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文物主管部门在全省
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仅安康地区就有保存基本完好
的 2000 余通碑石，且有不少具有一定甚至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内容来看，包括了自然，地理、人口、沿革、农林、水利、交
通、商业、财税、政治、军事、教育、科技、文化、氏族、社团、民
俗、人物以及名胜等各个方面，对研究安康汉魏以来，尤其是
明清以来社会历史诸方面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鉴于此，先
有张沛先生于 1991 年编著出版了《安康碑石》一书，接着又
有李启良、李厚之、张会鉴、杨克四位同仁搜集整理并进行校
注，于 1998 年出版了《安康碑版钩沉》一书，对抢救和保存这
些珍贵文化遗产，系统整理碑石资料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人叶昌炽在其《语石·立碑总则》中将碑石文字分为四
类：“一曰述德”，“一曰铭功”，“一曰记事”，“一曰纂言”。 所谓
“铭功”，谓“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睿德，以逮
边庭诸将之纪功碑也。 ”安康固无幸得有此类，然其余各类，
则在在有之。

依叶氏之言，所谓“述德”者，即“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
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 ”安康现存
碑石可归入此类者，主要当为各种形式的墓碑和德政碑。 比
如 1972 年在安康县（今汉滨区）发现的《宋安康郡侯任天锡
墓碑》， 详载这位南宋初年曾任金州知州兼金房开达州安抚
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的抗金名将任天锡的生平事业。 《宋史·
高宗本纪》曾七次述及任天锡收复失地的战功，而《宋史》却
无本传，此碑则弥补了史籍之阙。 还有一些墓碑，碑文别具一
格，如紫阳《龙仁昭墓碑》刊载墓主生前遗嘱，款款读来，死者
如在目前。 岚皋县《叶仁安夫妇墓诗碑》更为少见，该碑系二
十句七言诗，以诗为文，无形中增强了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
力。 最有意义的是民国三十五年，旬阳县四行乡群众为在十
一年前牺牲于当地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刊立的《民国得道八
路军故医官之墓碑》（俗称“红军老祖”墓碑）。 此碑树立之后，
因受广大群众保护，从未遭到破坏，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已被
著名作家王若冰写进了《走进大秦岭———中华民族父亲山探
行》一书。

所谓“纪事”者，依叶氏之言，即如“灵台经始，斯干落成，
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 ”安康虽无此类极盛之事，

然事之可记而记之者，仍然不少。 此类碑石多数见于寺庙，是
记述寺庙创建、重修的缘由、始末，但却有不少涉及自然灾
害、宗教民俗与农民战争。 以农民战争而言，远及唐末黄巢起
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中叶刘千斤，石和尚起义，及明末李
自成起义，近至清代中期以来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军，川滇蓝
二顺起义军与太平天国西路军在安康的活动，均有记载。 当
然，与寺庙无关的纪事碑内容更为丰富：有记兴水利、设板
桥、修古道、建山寨的；有记建营署、修马棚、兴会馆、筑乐楼
的；有记兴儒学、建书院、办学堂、修试院的；有记设置义田、
义地 、义仓 、义渡及其他义举的 ；还有记争诉讼 ，述祥瑞的
……这些都是难得的山区经济文化资料。 另有一些纪事碑则
具有特别的意义 。 如安康老城新发现的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金州创建钟楼碑》， 记述了当时金州创建钟楼始末，
兹因方志各本失载是役，以至此碑之出，今人方知古金州城
曾筑钟楼之事。 《紫阳县昭忠节孝祠并明都御史原公祠碑》所
载明郧阳巡抚原杰“招抚流民”之事，既印证了历史文献，又
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倡议“开放山禁、编籍流民”，从而为开发
秦巴山区作出贡献的一代哲人的怀念之情。

