：江水溢出为
沱。今江水自郝穴口溢出东北，径三
湖、芝江湖，县西南为马市潭，潭北有
沱埠渊。县东有池曰南池、北池。县
北有湖曰太平，西有湖曰青阳，南有湖
曰东白、西白，及陆家渊，俱沱水所
往。今县治在斗堤，周广七百二十八
里，皆重湖也（《读史方舆纪要》）。

从上可以看出，沱水自郝穴来，过
三湖，径龙湾为马市潭，至沱埠渊仰受
江流，再到泽口竹根滩与潜水汇合，即
沱也。今泽口南有三江口地名留存。
沱水绝流，是因为东河（县河）高家垴
决口夺西河（沱江）水，故河道淤为农
田，所以称作干河口，今泽口南经巴家
套，广济桥东转，存“干河口”遗址。今
监利分盐有“陈沱口”，亦沱水故址。

四

回过头，我们再说扬水。
《汉书·地理志》：“《禹贡》南条荆

山在东北，漳水所生，东至江陵入扬
水，扬水入沔，行六百里。”《水经注》：

“沔水又东南与扬口合，水上承江陵
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
丹阳徙此……城西南有赤板冈，冈下
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新
桥 河），盖吴师入郢所开也。”“扬水
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
水口……水东入离湖。”

《江陵志余》：“龙陂水（今龙会桥
河），迳郢城南，东北流，曰扬水。沮漳
水自西来会，流入沔，行六百里，一曰
扬夏水，汉书注作阳水，今出郢城北入
海子湖。”

据席珍国《江汉平原古代水利开
发及其历史作用》称，灵溪水即今之菱
角湖，与沮漳河相通。沮漳河至柳港
后分为两支，一支经百里洲鹞子口入
江，一支向东北流经保障垸、清滩河绕
刘家堤头，屈曲入太湖港。沮漳水自
西来会，就是指的观桥河（太 湖 港）。
离湖范围很大，今之三湖、白鹭湖都是
它的遗迹。

晋太康元年，驻襄阳的镇西大将
军杜预“以巴陵丘湖沅湘之会，荆蛮所
持，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内泻长
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百姓歌之。”当
时的江陵城还是吴国的地盘。杜预为
了战事的需要，要向长沙方面用兵以

“平吴定江南”，所以他必须找一条捷
近的水路。当时从襄阳到长沙要经沔
水，过夏水入长江再绕道至洪山头或
城陵矶才能进入洞庭湖，航道弯曲而
且航程远。而近路就是利用扬水，扬
水虽不是畅通的，但有故道可循，只要
把扬口挖开，再把其他地方加以疏浚
就可以通航了。于是他挖开扬口，而
后又在石首的焦山铺挖成调弦河，过
调弦河就进入塌西湖了（从焦山铺到
塌 西 湖 的 距 离 只 有 10 余 km）。在当
时，这是一条从襄阳至长沙最近的一
条水道了，而且也比较安全，无急流险
滩之虞。因为那个时候，江汉以及洞
庭湖的洪水位上升甚微，高水位的变
化基本保持相对稳定，比较有利于航
行。从塌西湖到长沙，当时的水道里
程只有 180km 左右，绕道城陵矶要多
走水道约 110km。这条线路不但可省
100余 km舟师之劳苦，而且可避三江
口（城陵矶称三江口，水流湍急，波涛
汹涌）之险。若朝发荆州城，不三日即

可饮马湘江。杜预正是利用了这条水
道，从襄阳挥师东下，先袭乐乡（今松
滋市涴市镇），生擒吴军都督孙歆，再
克江陵。此后“沅湘以后，至于交广、
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杜预开通之
河，史称扬水运河或扬夏运河。

自 晋 始 ，扬 夏 运 河 有 过 多 次 疏
浚。分别是东晋建武元年、南朝宋元
二年（425 年）、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宋天禧年间（1017 年—1021 年）。
疏浚自襄阳至江陵的漕河，大致路线
是：从沙洋，经砖桥、高桥、李家市、邓
家洲、潜江荆河镇、积玉口、苏家港、蝴
蝶嘴，至江陵城。

南北朝时长江与汉江并不只是
在夏口连接。而是还通过夏水、杨
水、夏杨水、涌水等连接的。杨水入
汉江的杨口在竟陵以东，在竟陵以西
纳夏杨水，夏杨水在监利县东南注入
夏水，沟通了夏、杨二水。夏水入汉
江在潴口，在云杜县以东，入长江在
江陵东南。因为杨水“春夏水盛，则
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除春夏时
节，不能直接入江，如从杨水去江陵，
只能由夏杨水入夏水，然后通过夏水
到达江陵。

