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42024..88..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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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陕 璇璇

二O

二
四
年
第
三
十
九
期

总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期
市
委
宣
传
部

市
文
旅
局

市
文
联

荆
州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市
社
科
联

联
合
出
品

知
荆
州

爱
荆
州

兴
荆
州


楚
史
杂
论②

为
什
么
楚
国
始
封
地
只
有
五
十
里

□
余
大
中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其子曰
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
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
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
阳。”结合其他文献，分析这段话，介绍的重
点是西周诸侯国楚国始封君熊绎。

熊绎受封的主要原由
当初，熊绎的曾祖父鬻熊投奔和侍奉

周文王姬昌，受到器重。公元前 1056年，
姬昌崩逝，周武王姬发继位。熊绎的祖父
熊丽、父亲熊狂，亦侍奉周武王。公元前
1043年，姬发驾崩，其子姬诵继位，是为周
成王。姬诵感念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
大臣们辅佐朝政的功绩，于是在公元前
1042年“举文、武勤劳之后嗣”，提拔他们的
后代。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周成王姬诵即位
时年纪尚幼，由皇叔周公姬旦（亦称叔旦）
摄政。周公曾经避祸于楚地，楚人非常尊
敬他，视其为上宾，周公对楚人的品德亦十
分欣赏。回朝之后，他把这些遭遇加以详
细诉说，从而进一步感动了周成王姬诵。

这次分封的重大意义
《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

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记载：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

这就是说，当时分封诸侯的爵号为公、
侯、伯、子、男五等，而封地大小为三等，其
中子爵和男爵只有五十里。熊绎被周成王
封为第四等爵号，称为楚子，封地在荆山一
带，南方蛮荒之地，赐土地方圆五十里，建
立楚国，国都设在丹阳。

虽然只有小小五十里封地，但是表明
楚国正式成立，拉开了其后八百年波澜壮
阔历史的序幕，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仅就版图而言，到楚惠
王（前 488－前 432年）和楚威王（前 339－前
329 年）期间，楚国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

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等地，面积 90－
100万平方公里（一说 150万平方公里），此乃后话。

楚国初创的困苦岁月
“清华简”《楚居》记载，熊绎受封建国时，建了一个简陋

庙宇，但无祭祀贡品，就到邻邦鄀国，盗了一头还没长角的小
牛，又怕牛的主人找来，就连夜宰杀后祭祀。有文献认为，因
为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楚国夜间祭祀的历史传统。

《国语》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设
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熊绎参加周成王与诸侯的岐
阳会盟，只是与鲜卑首领一起，负责守燎。有文献认为，此事
应当是发生在熊绎受封之前。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
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熊绎与齐国、晋国、鲁国、卫国君
主一起，辅佐周康王姬钊，由于齐、晋、鲁、卫与周天子亲缘较
近，因此都得到了姬钊赐予的宝器，而楚国没有。

筚路蓝缕的精神起源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灵王时期右尹郑丹（字子

革）评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已经传承数千年的楚文化五种精神
（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卫疆、重诺贵和）之中，
筚路蓝缕精神名列首位。熊绎作为一国之君，穿着破旧衣
服，驾着简陋柴车，带领族人在蛮荒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
国立业，跋涉山林，向周王朝贡。

一个仅仅方圆五十里的楚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奋力
拼搏，从图生存、图发展，到图壮大、图强盛，始终坚持，不屈
不挠，最终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从这个意义上讲，楚国
五十里始封地，恰恰就是楚文化的源泉。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荆沙方言

近日，“沙市洋码头”列入国家第一
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
做法清单》，成为全国发挥遗产价值示
范的典型案例。“洋码头”，是荆州最“年
轻”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但却是目前
打造最为成功的，还是工业遗址保护地
和网红打卡地。“洋码头”的成功，说明
了一个道理：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脱颖
而出。

目前，各地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
上，大多呈现出比较严重的同质化与过
度的商业化。沙市洋码头历史文化街
区之所以能够列入全国示范的典型案
例，就是能够根据沙市商埠文化传承及
工业遗址保护的实际要求，在充分尊重
历史文化的原则指引下，紧紧抓住其独
特的历史文化特色，最大程度地保留文
化本体和其依托的文化生态，努力做好
历史建筑特色形象的维护，以及周边环
境包括空间尺度、历史街巷、历史肌理
和工业遗址、机器设备、历史场景等景
观要素，辅之以“沙市记忆”“大美荆江”

