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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倘若你伫立荆州滨江公
园，看长江水纹在霓虹下碎成万片
金鳞，或许会想起一千五百年前同
一片月色里燃起的那一场火。那
火光照亮过十四万卷竹帛，也照亮
过一个独目帝王的绝望与不甘。
作为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以湘东王
身份镇守江陵（今荆州）长达二十
余年（531-554 年），他一生享年 47
岁，治荆 20 余年的这段经历深刻
体现了楚文化的矛盾性。

荆州为本：萧绎的文化熔炉与
政治基业

一是水德之城与少年藩王。
《史记·货殖列传》言：“江陵故郢
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萧
绎十八岁初临江陵，在《赴荆州泊
三江口》中惊叹“水际含天色”，实
则是被一种宏大的文化流体所震
撼：江汉合流之处，楚之“云梦泽”
想象与南朝“天下水系”图式交汇，
少年藩王第一次感到“个人生命
史”可以嵌入“大地理叙事”。他于
是决意在此筑城、藏书、立命。二
是从“湘东王邸”到“江陵学宫”。
萧绎的湘东王府，先后延揽庾信、颜
之推等二百余人，形成“西府文学集
团”。他们并非简单的幕僚，而是

“知识共同体”。他们校书——以
“玉函山房”为号，抄经史子集约八
万卷；他们编志——《荆南地记》

《江陵旧事》首开“城市地方志”先
河；他们创体——《金楼子》以“子
书”之旧瓶装“文章学”之新酒，提
出“文以化成”的楚地阐释学。就
这样，荆州从军事重镇升成“南方
知识中枢”，与建康、洛阳鼎立而
三。三是宫体诗的“江汉换气”。
萧绎将《子夜》《读曲》的荆楚民歌
音节注入宫体诗，形成“蛱蝶为歌”
的转韵法。试看其《乌栖曲》末章：

“七彩隋珠九华玉，蛱蝶为歌莺为
舞；荆州女儿采莲归，莲舟碎月不
成橹。”“隋珠”“九华玉”是宫廷华
美意象，“蛱蝶”“莲舟”则是江汉平
原的鲜活风物。雅与俗、北与南、
宫廷与民间，在他的诗里完成深度
融合。

荆州情结：萧绎的定都争议与知识错觉

一是“东”“西”之争。552年侯景之乱平，建康旧
臣王褒等连上七表，请“旋轸旧京”；荆州士族宗懔、
鲍泉等则以“金陵王气已尽”相抗。表面对峙的是政
治利益，深层却是两种“文化记忆”的冲突。建康集
团以晋宋以来的“衣冠正朔”自居，代表中原礼乐记
忆。荆州集团以楚之“不服周”自傲，代表江汉本土
记忆。萧绎最终采纳“西人”之议，表面看是星象谶
纬（“荧惑守心”），实则是一种“荆州情结”。荆州二
十年，他早已把“江汉水德”内化为“自我镜像”。若
离开江陵，便意味着文化身份的解构。二是“玄象”
分析。《金楼子·自序》载，萧绎幼年盲一目，常梦“独
目乘舟入巨泽，忽睹大鸟衔日而出”。在他的内心世
界里，这是一场典型的“创伤升华”：身体缺陷→水域
幻想→文化补偿。荆州巨泽，成为其“个体潜意识”
与“楚文化无意识”的交叠处。定都江陵，不啻把梦
境坐实为帝国蓝图。三是知学矛盾。萧绎一生以学
者自居，著作超 400卷，虽然前有平定侯景之乱、光复
梁祚的高光，却在之后政治军事上接连失败。西魏
大军压境时，他未积极备战，反沉迷讲《老子》，错失
20天备战时机。拒绝释放囚犯充军、猜忌将领（如王
僧辩），导致众叛亲离。萧绎将知识掌控等同于统治
能力，却不知当学术脱离现实关怀（“得纤曲而忘大
义”），积累愈丰反而愈显荒诞，荒废了治国救亡的实
务能力。

焚书悲歌：萧绎的守护悖论与文化断裂

一是十四万卷的“熵增”。554 年冬，西魏于谨、
杨忠合围江陵。萧绎先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再自
撰《幽逼诗》。以学者之身行毁学之事，以爱书之名
施焚书之暴。正如《幽逼诗》中“寂寥千载后，谁畏
轩辕台”的自问，千年之下，世人铭记的并非他的才
学，而是文明长夜中的那一炬烈火。二是占有式文
化的末路。萧绎藏书手段酷烈，曾借口“校对”抄没
士族家藏，甚至“夺人图书为己有”。其焚书，便不
仅是战败泄愤，更是“知识私有化”的极端呈现——
既然不能独占，宁可毁灭。三是“断裂”之后的荆
襄。江陵陷落，江陵士族被虏入关者十万；荆襄文
化中心西移至襄阳、江州。楚文化由“江汉—洞庭”
外向型，退守“荆襄—汉水”内向型，失去“观兵中
国”的宏阔。