所谓“纂言”者，“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
词人之作是也。 ”在这类之中，安康现有碑石中，数量最多，价
值最大的是各种官私文书及乡民规约。 而此中最引人注目
的， 则又是清代地方军政长官发布的众多带法令性的告示，
这些官方告示均系现存历史档案中所未见的。 除此以外，在
安康的碑石中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各种禁碑，如岚皋县发现
的《双丰桥组碑》，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除第四块载修
桥记及职事名目外，其余三块文字相衔，计刊戒赌文一篇、禁
赌条规十款及公议禁止其他“种种不法等情”规则十三款，总
计三千余言，内容广泛，文采斐然，可以说是一幅描绘清季巴
山老林社会风情的历史画卷，优美散文。

当然，安康现存碑石不仅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数量不
少，而且颇具特色，很有价值。 从文献学上看，碑石已被列为
史部金石类文献之中，由于其内容的独特性，往往具有补史、
互证、纠错等作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这些石刻文
献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汉魏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安康经济
开发、文化发展的事实。

“荒田一片石，文字满青苔。 不是逢闲客，何人肯读来。 ”
唐代诗人姚合的这首 《古碑》， 似乎印证了本节所表达的要
义。 至于是否冠以“以碑文为主的安康散文”这样的命题，笔
者也是一个设定，本书中还将有大量的论述加以印证。 若能
阙者补之，谬者纠之，是所望焉。

第三节 涉安之旅的散文踪迹

翻寻搜集查到的安康史籍，对安康文学的发展起始说法
不一。 笔者还是倾向于丁文先生在《安康艺文大观》（陕西人
民出版社，1996）一书中的观点：安康的民间诗歌创作也许该
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 东晋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巴志》有记
载……。 有关安康的小说作品，唐李复言所撰《续玄怪录》，内
有一篇叙述安康伶人刁俊朝的奇闻逸事；《太平广记》 里有
《金州道人》一文……。

而有关安康散文的溯源，不能不从庄周的《庄子》开始说
起。

庄周，战国中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市）人，和梁惠王、
齐宣王同时。 据《史记》记载，庄子曾做过蒙城漆园吏，但他不
喜做官，楚威王曾厚币迎之，欲拜为相，但庄周以“宁游戏污
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由，拒绝了楚威王的要求。
庄子博学多闻，涉猎各家学说，终以老子之言为依归，著书攻
击儒、墨之徒，以阐明老子学说，由此有了《庄子》，也有了深
刻影响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老庄哲学。

《庄子》现存 33 篇，由“内篇”“外篇”和“杂篇”构成。 其中
“内篇”为庄周自撰，“外篇”和“杂篇”出自其门人后学之手。
笔者手头上的 《庄子全译》（张耿光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在其《天地篇》中塑造了一个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反对改革的“抱翁丈人”的形象。 庄子写的正是我们的先民，
一位汉阴老叟。 从此文之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
量，即孔子的学生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返回晋国，经过了
汉水的南沿汉阴，碰到了这样一个“抱翁丈人”，子贡回到鲁
国把路上遇到的情况告诉给孔子。 孔子说：他们了解自古不
移混沌无别的道理， 不懂得需要顺乎时势以适应社会的变
化， 他们善于自我修养调理精神， 却不善于治理外部世界

……为这个“抱瓮丈人”定了性。 汉阴“抱瓮丈人”的形象已列
入文学人物画廓，其社会意义不仅教育了古人，也启迪了今
人，更成了文坛的一个趣谈。 由此而生发的诗文作品甚多，唐
朝诗人赵塅在《抱瓮丈人》一诗中吟道：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北宋著名诗人宴殊在《咏上竿伎感抱瓮丈人》一诗中吟

道：
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
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
由以上简单的追溯，不难看出：安康散文的源头起点很

高，历史悠久。
现在来论陈师道。 在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影响下 ，宋代

散文逐步走向黄金阶段，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散文名家，他
们的创作平易畅达 ，反映生活 ，共同扫清了晚唐五代以来
绮靡浮华的文风，使北宋中叶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又
一个散文的繁荣时期。而陈师道（1053—1102 年）算是其中
一位。他是北宋著名诗人，字履常，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受业于曾巩。 元祐时因苏轼等的推
荐 ，任徐州教授 ，又为梁焘荐任太学博士 ，召为秘书省正
字，家境困窘，一生潦倒失意而有气节，喜作诗，爱苦吟，有
“闭门觅句陈无己 ”之称 ，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 ，常与苏
轼、黄庭坚等唱和。 诗多写其生活琐事，有《后山先生集》，
死于寒疾。