“江汉明珠”系列展览，充分体现了“洋
码头”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意义，扩展

了历史街区在当代的价值，既传承了城
市历史文脉，又开展了文化旅游，很好
地实现了产业功能的转换。

我们常说，文化旅游景区建设要有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要拒绝同质
化，但真正做到的有几个？比如，沙市
胜利街、荆州三义街、监利程集古镇，这
些荆州的老牌历史文化街区为什么一
直不温不火？我想，无非是放在全国大
范围内很难显示出自己不同之处。放
眼长江沿线，“老码头”比比皆是，但“洋
码头”却不一样。一个沙市老码头，靠
什么吸引人们的眼球？沙市码头，从

“老”的角度，的确比不过上海码头、重
庆码头、汉口码头等大都市的码头，但
从“开埠之源”这个口子深挖下去，抓住
了独特的“唯一性”——沙市是中国最
早对外开埠的四大内河港口之一。长
江码头千千万，但以承载着“落后就要
挨打”屈辱史码头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街
区，全国只此一家；而“活力二八，沙市
日化”的广告语与独特的日化企业建
筑修旧如旧，更是勾起了整整一代人的
回忆。

就沙市洋码头文创园而言，巧妙地
用工业遗迹唤醒城市记忆，用创意元
素点亮文化街区的夜空。工业遗产的
加持，使两个“唯一”进行迭加，实现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从而使“沙市洋
码头”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在整个长江
流域独树一帜，成为最有特色的“老
码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沙市洋
码头文创园的成功，无疑给目前正在推
进的沙市胜利街等历史文化街区的策
划与概念规划以启示，每一个历史文化
街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问题在
于，无论是沙翁的“一千个人的眼里，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苏轼的“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外艺术
大师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明了相同的
道理。每一个历史文化街区，都承载着
不同的历史文化，“活化”的基础，是挖
掘出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这样才能
让城市记忆留存下来，让城市文脉传
承下来，衍生发展成为新时代城市的
灵魂之所在。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重在特色
□ 张卫平

城市品读⑤
280.搉 搉到哒
动词。把东西折断，例如：“一搉两半”。“把锅盔搉一块

给他吃。”读音que第二声。
搉到哒，意思是这阵子手里缺钱，差钱。例如：“最近我

手上搉到哒，能不能找你车几个？”
281.车钱
找别人临时借点钱。例如：“找你车钱，周转一哈儿。”
282.居于
事情忙完，做完了，弄清爽了。例如：“忙了好几天，总算

把事情搞居于哒。”
283.髁膝包
膝盖。髁，读ke第三声。
284.倒拐子
肘部，肘关节。
285.螺丝拐子 螺丝骨
踝关节。
286.脚顿子（脚兜子）
脚掌后部。顿，读音du第三声。
287.腿肚子
小腿后部。
288.连三杆子
小腿前面的骨骼，小腿骨。
289.夾吱窝
夹，读音ga第三声。吱，读音ji第一声。腋下。
290.咯吱
读音ge ji。挠痒痒。
291.卟唧（不叽 不觊 ）
读音bu ji 。荆沙常见的逗婴儿乐的一种游戏。先把

脸躲起来，突然在婴儿面前，唤一声“卟叽”，逗婴儿一乐。
292.打蹬蹬
一种具有危险性的游戏。把刚刚能直立、还不会走

路的婴孩，大人用一只手掌托起他的脚，自找平衡。如果
不做好保护，非常危险。但此种游戏，曾在荆沙十分流
行。蹬，读音deng第三声。

谈古说“荆”④
荆州文缘荆州文缘““三十三十六六””（（上上））

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李十六李十六
□ 汪业盛

公元858年的一天，一颗流星划过
天际，晚唐诗坛巨星李商隐陨落人间。
其挚友崔珏在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
写下了两首感人肺腑、摧折心肠的悼亡
诗《哭李商隐》。其中“虚负凌云万丈
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可谓是对李商隐
一生最好的总结了。

李商隐是晚唐最杰出的天才诗人，
他与李白、李贺合称“三李”，与杜牧合
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王
安石赞他“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
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元好问感叹：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清人吴乔称他是李白、杜甫、韩愈后，

“能自辟宇宙者”。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家庭，

父亲给他取名“商隐”，取字“义山”，希
望他将来其道德文章像秦末汉初的

“商山四皓”几位隐士一样。他“五岁
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奈何幼年失怙，
9岁时父亲去世，只能以“佣书贩舂”维
持生计。

