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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州三义街，活跃着一支
非遗传承项目挑担围鼓表演班，
他们常在社区、街头巷尾和舞台
上表演。

挑担围鼓历史悠久，它是荆河
戏的派生分支，分为荆河戏围鼓
班，即一班人围着鼓子演出表演。
荆河戏围鼓班主要限于“庙戏”“会
戏”舞台、婚丧嫁聚坐堂等表演。
为了在街巷中行进中表演，便派生
出了挑担围鼓，也称挑鼓子、挑鼓
架子、十般家业（乐器）。多用于民
间红白喜事，接亲送葬，穿街走巷
挑担表演。

他们这副清末民初的挑担围
鼓，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一根木
扁担挑两头，配有彩球彩带装饰。

担子前头为木雕屏风，座子系
“犀牛望月”图案，透雕凤凰、鴛鸯
和彩云等，也寓意丹凤朝阳、群凤
捧月、牛气冲天。担子的另一头即
后头为鼓架子，上面置放有两只朱
漆皮鼓。底座两边分别透雕梅花

鹿、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相间透雕
有葡萄的藤叶。鹿寓意福禄长寿、
吉祥幸福；仙姑寓意智慧美丽，长
寿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葡萄多子
多福，儿孙满堂。

一副担子至少八至十人以上才
能完成器乐合奏。其中挑担子一人，
司鼓为领班者一人，唢呐二人，大钹
一人，大锣一人、小锣一人，马锣一
人，云锣一人，水歘（chua）一人。

钹有三种规格，大圆钹、二圆
钹、三圆钹，直径分别为 32cm、
30cm、27cm。 云 锣 最 小 ，直 径
仅 有 10cm，其 声 音 清 脆 ，仅 用
于启堂。

司鼓者为代声海，已年满 77
岁，系荆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挑担围鼓代表性传承人。
代氏家族祖籍河南，老祖宗太爷为
清举人，后任解差，约同治初年

（160 年前），一次押解犯人至此未
返，定居荆州三义街（今名）老宅子
达五代人。

代声海的父亲代芳吉，一生业
余爱好玩挑担围鼓，那时沙市更为
盛行，玩的人和名师高手也多。建
国前夕，他的父亲为学挑担围鼓，
特地从沙市请来李友本师傅到城里
来教他，一百天为一学期，学费折价
为一担半谷子。待儿子代声海 15
岁时，他的父亲就请来师兄李光喜
来教学，聚集了上十个般般大的孩
子，每天晚上在一家茶馆前的路灯
下教练两个小时，不到一年时间，
因嘈音扰民便停止了操练活动。

学习挑担围鼓有相当的难度，
必须掌握打击乐器的技巧，识别专
用的曲排曲谱及其指代的含意。

挑担围鼓祖师爷传承后人的
器乐谱《梅花酒》《大雅》《小雅》
《朝阳歌》等达上百种曲排，时至今
日代声海能熟练掌握的还只有 20
种曲排，加之一起学的上十个师兄
弟，如今健在的也只有两三人了，
因而挑担围鼓的非遗项目传承任
重道远、责任在肩，刻不容缓。

挑担围鼓
□ 朱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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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荆沙方言

364.漓
把水空干。例如：“把淘米水漓干，在到饭甑子上去蒸熟。”
是正字，见于《广韵》。读音li第三声。
365.朱 朱里朱气
正字是朱，猪字是误写。见于《庄子 庚桑》：“楚人谓我朱愚。”
荆沙方言中，许多字是有出处的，常见于先秦著作，尤其是《楚

辞》。推测，荆沙曾是楚国文化中心，江陵城郊的郢都，楚国在此建
都四百余年。

366.黕 黕子
读音cen第三声。这就是一个古汉字。液体中的细小的沉淀

物，渣滓。见于《楚辞·九辩》：“窃不自料而愿忠兮，或黕点而污之。”
现代汉语注音dan。但是，北方话里没有黕字。而荆沙地区城乡用
此字十分普遍。《九辩》作者宋玉，是湖北钟祥人。至于后世荆沙人
读音发生嬗变，符合音韵流变的规律。