陈师道的父亲陈琪以殿中丞身份时任金州通判 ，他曾
随父来安居住达五年之久。 熙宁七年（1074）受郡守刘某之
嘱作《忘归亭记》，时年 23 岁。 虽年纪轻轻，然文笔十分老
辣。这篇散文 386 字，分三层意思。第一层先写刘郡守的政
绩 ，用 “政平岁丰 ，士民康乐 ”八个字概括 ，为了娱乐 “僚属
四方之游士”，使他们望牛山、临汉水，乐以忘归，故修了忘
归亭。 第二层极写金州之荒凉险恶：人丁稀少，城市萧条破
败，水陆交通不便，气候阴湿，虫兽出没，危机四伏，难怪客
旅之人“凄然发叹，挥然出涕”，自然会“怅然怀归”。这一层
反衬刘郡守治理金州的功劳， 并说明修忘归亭的必要性。
第三层说明修了忘归亭后使 “去坟墓 ，背田庐 ，捐宗姻友
旧 ，从事于异域 ”的士大夫们 “去意舒徐 ，气血和平 ”，真个
乐不思蜀了！ 又再次呼应开头，盛赞刘郡守“公以治人，私
以养心”的为政之道。

大约《忘归亭记》里的安康形象太过惨烈，太不适宜人类
居住，以至清代学者编修《兴安州志》《兴安府志》《安康县志》
时均未收录，倒是《四库全书》完整保存了陈师道诗文集———
《后山集》24 卷，《忘归亭记》赫然在列。 按照台湾学者郑骞的
说法陈师道跟随父亲陈琪在安康从熙宁四年待到熙宁八年，
大约写下《忘归亭记》第二年就取道汉江，经襄阳去了开封，
在襄阳略有逗留，拜在襄阳太守曾巩门下。

(连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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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安康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贡献， 首先
会想到具有“隶中之草”艺术瑰宝《张迁碑》的作者
王戎，其次是“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
的北大三沈之一———沈尹默先生， 这两位先贤的
书法成就和艺术贡献,犹如华珠珍宝照耀了书法艺
术天空，同样，一些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安康书坛
精英们也是光芒万丈， 今天要说的就是晚清时期
曾与安康结缘的一对能书善画的堂兄弟组合
———王世镗和王世锳。

王世镗和王世锳， 祖籍天津， 生于清同治年
间，先说王世镗，号积铁道人，此人幼年好学，天资
聪颖，十七岁的时候，便博通经史，善于作文了，而
且受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 王世镗对天文数学
很感兴趣，并很有特长。 但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参
加一次科举考试时，因策问王世镗条对，数据演算
过于详尽，遭到了主考官的怀疑，最终，他以被怀
疑是新党而名落孙山。 王世镗深受打击，遂绝意仕

途， 致力于新学， 且与维新变法之重要人物谭嗣
同、唐才常等交往频繁。 不久，戊戌祸起，他只身入
关来陕于兴安(今安康)属地校碑读书，韬匿光彩。
1914 年任镇巴县知事，1923 年任西乡知县。

王世镗的名字知道的人很少， 但是要说起同
时代另外一位和他有关系的书法人物大家肯定耳
熟能详，这个人就是于右任先生，即标准草书的集
大成者和编纂者， 但是大家很少知道于右任在集
成标准草书的过程中受到了“同道中人”王世镗先
生的巨大辅助。 王世镗少年时摹龙门石刻，喜其古
拙博大之风，致力于《晋爨宝子碑》，曾集《宝子》联
语达八百幅，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别出新意，
形成个人楷书的独特风格。 但他书法艺术的最高
成就是在章草，以章草形式改订旧《草诀歌》为《增
改草诀歌》，还将《稿诀集字》刻石嵌于本市宝峰寺
壁上(现移存汉中市博物馆)，因有拓片流行而扬名
域外。