古今对话：楚文化基因与当代荆州的共振

一是雅俗共生的创新基因。今日荆州“楚辞光
影秀”把《离骚》做成 3D 水幕电影，游客可随屈子乘
龙驾凤；“荆楚非遗小镇”里，虎座鸟架鼓化身盲盒手
办，一开盒“楚凤振羽”。这是对萧绎“蛱蝶为歌”诗
学精神的数字转译——让最古典的，成为最潮流
的。二是“筚路蓝缕”的空间重构。楚人“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的原始创业精神，被萧绎演绎为“乱世保
境”；而在当代，则转化为“滨江生态新城”的二次创
业。在产业上亿纬锂能、菲利华、美的，沿长江布局
绿色智造走廊；水系方面护城河西通长湖、东连长
江，复现“水德之城”的蓝色骨架；在交通方面荆岳高
铁、荆荆高铁打破“江陵情结”，让荆州将成为“宜荆
荆恩”都市圈核心。三是文化韧性的警示与启示。

“大遗址保护”工程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原纪南城、湘
东苑，所有数据开源共享，与萧绎“秘不示人”的藏书
逻辑形成鲜明反差。开放，成为对封闭历史的最好
追思。

萧绎在荆州留下的，既是“冠绝一时”的文学遗
产，也是“灰飞烟灭”的历史警示。作为当代荆州人，
我们或许应当铭记，真正的楚文化传承，既要保持

“凤鸟腾云”的文化自信，也需警惕“独守一隅”的封
闭心态。当我们在长江岸边眺望新城天际线时，那
个独目焚书的帝王身影，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新
时代的发展之路，永远需要在开放与坚守之间找到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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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可望。（作者 黄文泉）

三国故事

斩龙石,位于桃花山东北面 10 公
里处,青竹沟北面的山坡上。

这里原来叫作阿弥陀佛港，说是
港,实是山谷。山谷里藤葛满地,树竹
参差,飞禽走兽时常出没。在北面山
腰的密林杂丛中,掩隐着一方高达数
丈的石壁,壁底有一块两丈见方的平
地,再往外又是一个深渊,底部有一深
不可测的水潭。潭边有一株四个人合
抱的白果树傍壁而立,树梢冲向壁顶
的青天,还有不少马尾松长在石壁裂
缝里。沿裂缝距壁约三尺有人凿了碗
口大的一个石坑,一股清泉从里面流
出来,行人口渴只要稍弯腰就能喝到
清凉的泉水。数九寒冬,这泉水也不
结冰,还直冒热气。

相传在三国时期,一个燥热的夜
晚,突然间,乌云骤起,狂风大作,尘土
飞扬,半空中电闪雷鸣,紧接着惊天动
地一声炸雷,一束金光落在阿弥陀佛
港的石壁顶上。正在纳凉的人们惊疑
不定,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打这以后,
凡是经过阿弥陀佛港的人都失踪了,
就连寻找的人也是有去无回。

有一天,关云长的部下周仓从这
里经过,刚走近石壁,看见一条黑龙
在树林中对他张开血盆大口,吓得周
仓 调 头 就 走,得 亏 他 有 日 行 千 里 之

术,才得以从龙口逃脱。从此,阿弥
陀佛港石壁处有妖龙吃人的消息便
迅速传开了。人们再也不敢从这条
路上经过。

这山中吃人的妖龙,原来是南天
门绕梁柱的小黑龙,因生邪念,企图
调 戏 玉 帝 的 三 女 儿,被 玉 帝 贬 下 凡
尘。这畜牲不但不知悔过,反而在人
间作恶。

北山脚下,有个叫易震的青年猎
手,决心降除妖龙。易震生得五大三
粗,臂力过人,能拉得开三百斤力的强
弓,百步穿杨,射雁猎狮手段高强,登
峰越涧似平地生风。

有天晚上,易震苦想除妖斩龙的
办法,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朦胧
间有一白胡子老头来到身旁,微笑着
说:“你一人本领再高,也敌不过妖龙,
吾神助你一臂之力。鹿角山中仙人洞
有一宝炉,炼出神箭可镇妖龙。即使
一箭射它不死,也必有人助你。”易震
醒来,原是一梦。因降妖心切,易震还
是找到了仙人洞。洞中果然有一宝
炉。他按照梦中点化,用了七七四十
九天炼好了一支神箭。