湖广总督毕沅与荆江大堤观音矶湖广总督毕沅与荆江大堤观音矶（（下下））
□ 陈礼荣

三国故事⑤
系马山

□ 邓和平

系马山，位于松滋斯家场镇杨家溶村境内，长200米、面积约
100亩、海拔155米。在山岭之上，有无数的凸岩。传说是三国
时关云长战马搁鞍所用，取名“马鞍石”；山坡上，有巨石横亘，有
大岩斜生，民间流传是马息之地，人们叫这些顽石为“拴马石”；
山下，有堰塘数口，当地人讲、三国以前，此处无塘，是关云长来
此训练兵马时，起土所筑，供马饮水，俗有“马水堰”之称。

民间传说，关云长在“水淹七军”战役前夕，在系马山一带日
夜操练兵马，分设十二个“跑马岗”。他骑着“日行千里、夜跑八
百”的赤兔马，站在系马山顶，检阅队伍，号令三军，带着周仓、关
平两员虎将，七七四十九天未下山头。据说，他为了所统领的军
队强盛，十二个“跑马岗”上的兵马实行“奔跑换岗”，以便磨练军
士意志，淘汰劣马。当时，有一名小校在“换岗”训练中，因精神
不振，未按时到岗，当即传到帐前，询问原委，得知是母患重病，
伤心所致。关云长对他罚杖三十，赏银一百两，并说：“打你三十
大板，是因军纪不严，沙场拼搏，容不得你心有二用，如此拖拉，
必将坐失良机，为使三军不受影响，故罚；送你雪花银一百两，是
因你千里之外，挂念老母，孝心感人，给你回乡养母。”说完，打发
小校起程。关云长有赏有罚地处理小校，使三军振动，校场练兵
再不敢有落伍的现象。后来，关云长败走麦城遇害，消息传到小
校的家乡，小校为感关云长罚杖赏银之恩，在系马山附近修“关
帝庙”一座，并出家为僧，斋老而终。

三至湖广首膺政务的封疆大吏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六月，

乾隆帝擢升河南巡抚毕沅为湖广
总督。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这个要
职。湖广总督主政中南，节制湖
北、湖南、河南三省，位高权重，结
果不久却因属下伊阳县（今河南汝
阳）发生了一起大案，而令其受到
处分。当时，当地发生官民冲突，
地方官遭遇丧命之殃。尽管毕沅
紧急部署巡检司、按察使两级衙门
的差役及时破案，终因杀人首犯秦
国栋等人迟迟没有缉获而受到乾
隆帝降旨责斥，被罢归至他曾经一
度做过的陕西巡抚任上。

两年后，因荆江决口，乾隆帝
复命毕沅为湖广总督，他第二次担
任这个职务，还做了不少好事。除
了对荆江大堤进行全面整治加固
之外，他又奏请朝廷，批准修筑襄
阳等处堤坝，还凿除了川江上的一
些礁石、险滩，以便于云南炼出的
铜经黄金水道外运，转入京城铸
钱。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
陕西安康、四川大宁发生大范围的
叛乱，鉴于传言乱源始自湖北郧
西，致使乾隆帝雷霆震怒。毕沅受
到责罚，被贬为山东巡抚，摘去花
翎，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朝
廷除正俸之外另按职务高低发给
官员的银两）五年、山东巡抚“养廉

银”三年。
这个处分是很重的，按现在的

说法叫做又打又罚。此事案发川
陕，与湖北没有直接的关系，乾隆
帝为什么会这样苛厉地处分毕沅
呢？原来，皇上即将迎来他登基的
第六十年，巴不得天下安靖、海宴
河清，营造出一种万邦归顺、天下
太平的祥和气氛。即使边远地区
发生一点动乱，如果不予扩散，朝
野上下也就只当没这回事儿，睁只
眼、闭只眼罢了。如今湖北正当九
省通衢，消息一经扩散，四方震
动。皇帝所刻意经营的这个局面
就维持不下去了，因而迁怒于毕
沅，予以重罚。