根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扬口，
在今潜江县西北，即古扬水入沔水之
口。”今人多趋向于在沙洋。而柘口可
能在积玉口，今积玉口镇尚存柘口老
街。扬水运河即从扬口到柘口，再沿西
荆河通江。而巾水进入天门河，在多宝
一带入沔。如果是这样，就能很好解释
夏扬水在这一带上承柘口之水，“纳巾
吐柘”了。然后是否经田关河、总口、许
家口，东播蒌蒿湖与夏水合。

如此，尚待方家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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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沙市区的繁华闹市，有条
幽静小巷，因杜甫晚年曾经在此寓居
约十个月，后人称为“杜工部巷”。在
荆州期间，杜甫究竟写下多少诗作？
有文献确认三十九首，有文献认为二
十多首，但未详列其标题或内容。本
人以杜甫活动路线为纵轴，以其诗作
内容分类为横线，梳理了杜甫在荆州
的诗作 32首。可能有遗漏或错讹，敬
请方家指教。

大历三年（768 年）正月，在蜀中漂
泊多年的杜甫离开夔州，乘船来到荆
州，活动路线为：松滋县、江陵县（沙市
当时属江陵县，其间杜甫曾经外出，短
暂离开，后又返回）、公安县、石首县，
以沙市杜工部巷居住为主。

杜甫荆州行程第一站是松滋，第
一首诗是《泊松滋江亭》：“沙帽随鸥
鸟，扁舟系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远
微青。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
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从松滋前往
江陵途中，又写下《行次古城店泛江
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对
即将开始的荆州生活寄予期待。

大历三年（768 年）暮春，杜甫抵达
江陵，在沙市杜工部巷，《乘雨入行军
六弟宅》，写有：“曙角凌云罢，春城带
雨长。水花分堑弱，巢燕得泥忙。令
弟雄军佐，凡才污省郎。萍漂忍流涕，
衰飒近中堂。”江陵是杜甫荆州行程的
重点，在沙市杜工部巷写下大量精彩
诗篇。笔者将杜甫的江陵诗作，大致
上分为五类，即：朋友应酬送别唱和、
献诗颂德示好官员、倾诉忧国忧民之
情、描述箪瓢陋巷生活、记载舟中谴闷
感受。

其一，朋友应酬送别唱和。初来
乍到，亲友热情接待，杜甫写有《和江
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
书斋》，表达“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
知”的喜悦。写有《宴胡侍御书堂（李
尚书之芳、郑秘监同集，得归字韵）》，
发出“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的豪
语。写有《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
监湖亭泛舟（得 过 字 韵）》，展现荆州

“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芰荷”的画卷。
写有《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

月下赋绝句》：“湖水林风相与清，残尊
下马复同倾。久判野鹤如霜鬓，遮莫
邻鸡下五更。”是杜甫与尚书李之芳、
秘监郑审以及胡侍御的唱和。写有
《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
下》，送别友人，表达祝福。写有《送李
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包括

“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名句。写
有《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
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记述杜甫与宇
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
书之子）等人重游郑监前湖的情景。

其二，献诗颂德示好官员。为了
谋求经济支持，杜甫用献诗来与权贵
打交道，主要对象是驻节江陵的荆南
节度使卫伯玉。到江陵后，卫伯玉派
人进奉御衣，杜甫写有《惜别行，送向
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赞颂卫伯玉

“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
适逢卫伯玉新楼落成，杜甫写有《江陵
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
赋七字句同作》，称誉“自公多暇延参
佐，江汉风流万古情。”接着写有《又作
此奉卫王》，用“西北楼成雄楚都，远开
山岳散江湖”加以描述。但据文献介
绍，卫伯玉对杜甫并没有给予实质性
资助。

其三，倾诉忧国忧民之情。杜甫
写有《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
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
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
必取长途。”叙述对故土的思念，展现
孤忠仍存、壮心犹在的情怀，是其晚年
经典篇章。写有《地隅》，反映当时社
会的苦难和人民的疾苦。写有《江陵
望幸》，表达自己对国家繁荣昌盛、政
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向往和期待。

其四，描述箪瓢陋巷生活。杜甫
在江陵的日子过得窘迫，民间传说他
开过中草药铺，做过食品“豆腐丸子”

（沙 市 方 言 谐 音“ 杜 甫 丸 子 ”），等等。
杜甫写有《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描
述当时的生活状态，展现困苦的内心
感慨。写有《白小》（有文献写成《白小
潭》）：“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
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
倾箱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

如。”借用潭中银鱼，发出人生叹息。
写有《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形象自嘲

“鲁钝乃多病，逢迎远复迷。耳聋须
画字，发短不胜篦。”惊讶自问“盘餐讵
糁藜”。

其五，记载舟中谴闷感受。杜甫
写有《舟中》，展现“风餐江柳下，雨卧
驿楼边”的苦涩和无奈。写有《谴闷》，
表达“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的烦
闷和抑郁。写有《舟月对驿近寺》，诉
说“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的艰辛
和困苦。有文献记载，杜甫曾经冒雨
前往湖南武陵化缘，交通工具就是一
条小船。“弱缆且长堤”“水宿伴凫鹥”，
十分辛苦。