易震带上神箭,来到阿弥陀佛港,
正在饥饿中的妖龙闻到了人味,精神
大振,当易震来到石壁水潭边时,它张

开血盆大口向易震扑来。易震不慌不
忙,弯弓搭箭对准小黑龙“嗖”的一箭
射去,不偏不倚,把妖龙的尾巴牢牢地
钉在了石壁上。

妖龙恼羞成怒,狠命直扑易震,但
尾巴被牢牢钉在石壁上,不得近身。

这时蜀国五虎上将关云长听了周
仓的报告,带了人马赶到这里。只见
关云长身跨赤兔马,手执青龙偃月刀,
与妖龙展开了厮杀。突然妖龙口中喷
出一股毒雾,关云长顿觉双眼昏花,脑
涨恶心,四肢渐渐无力,赤兔马也口吐
白沫。关云长料定妖龙喷毒,正愁难
除妖龙,忽想起华佗给他治伤时留下
的一粒药丸,嘱咐他带在身边,日后如
遇妖邪自有妙用。

关云长急忙取出药丸,含在口中,
顿觉浑身轻松,更加精神抖擞,虚晃一
刀回马便走。妖龙误认为关云长中毒
欲逃,伸长脖子去吞关云长。谁知关
云长用的拖刀计,猛地回身，一刀砍
来,妖龙猝不及防,咔嚓一声,龙脑壳
掉了下来,骨碌碌地滚到潭里去了,龙
身子仍挂在石上,渐渐地化成了一条
花岗岩石。

至今,仍有两丈长一圆柱形石头
横卧在阿弥陀佛港的石壁之上,当地
人将此石头叫“斩龙石”。

斩龙石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
要阶段，具体涵盖东吴、东晋以及南朝
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其存在时
间为公元 222年至 589年。这一时期，
荆州在南方政权格局中占据着极其重
要地位。东吴时期，荆州是群雄逐鹿
之所；东晋阶段，荆州乃军事要冲；南
北朝时期，齐和帝萧宝融、梁元帝萧
绎，西梁中宗宣帝萧詧、世宗明帝萧
岿、惠 宗 靖 帝 萧 琮 等 皆 以 荆 州 为 国
都。六朝亦是荆州地方志撰写高峰
期，先后有东晋范汪，南朝宋盛弘之、
庾仲雍、郭仲产，南朝齐刘澄之编撰的
五部《荆州记》。以下对这五部著作的
文史价值予以简介。

盛弘之《荆州记》
据《隋书》记载，盛弘之曾担任临

川王侍郎。清曹元忠依据《宋书》与盛
弘之《荆州记》进行比照，认定该书成
书时间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 年）
左右。临川王刘义庆是南朝宋开国君
主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
怜次子，因其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无子，
便以刘义庆为嗣。永初元年（420 年）
刘义庆袭封临川王，元嘉九年（432 年）
至元嘉十六年（439 年），镇守荆州达八
个年头。

盛弘之《荆州记》堪称地理学巨著
与文史学宏篇，它记载楚国的君主更
迭、都城迁徙、疆域伸缩、军事斗争、
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内容。按照当
时荆州的辖区范围，依次记述巴东、
南郡、江夏、襄阳、南阳、顺阳、宜都、
武陵、长沙、衡阳、桂阳、豫章、始安、
始兴等郡及郡辖各县境内的名胜古
迹、高山大川、洞穴矿泉、民间典故、
神话传说、文人事迹，还记录了世界
最早的避雷针。全书约 284 条目，其
中地理学内容 181 条目，文史学内容
103 条目，其语言峻洁优美，行文骈
散相间。

该书约在唐宋期间散佚，但引用
者众多，北宋《太平御览》征引最为详
尽。目前有不少辑本传世，如王谟《汉
唐地理书钞》辑本、善化陈运溶《荆湘
地记》辑本。其中，陈运溶辑本较为完
备，分为三卷，约 24万字。盛弘之《荆
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最为人知的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名篇《三
峡》，基本引自盛弘之《荆州记》。正是
盛弘之《荆州记》最早使用“三峡”地
名，并诞生了“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

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
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以及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等千古名句。

范汪《荆州记》
据唐代房玄龄《晋书》记载，范汪

（308－372 年），字玄平，南阳顺阳人，曾
任东阳太守，大兴学校，施惠政，人称“范
东阳”。后官至三品的安北将军、徐兖二
州刺史。范汪还是著名医学家、文学家，
且擅长书法和围棋。著有文集十卷，《全
晋文》收录了其《在东阳郡表瑞》等奏疏
及作品。

范汪所撰医学著作《范汪方》（又
作《范东阳方》《范东阳杂药方》）达
170 余卷，可惜已散佚。据唐代魏征
《隋书》记载，范汪还著有《围棋九品
序录》及《棋品》五卷，均为中国古代围
棋佳作。