翌年，湖南苗族群众在石三保
的带领下，揭竿造反。原来，到了
乾隆末年，由于豪绅大量兼并土
地，广大百姓备受压榨，各类社会
矛盾空前加剧，各种民变此起彼
伏。乾隆帝觉得毕沅还是一个干
才，为了平定湖湘大地的动乱局
面，化解危机，再授其出任湖广总
督。毕沅不由对皇帝的恩宠感激
涕零，他不顾自己已是65岁高龄，
亲自赶赴常德前线，部署军政要
务，并又转道荆州，为前线官军督
办粮饷。由于他在这关键时刻竭
诚尽忠，恪尽职守，乾隆帝深表嘉
勉，不仅传旨表彰，还特地赏戴花
翎。毕沅贵为当朝状元，数度出任

封疆大吏，他不仅极擅诗文，而且
致力于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
故于尽心政务、军务之外，“惟以维
持风教，激扬士类为己任”，在清代
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由
他刊刻发行的图籍典簿，如《关中
胜迹图志》《中州金石志》《三楚金
石志》《两浙金石志》《晋书地理志
校注》等十数种，为传承中华文化
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史学方面，
他聘邀当时的一批耋宿硕儒如钱
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网罗散
逸，增补考异，裁断繁富，贯串丛
残，撰修出《续资治通鉴》，为当时
确立经史考证的主流地位，产生极
大影响。

嘉庆元年（1796 年），枝江人聂
人杰等扯旗造反，连破湖北保康、
来风、竹山等县，并围攻襄阳。毕
沅自湖南沅陵赶赴湖北弹压，自此
即在湘鄂各地往返奔波，效忠王
命。次年六月，他开始出现手足麻
痹的症状，嘉庆帝接到奏报，特地
赐“活络丸”并派人从京城送到湘
西前线。到了弥留之际，他曾撰
《自挽联》一展胸襟：“读书经世即
真儒，遑问他一席名山，千秋竹简；
学佛成仙皆幻相，终输我五湖明
月，万树梅花。”七月，毕沅病死辰
州军营中，享年67岁。

嘉庆闻奏，深为叹息，诏赠毕
沅为太子太保。

说起焚书，人们很自然地就会
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然而，在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
焚书事件——江陵焚书，那可真正
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
前大浩劫。

公元 555年 1月 10日(梁元帝
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西魏大军
围困了江陵城，梁元帝下令将宫
中所藏的十四万卷珍贵图书全部
焚毁。梁元帝被俘后说：“读书万
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把失败
的原因归结于读书多，真是愤怒
到了极点，而书籍就成了他失败的
替罪羊。

据《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帝
“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而
《隋书·经籍志一》则是这样记载
的：“元帝克平侯景之乱，收文德之
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
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说
的是被焚之书大约七万余卷。司
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帝入东阁
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
十四万卷”。这十四万卷书，司马
光在其《通鉴考异》是这样作的说
明“王僧辩所送建康书已八万卷，
并江陵书，岂止七万卷乎？今从

《典略》”。
江陵所焚之书按司马光的统

计大约是十四万卷，这是个什么概
念呢？在那个活字印刷还没有普
及的年代，每一本古籍都弥足珍
贵。一般人家少有藏书，基本上是
收藏于各地豪门大族，特别珍贵的
书籍都由皇家来收藏。这次所焚
之书，数量之大（天下藏书之半），
珍本之多，损失无法估量。

江陵这些图书从哪里来的？葛
剑雄教授曾详细分析了它的来历：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
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所剩
图书都汇集到咸阳。汉惠帝时取
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
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
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
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到了汉
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
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
间的图书。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
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
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
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藏书
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
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
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
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
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
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
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
七十余车之多。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
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
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
乙丙丁四部。西晋初在汲郡（治
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
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
四十五卷。

东晋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
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
下三千零一十四卷。此后北方的
遗书逐渐流到江南，东晋末刘裕攻
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
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

（431 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
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
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
失。梁初的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

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
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
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
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
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
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
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
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
回江陵收藏。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
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在江陵焚书中，许多珍贵书籍
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
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
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
《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
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
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
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
《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
《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
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