王世镗为何来安康，之前说过，他因受“戊戌
新法”案牵连而流落到安康，到安康其实是投奔当
时在安康当县令的堂兄王世锳，王世锳字彤生，为
官之余在丹青方面具有很深造诣， 他以墨兰名于
世，从其传世不多的画作之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
取法高古，格调清雅之极，深受“泼墨大写意画派”
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徐长文影响，通过落款
书法取法及作品整体形式可见长期追慕扬州八怪
之一郑夑的踪迹， 王世镗追慕前人郑夑不光是艺
术价值上的趋同， 也是对知县出身的郑夑为官之
道的景行行止，郑夑，号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
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
石，千秋不变之人”。 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
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那些风流人物在安康这片土地上留下丰厚的
文化遗产，仍然滋养着今人。

得知全国第 21 届券展在安康举办的消息后，
我不由得想起了此届组委会的负责人之一的李文
康先生，一段有关券展的往事又浮在眼前。

我认识李文康是 2018 年在四川乐山举办的四
川省第四届券展期间。 当时，乐山籍的门券收藏爱好
者李文康从安康香溪洞风景区退休回家，见到四川省

展后非常激动，于是有了在其工作地安康举办一次展
览的想法。其设想及办展方案得到了四川省内多家门
券收藏组织的热情支持，在李文康的努力下，办展方
案和有关批文及时到位， 准备在 2019年 5月在安康
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门券邀请展和理论研讨会，然而由
于各种原因，门券展览停办，但理论研讨会和游览活

动按照原计划照常进行。
我记得李文康在欢送宴会上饱含热泪向大家

表示，他决心再努力，争取在安康举办一次全国性
的大展，他没有失言，他的承诺即将实现。 我们高
兴地见到他近四年的不懈努力，让全国第 21 届旅
游门券展落户安康。

期待全国各地门券收藏爱好者再聚安康。

中池镇隶属于安康市石泉县，位
于县城东南部 28 公里处。 东边与汉
阴县平梁镇接壤， 西边与城关镇相

连，南头与池河镇毗邻，北面邻接迎丰镇。 据石泉县政府官网 2021
年的数据，中池镇农村户籍常住人口 3410 户 10664 人。

笔者于 2018-2020 年间在该镇调查，得知中池镇的人口来源较
为复杂，其中祖籍来自湖南宁乡、湘潭、新化、长沙的移民占多数，约
五千人，主要有陈、冯、李、唐、易等几大姓氏。 当地湖南人有很强的
语言自信，认为能说湖南话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地至今还流
传着很有湘语特色的 20 余条民间谜语。 具体如下：

天文谜：一根竹子十二节，两头冷，中间热（谜底：年、月）；千条
线，万条线，落到河里看不见（谜底：雨）。

花木谜：千条剑，万条剑，风一吹两面闪（谜底：棕树）；一根树高
又高，树上挂得毛镰刀（谜底：皂树）；白胖子，麻帐子，里头躲个红胖
子（谜底：花生）；一根树，矮又矮，底下躲个鬼崽崽（谜底：辣椒）；年
轻是只青疙瘩，老哩是只红疙瘩，壳里夹只黑疙瘩（谜底：花椒）；兄
弟七八个，抱倒围杆坐，大家要分手，衣服就扯破（谜底：大蒜）；红公
鸡，绿尾巴，一头栽到地底下（谜底：红薯）。

器用谜：一横一勾，两只娃娃打秋（谜底：秤）；漆黑大月亮，干田
撵兔子，尾巴有水响（谜底：墨盘）；两只娃娃一般高，天天起来捡柴
烧（谜底：火钳）；一只娃娃矮墩墩，火烧屁股不起身（谜底：茶壶）；半
截有毛，半截光，男人冇得得过，女人冇得心慌（谜底：锅刷）；一面麻
子，一面光，中间夹只肉棒棒（谜底：顶针）；长长一条街，连路挂招
牌，落雨冇水喝，天干水满街（谜底：轮谷车）；远看一片瓦，近看冇尾
巴，肚子咕咕叫，嘴巴吐黄沙（谜底：风车）；远看一座庙，近看巾巾
掉，脚踩莲花板，手打莲花烙（谜底：织布机）；骑倒它跑，松手就倒
（谜底：自行车）。