范汪《荆州记》是较早记录荆州相
关情况的地理方志类书籍，包含对荆
州自然地理要素的描述，如山脉位置、
走向，河流流经区域，湖泊大小及周边
环境。同时，对荆州境内城市城镇的
位置规模，以及古迹遗址等也有相关
记录。

虽然原著已散佚，但唐代徐坚《初
学记》、欧阳询《艺文类聚》、北宋李昉
《太平御览》、虞世南《北堂书钞》等多
有征引。清代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和
陈运溶《荆湘地记》中，均有范汪《荆州
记》辑本。

庾仲雍《荆州记》
庾仲雍，字穆之，颍川鄢陵人，出

生 于 官 僚 世 家 ，是 南 朝 宋 时 期 的 学
者、颇为多产的地记作家，撰有《荆
州记》《湘州记》等地理著作，对今湖
北湖南等地域范围的地理研究颇为
精辟。

庾仲雍《荆州记》详细记载了荆州
的山川、物产、古迹、风俗等方面的内
容，原著虽已散佚，但从其他古籍引用
的内容来看，该书对荆州的记载较为
广泛，如提到秭归“县北一百里，有屈
平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今其地
名乐平。宅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

南朝梁萧统《文选》，唐代欧阳询
《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北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等，对庾仲雍《荆州
记》多有征引。清代陈运溶《荆湘地
记》中存有庾仲雍《荆州记》辑本。

郭仲产《荆州记》
据唐代余知古《诸宫旧事》记载，

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在江陵枇杷
寺南。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椽。由
此可知，郭仲产是元嘉孝建间人。元
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共计
29 年。南郡王是古代二等王爵，历朝
可考者有 11 人，南朝南郡王刘义宣是
南朝宋武帝刘裕第六子，元嘉元年封
竟陵王，因辅助孝武帝刘骏夺位有功，
改封南郡王。孝建元年刘义宣起兵反
叛孝武帝，最终被刘骏所杀。

由此可见，郭仲产是南朝宋时期
的学者、地记作家，在元嘉和孝建年间
撰写了地理著作《荆州记》。北宋欧阳
修《新唐书》记载，郭仲产《荆州记》分
为上下两卷，从现存辑本及其他古籍
引用情况来看，其内容主要涵盖荆州
的地理风貌、城邑古迹、物产风俗，与
同时期其他《荆州记》著作类似，是研
究南朝宋时期荆州历史地理的重要参
考文献。其原著虽已散佚，但王谟《汉
唐地理书钞》和陈运溶《荆湘地记》中
均有郭仲产《荆州记》辑本。

刘澄之《荆州记》
刘澄之，徐州彭城县人，为南朝宋

宗室大臣刘遵考次子。萧道成篡夺南
朝宋建立南朝齐后，大肆诛杀南朝宋
宗室，因刘澄之与大臣褚渊交好，褚渊
向萧道成再三求情，称刘澄之并不通
晓军事，况且与刘氏宗支关系很疏远，
萧道成遂同意其请求，南朝宋宗室中
只有刘遵考家族得免于一死。

刘澄之在南朝宋末期入仕为官，
南朝齐时官至三品的都官尚书，是南
朝齐时期的学者、地记作家。其《荆
州记》原著已散佚，从现存辑本及古
籍 引 用 内 容 来 看 ，该 书 对 荆 州 的 地
理、城邑、古迹等方面均有记录，例如
记载华容县东南有云梦 泽 ，一 名 巴
邱湖，是荆地的湖泽；江陵县东三里
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苌谷，西北有
小城叫冶父。清代王谟《汉唐地理书
钞》和陈运溶《荆 湘 地 记》中 均 有刘
澄之《荆州记》辑本。

总体而言，六朝时期的这五部《荆
州记》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荆
州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状况，为研究六
朝时期荆州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等
方面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具有
不可替代的文史价值。

文
史
争
鸣

1.恶住哒
两个意思：把人震慑住了、压服住

了；过分了，超过了承受范围。比如吃
恶住哒。

2.哑声
哑，读音a；过分、过度的意思。比

如装东西，盛饭，太多，说哑声了。这里
的声，与荆沙方言中的极具特色的双声
字+声或神，是同样的结构。

3.干争
干湿的干。没有什么道理和内容

的争论。指一个人的固执，喜欢抬杠。
4.干诈
干湿的干。没有底牌，没有好牌，

忽悠糊弄对方，称干诈。
5.恃横
恃，读音 chi，有人误认为是“持”；

应该是倚仗、仗着的意思。横，蛮横不
讲理。

6.充猴
猴，读hou第一声。沙市话，有时

也说“充人”。出风头，自以为了不起高
人一头。其实是冒充。

7.打粗
做粗活的意思。说一个人粗活细

活都能做，常说他“打得粗”“拿得蛮”。
8.家户人家
平常百姓家。与官家、集体单位相

区别。
（黄大荣）

荆沙方言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