江陵焚书是被梁元帝主动焚
毁的，他或胜或败，与书没有任何关
系，江陵之书，如果没有被一炬焚之，
江陵城破之后，总会有不少的书籍散
落民间，也不至于丧失殆尽。因为他
是皇帝，他将国家的书籍当作了自己
的私有财产，面临失败，他欲赴火自
焚被部下劝住。这是他个人的悲
剧，也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悲剧。

这次焚书事件也反映了当时
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现实。战火
一直是书籍最大的毁坏者，每次改
朝换代都会面临一次大的毁坏。
我们应该铭记这次历史教训，防止
类似灾难的发生，珍视和保护我们
的文化遗产。

江陵焚书
□ 茶中客

荆史钩沉

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姬静即位，楚国也恰恰是
熊霜初立。《史记·楚世家》记载：“熊严十年，卒。长
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是熊严的长子，亦称熊
伯霜，“清华简”《楚居》写为“熊相”，1987年出土于
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的“包山楚简”亦有

“熊相”之名，但目前尚未确认“熊相”与熊霜是否为
同一人。公元前 827—公元前 822年，熊霜在位 6
年。此间发生的“方叔伐楚”（亦称“宣王伐楚”），对
于楚国和熊霜来说，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方叔伐楚的文字记载
据《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记载：“秋八月，方

叔帅师伐荆蛮。”《毛诗正义·卷十二》记载：“言我所
伐者，乃蠢蠢尔不逊之蛮荆，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
为寇害，与大邦为雠怨。列国之大，尚到雠怨，其傍
小国，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军
谋之道以讨之。既得克胜，方叔乃率其士众，执其可
言问、所获敌人之众以还归也。方叔士众所乘戎车，
啴啴然众，焞焞然盛，如霆之发，如雷之声可畏。言
方叔善于用众，虽久不劳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
大矣。”

这位方叔，何许人也？他是周宣王时期的贤
臣、名臣、重臣。公元前823年，亦即周宣王五年八
月，姬静以卿士元老方叔为将，率三千辆兵车、三万
六千军队进攻楚国，大获全胜。所以，《竹书纪年》
《毛诗正义》歌功颂德，称赞方叔是周室中兴的一大
功臣。

诗经篇章的文学描述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方叔伐楚”亦

有艺术记载和生动反映。《诗经·小雅·采芑》写道：
“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
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
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
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翻译其大致意思，近似于《竹书纪年》《毛诗正
义》：方叔将军驻守边境，率领战车足有三千。为了
检验军队实力，方叔亲自指挥演练。钲声响起战鼓
擂动，检阅士兵阵势威严。方叔将军威武诚信，击鼓
之声深沉有力。整军出发声势浩大，脚步之声震天
动地。愚昧无知蛮荆之族，竟敢与咱大邦为敌。作
为国家元老重臣，谋略依然雄壮有力。方叔亲自率
军出征，擒获敌人哨兵将领。战车隆隆声势浩大，雷
霆万钧震撼人心。方叔先是征伐玁狁，后使蛮荆闻
风丧胆。

另外，《诗经·大雅·江汉》，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
朝发生激烈冲突的历史事实。

楚公逆钟的文物佐证
1993年，在山西晋穆侯姬费王（或名姬费壬）的墓地，出土了

一组共八件楚公逆钟，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亦是楚国国君祭祀
先祖的宗庙重器，作为战利品，被周宣王姬静转赐给晋穆侯，以
彰显武功。

按照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时间，“方叔伐楚”讨伐的对象应
该就是熊霜。但是，根据出土楚公逆钟上面的铭文，学界一般认
为，楚公逆是熊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熊咢是公元前800年—
公元前791年在位，与公元前823年相隔时间较为久远，难以解
释楚公逆钟与熊霜是什么对应关系。

总的来说，周宣王姬静初立，与熊霜在位期间，双方相处得
不和谐，甚至敌对并发生战争，而且在“方叔伐楚”重大历史事件
中，周王室和姬静是胜者，楚国和熊霜是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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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有灵亦敬知己 性情所得求能忘言
书法（黄文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