人事谜：对门坡上一间坟，一年四季不关门（谜底：鼻子）； 弟兄十
人上雪山，八人辛苦二人闲，上去雪飞飞，转来洪水淹天（谜底：洗头）。

这些谜语来源于日常生活，以短小且饶有风趣的语言游戏形式
测验人们的智慧，具有浓厚的民间口头文学色彩。 首先，谜面口语
化，其中的方言土语具有独特的韵味。 第一，只见于湘语中的。 例如
“崽崽”是当地湖南人对小孩子的称呼，也用来指称动物的幼崽，像
“猪崽崽”“鸡崽崽”“猫崽崽”“狗崽崽”“牛崽崽”“羊崽崽”“燕崽崽”
等。又如，量词“只”在当地湘语中使用频率极高，既可以修饰人也可
以修饰物，像“一只伢唧男孩/妹唧女孩”“三只大大姐姐”“一只乡里

同一个乡”“一只汤圆子汤圆”“一只馍馍”“一只鸡蛋”“几只箩筐”
“成只家”等。 第二，整个安康境内都常用的。 例如“抱倒围杆坐”“骑
倒它跑”中的“倒”，相当于普通话的“着”。第三，见于湘语、西南官话
甚至整个南方方言中的。例如“落雨”“落雪”中的“落”广泛分布于长
江以南。又如“一根树”的说话散见于长江流域部分方言中。其次，谜
面构思巧妙，表达生动形象，多用隐喻、形似、暗示来描写其特征。例
如墨盘的谜面，用“漆黑大月亮”来形容它的颜色和形状，用“干田撵
兔子，尾巴有水响”的动态描写委婉曲折地暗示出墨汁倒入墨盘的
情景。 洗头的谜面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上去雪飞飞”“转来洪水淹
天”两句虽夸张但生动，但“八人辛苦二人闲”这句又准确抓住了洗
头的动作特征，让人乐于猜测。 红薯的谜面以“一头栽到地底下”说
明这种植物的生长特性，让人恍然大悟。最后，谜面深刻地打上了当
地老百姓劳动生活的印记。 “远看一座庙，近看巾巾掉，脚踩莲花板，
手打莲花烙”“一面麻子，一面光，中间夹只肉棒棒”和“半截有毛，半
截光，男人冇得得过，女人冇得心慌”等，关注到了女人劳作的生活
日常。

这些谜语同中池湖南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蕴含着深刻的文
化价值。例如“轮谷车”是改良版的独轮车，如果不是当地人，就很难
理解“长长一条街，连路挂招牌，落雨冇水喝，天干水满街。 ”这个谜
面。又如鼻子的谜面是“对门坡上一间坟，一年四季不关门”，而笔者
老家———山西文水的谜面是“一个抽兜兜，下里装的二两香油油”，
这充分说明同一谜底的民间谜语， 因不同地区的生活特色不同，说
出来的谜面也有差异。 再如棕树和皂荚树的谜面“千条剑，万条剑，
风一吹两面闪”“一根树高又高，树上挂得毛镰刀”也是集体记忆传
承下民众审美情趣和智慧的表达。

可见，民间谜语中既有语言民俗，也有社会民俗。语言是有痕迹的，
上述谜语中称说小孩子的有“崽崽”和“娃娃”两种说法，“崽崽”是湘语
固有的说法，“娃娃”是周边方言的说法，这再次证明移民方言与本地方
言必定会发生接触融合的客观事实。 中池湖南人很担心湖南话在不久
的将来消失，因为下一代在学校里说的都是普通话，即使回到家里也说
的是夹杂了本地话的湖南话，甚至还说普通话。 因此，安康湘语亟须地
方政府语言文字政策的尊重和保护， 才能留住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
谜语，才能在世代湖南人心中得到传承和弘扬。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陕南安康湘语语音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2018M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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