大历三年（768 年）秋，杜甫离开杜
工部巷，渡过长江，来到荆州行程第三
站的公安县。在途中写有《舟出江陵
南浦，奉寄郑少尹（审）》，表示“更欲投
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
复江湖。”以此向江陵告别。在公安，
杜甫写有《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
用“卫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来解释
自己移居的缘由。写有《山馆（一作移
居公安山馆，编入江陵诗后）》，反映对
新环境的思考。写有《公安县怀古》，
表达“长啸一含情”的感慨。写有《醉
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以

“神仙中人不易得，颜氏之子才孤标”
表达对颜少府的敬佩。写有《公安送
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表
达对远房表弟李晋肃未来旅程的关
切。写有《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赞
扬韦匡赞作为逍遥公后人的贤良。写
有《呀鹘行》，联想到自己疲老多病的
身体以及内心的悲凉。写有《晓发公
安（数月憩息此县）》，作为暮冬时节离
开公安县的心情写照。

石首县是杜甫荆州行程的最后一
站，《发刘郎浦（浦在石首县，昭烈纳吴
女处）》是杜甫为荆州写的最后一首
诗：“挂帆早发刘郎浦，疾风飒飒昏亭
午。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
虎。十日北风风未回，客行岁晚晚相
催。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
来。”离开石首后，诗圣杜甫向洞庭湖
漂泊而去……

杜甫在荆州究竟创作了多少首诗
□ 余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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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以来，各地文旅纷纷大招频
出，各显神通，元旦期间有哈尔滨文旅三
天狂揽 59 亿，春节长假期间则是各地人
气爆棚、热闹非凡，年后重装起步的董宇
辉则是早早放出“与辉同行”的风声，引
得各地文旅局局长频频“喊话”，唯求董
郎一顾。如果说前几年各地文旅局局长
亲 自 代 言 本 地 旅 游 的 现 象 还 属 稀 见 现
象，那么今年以来，文旅局局长们则是更
加卖力，几乎全员出动。整体而言，各省
之间的文旅内卷已经蔓延到省内各市之
间。这样的内卷，一方面可以看到各地
政府发展文旅，振兴经济的魄力与勇气，
同时也应当引发我们的深思，除了内卷
之外，城市的突围还应当依靠什么？而
我们荆州又应当交出什么样的答案？

从 3 月 24 日到 4 月 21 日，荆州连续
举办了“与辉同行”来到荆州活动、荆州
马拉松、2023-2024 中国电影大数据 M 榜
以及 2024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羽毛球邀请
赛。短短一月内，荆州的表现可谓是文
体两开花，相关热点持续登上热搜，四方
八方的游客、粉丝、跑友、羽毛球爱好者
等纷纷涌到荆州。荆州的关注度被一下
子拉满，但喧嚣过后，在复盘之余，我想
荆州依然还是以文化取胜。

以 文 彰 旅 ，文 旅 融 合 ，凸 显 文 化 之
根。作为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五
千多年历史的城市，荆州最不缺的就是
历史文化的底蕴。从“与辉同行”中董宇
辉以及各路粉丝感慨荆州厚重的底蕴，

到“荆马”的简牍奖牌，到电影大数据 M 榜中开场秀《天
问》中卧鹿鼓，再到羽毛球赛的 logo 以及奖牌设计，这些
细节中体现的均是满满的文化，这一点也得到了各方参
与者的高度认可。

释放压力，切中需求，呼应情绪价值。辉煌灿烂的历
史文化是荆州最大的底气，而这恰恰契合当下年轻一代
对新时代旅游的追求。他们在游览山水之外，渴望深度
了解各地风俗民情，在历史中沉思，在文化中徜徉，尽情
释放自己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为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
感到骄傲自豪。荆州的这四场活动，恰好切中当下年轻
人的需求，文旅、电影、运动等，在口红经济时代，抓住年
轻人这个核心，也就是抓住了未来的增长点。

服务为上，真诚相待，人人代言荆州。在文旅 1.0 时
代，需要依靠文旅局局长为当地代言，博取关注，在文旅
2.0 时代，人人都是城市代言人，优质的服务，诚恳的态
度，少点套路，多点真诚，使全体市民都自发为本地的发
展而殚精竭虑，为维护市场秩序、回归和谐生态而不懈努
力，这样的城市才值得一去，这样的发展才能持续。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荆州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我同时坚信，
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此中之人，为恢复往日
荣光，一定会拼尽全力，贡献所有。

（作者系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副院长、教授）

京杭大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