李商隐 16岁那年，有个叫刘蕡的
“愤青”在科举考试中写了一篇洋洋洒
洒 6000余字的策论，指斥当时宦官乱
政误国，痛陈兴利除弊之法。在场的御
史谏官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奏请朝廷
重用之，可是主考官畏惧宦官权势，未
敢录取。后来，状元郎李郃为此愤愤不
平，说：“刘蕡如此的青年才俊都落第
了，而像我这样的平庸之才却高中状
元，这让我情何以堪啊！”于是给朝廷上
疏，请求将授予自己的官职让于刘蕡，
但却被朝廷拒绝了。

李商隐听说此事后，也为刘蕡抱不
平，写了两篇古文《才论》《圣论》，得到
了当时诗坛大佬白居易的青睐赏识。

说起白李之间的韵事，北宋蔡居厚
的《蔡宽夫诗话》与元代辛文房的《唐才
子传》中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生倡导通俗平易之文风的白居
易，晚年时候却对朦胧晦涩的李商隐诗
歌情有独钟，与小他 40岁的李商隐结
成了忘年之交，有一次甚至对李商隐
说，我死后一定要投胎转世当你的儿
子。后来，在白居易去世的次年，李商
隐的儿子出生了，为了纪念这段友谊，
李商隐给儿子取字为“白老”。

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是否可信不
作考证。只知道在李商隐 16 岁这一
年，白居易将《才论》《圣论》两篇宏文推
荐给了好友令狐楚，成为李商隐人生中
的第一个转折点。

令狐楚是当时的朝中重臣、一代文
学宗师，其骈文与杜甫之诗歌、韩愈之
古文，在当时被公认为“大唐三绝”。令
狐楚在读到李商隐的文章后，爱才之心
大起，将李接到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府
中，让其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绹一起学
习，并亲自授以骈体章奏之学，后又聘
其入幕为巡官，并资助路费让他去长安
参加科举考试。李商隐虽屡次落榜，但
最后还是在令狐绹的推荐下于24岁时
考中了进士。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李商隐的前
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遗憾的是，这
位“情诗王子”的“情商”却低得近乎
为零。

就在他中进士的这一年岁尾，亦师
亦父的令狐楚去世了。根据恩师的临
终遗言，李商隐担任了为其料理丧事、

给皇帝上遗表的重任。由此可见，令狐
家是真的把李商隐当成了一家人啊。

就在料理完令狐楚丧事后不久，李
商隐却十分吊诡的答应了泾原节度使
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作了王的幕僚，
并很快成为了王的女婿。他当时为什
么会作出这个选择，至今成谜，如同他
留下的《无题》诗一般让人费解。

“牛李党争”是晚唐的一个政治大
漩涡，“牛党”以牛僧孺为魁，“李党”以
李德裕为首，两党相互倾轧、互相排挤，
当时很少有人能置身其外。就连唐文
宗都无奈地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
朋党难”之叹。

令狐楚是“牛党”一派的核心人物，
而王茂元则是“李党”一系的中坚力量。
不管李商隐自己认不认可，他原本无疑
是“牛党”成员。可是恩师尸骨未寒，他
却转眼成了“李党”的女婿，这让“牛党”
将其视为了“叛徒”。而对这样的“政治
立场不坚定”者，“李党”似乎也没有把他
真正当作“自己人”来重用。因此，他只
能空负凌云之才，却难以一展襟抱，终其
碌碌一生，多是为人作幕府之客。

李商隐与荆州的结缘，主要集中在
公元847年与 848年这两年。其间，他
三过荆州，留下了许多诗篇。

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 847 年），受
李德裕罢相的影响，“李党”成员郑亚也
被贬为桂管观察使，35岁的李商隐应郑
之邀入幕主管文书，与其同往桂州。

闰三月中旬，他们路过荆州，荆南
节度使郑肃为他们接风，让他们在这里
进行短暂的休整。

李商隐有一首《赠柳》：章台从掩
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
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
花如雪，青楼扑酒旗。

清代一位研究李商隐的专家冯浩
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赠洛阳一柳姓歌
妓而作，但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我
宁愿相信另一说，这是李商隐离开京城
长安，一路来到荆州郢都，见郢路之柳，
思章台之柳，有感而作，因为时间、地
点、景物、情感完全能吻合起来。

顺带说一个题外话。这个“章台”可
不是荆州的“章华台”，而是长安的一个
街道名，源于战国时秦国宫殿“章台宫”。

在休整的这段时间，李商隐与荆州
青年才俊崔珏交游往来，过从甚密。这
时，年轻的崔珏正要到成都去，李商隐
写诗勉励。

这年十月，到桂州安顿下来的郑亚
感念赴任途中荆南节度使郑肃的盛情
款待，于是委派李商隐作为自己的全权
代表去荆州回访郑肃。

这是一次惬意的“公务旅行”，其任
务只有一个，就是赴荆州联谊。李商隐
携着郑亚的亲笔信，带着丰厚的桂州特
产，一路乘船坐观山水，途中写下了长诗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

李商隐到荆州后，拜见了郑肃，交
纳了郑亚的亲笔书信，申说了郑亚认宗
拜叔的诚意，他的公差就算完成了。郑
肃也非常热情，派人陪他到处游玩，这
段时间应该是他人生中难得的轻松时
光，荆州的名胜古迹，到处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但遗憾的是，好像并没有留下
他的诗迹。

有的诗人，在意气风发时有诗兴；
有的诗人，在郁郁寡欢时有灵感。我冒

昧地揣测，李商隐应属于后者，乃是一
位天生有着忧郁气质的诗人，所以他在
兴致勃勃游遍荆州各大A级景区后并
没给荆州旅游业留下一首可资炫耀的

“广告词”。
这次流连于荆州，荆楚的风俗人情

与骚赋文化，应该给李商隐留下了深刻
印象。民国时期研究李商隐的专家燕
京大学张采田教授在《玉溪生年谱会
笺》中说，李商隐“拓宇于骚辨”“得骚人
九辨之遗音”，可见，李商隐的作品是深
受了荆楚文化之熏陶感染的。

这一年的春节，李商隐是在荆州度
过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正月初七这
天，李商隐触景生情，感于自身在党局
倾覆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写下《人日
即事》：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
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
穷。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
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

“镂金作胜”是当时荆楚一带过年
时的风俗，即用金纸剪成人物或花卉，
贴于屏风或戴于头上，称人胜或花胜。
这在南朝梁代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
记》中也有记载。

人日过后，李商隐便辞别郑肃，准
备返回桂林郑亚幕府。出江陵没多久，
不期与从柳州贬所放还沿湘江北上前
往澧州的刘蕡偶遇。当年的“愤青”刘
蕡经过多年的放逐，已然饱经沧桑，而
当年的“小粉丝”李商隐也受到党锢之
害，尝尽辛酸。同是天涯沦落人，“万里
相逢欢复泣”，相见之欢，身世之慨，无
以言述，只有付诸一诗。

相逢注定只是人生的短暂插曲，而
分别才是生活的主题歌。也许两人并
不知道，这一别即是永远，就在第二年
秋天，刘蕡客死于浔阳，李商隐听到噩
耗，一连写了四首诗哭吊，字字泣血。

李商隐刚回到桂州，郑亚就再次被
贬，从桂管观察使贬任循州刺史。这一
次，郑亚自身难保，李商隐不得已只身
离开桂州，在潭州湖南观察使李回幕中
逗留了一段时间，打算入蜀依附时任剑
南东川节度使的表兄杜悰。

说起这个杜悰，他不仅是李商隐的
表兄，还是杜牧的堂兄，原来“小李杜”
之间还有着这种“拉挂亲”关系。

李商隐行至巫峡、夔州之地，却得
到了杜悰已迁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消
息。无奈之下，在这个肃秋，他准备经
荆州回返长安。途中写下了《梦泽》《楚
泽》《楚宫》《楚吟》。

时隔大半年，再次来到荆州，李商
隐登上江楼，感慨万千，写下《江上》：万
里风来地，清江北望楼。云通梁苑路，
月带楚城秋。刺字从漫灭，归途尚阻
修。前程更烟水，吾道岂淹留。

这次没有在荆州作太多停留，李商
隐改从陆路向长安出发。离开荆州境
走到商洛时，想了想还是为荆州留下最
后一首诗作《陆发荆南始至商洛》：昔去
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青辞木奴橘，紫
见地仙芝。四海秋风阔，千岩暮景迟。
向来忧际会，犹有五湖期。

此后，荆州便再与这位不得志的天
才诗人无缘，《玉溪生年谱》中倒是记载
了他后来又于公元 851年到东川节度
使柳仲郢幕中作书记，如果是陆路转水
路，应该是到过荆州的，但可惜没有详
细记载。

晚唐时期，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三人“诗文以俪偶相夸”，皆用典深僻、词采繁缛、偶对切当、
华丽浓艳，又因均排行十六，故三人齐名，号称“三十六”（一说“三才子”，此处采用“三十六”之说），
他们的诗文体例，史称“三十六体”。巧合的是，这三人都与荆州有着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