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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生舒生 张光张光 谢琼谢琼

·衡阳

衡阳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因山南水北为阳，故而得名“衡阳”。又因“北雁

南飞，至此歇翅停回”，雅称“雁城”。在衡阳，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三座“名

山”：自然名山——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思想高山——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

山；革命宝山——毛泽东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发生地水口山。

1 衡山之阳

深秋之际，走在衡阳，不时就会邂逅一阵

桂花香。在湘南学联的窗户下，在陆家新屋的

场院里，在从夏明翰故居出来前往湘西草堂的

路上，那忽然袭来的暗香，冷冷的，幽幽的，

沁人心脾，提神醒脑。而当你环顾周围寻找花

树时，目光可能就会被路边建筑上的对联或匾

额吸引，细读一遍，想到正身处一座在血与火

里反复淬炼过的英雄之城，不知不觉走路的姿

势都庄重起来。

然而，待到入夜，华灯初上，英雄之城脱

下正装，换上一身便装，就显出它作为湖湘名

城的风雅来。夜晚的衡阳，是光亮的，是快乐

的，更是幸福的。

衡山脚下的南岳里是一座国风小镇，木楼

上灯笼高悬，流光溢彩，街巷里游客熙攘，人

潮汹涌。游客花不到 200元钱，租一套汉服，

妆造免费，整晚都可以在这古色古香的夜市里

流连。民俗小吃与非遗文创争奇斗妍，令人目

不暇接。好不容易走出美食街，来不及回味，

眼前又开始了一场烟花表演。五颜六色的烟花

在夜幕中绽放，吸引着人们又聚集在一起，每

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喜与赞叹。

另一个热闹的地方在回雁峰下。夫之巷、

福音巷、福寿街……逛完青砖白墙、飞檐黛瓦

的老街，到大雁文化体验馆，借助VR技术开

启一段沉浸式“寻雁”之旅；接着到潇湘八景

文化创意场，站在巨幅屏幕前观看一场大气磅

礴的光影秀；如果这还不过瘾，那就登上紧邻

湘江的雁城之星摩天轮，在如梦似幻的夜景中

缓缓攀升到城市的最高处，像大雁一样俯瞰这

座城市。

行走在衡阳，总是能捕获一些让人眼前一

亮的风景。

在石鼓书院周边街道，每走几步就有一个

条石做成的巨大石凳，当地同志介绍说，这是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风景，

老人和孩子可以随时坐下来休憩歇脚。

在雁城之星摩天轮下，民政局特意设置了

一个婚姻登记点，情侣们在摩天轮上对着南岳

湘江海誓山盟，下了摩天轮就能情定终身。

面对此情此景，你不能不佩服城市治理者

们的创意与用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

引用了一副联语：“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

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这副对联

就悬挂在南岳衡山玄都观的山门上。

努力“遵道而行”，不辞“会心”之乐，

实际是鼓励实干，赞赏实干。

与衡阳的同志谈实干精神，他们往往会讲

王夫之，也就是他们尊敬的船山先生。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夫之是一位承前启后

的大哲，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转型影响甚巨。

梁启超说：“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

知道王夫之的人。”在2016年 5月召开的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

25名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其中就包括王夫之。

王夫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主

张 “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在知行观上，他

格外重视“行”，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

兼行”，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统

率知。“知而不行，犹无知也”。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中

国革命的出路，为了写作 《矛盾论》《实践

论》，曾拜托徐特立为他搜寻王夫之的著作。

他评价王船山说：“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

个王船山。”

实干的精神，高举在南岳的青峰上，更沉

淀在衡阳的文脉里。实干，是刻印在衡阳人骨

子里的。

2 湘江北去

湘江源出广西，自永州入湘，一路会合众

多支流，贯通三湘大地，最终注入洞庭湖。千

里湘江，蜿蜒曲折，两入衡阳，是这座城市当

之无愧的母亲河。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中说：“湘，相

也，言有所合也。”湘江联通南北、融汇众流的

仁者品格，也深深塑造了衡阳的文化精神。

石鼓山位于衡阳城北，海拔只有69米，却因

建于其上的石鼓书院而名闻天下。石鼓书院始建

于唐代，到北宋初年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官办书

院，与岳麓、嵩阳、白鹿洞并称为“四大书院”。

登上石鼓书院最高处的合江亭，临窗下

视，右湘江，左蒸水，缓缓相会于山下。在3公

里外的珠晖塔下，湘江再次接纳耒水，浩浩荡

荡一路北去，消失于远方的青山之间。唐宋八

大家之首的韩愈任官途中游览此地，其 《合江

亭》诗云：“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

空阔，绿净不可唾……”站在合江亭上，心中

默念此诗，总感觉历史是那么远，又是那么

近，闭上眼睛静听，仿佛还能听到一代文宗步

下楼梯的声响。

1167年，朱熹从福建武夷山到湖湘访学，

与当时主讲岳麓书院的张栻研讨道学，聚集上

千弟子，讲论两月有余。“朱张会讲”期间，二

人携手共游南岳。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朱熹

到过石鼓书院，但他对石鼓书院的建设却倾注

了极大的热忱。

1187年，石鼓书院重修完工。朱熹应邀写

成《石鼓书院记》，鼓励师生。在讲到书院诸生

应该学什么的问题时，他推荐读张栻的 《重修

岳麓书院记》，提醒诸生牢记张栻的教诲：“岂

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

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

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书院都要祭祀孔子。

石鼓书院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除了有祭孔之

所，还有两座特别的祠庙：一是“武侯祠”，崇

祀诸葛亮。据说刘备为荆州牧时，诸葛亮曾亲

到衡阳，住在石鼓山上，督办三郡的军赋。一

是“李忠节公祠”，纪念的是衡阳先贤李芾。南

宋末年，李芾担任潭州 （今长沙） 知州，坚守

孤城抵抗元兵，最终阖门殉义。“武侯祠”与

“李忠节公祠”分列书院中轴线的两侧，至今香

火不断，默默守护着世道人心。

曾国藩说：“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

院，衡为盛，以隶岳故也。”南岳风景秀丽，颐

养身心，又称寿岳，有益于读书静思，故历来

除政府大力营建书院，一些显宦名流也主持建

造了不少书院。

湘江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即是由晚清名臣彭

玉麟捐资修建的。彭玉麟以帮助曾国藩办水师而

步入仕途，曾六次主动辞官，一生坚持“三不”：

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自称“以寒士始，愿

以寒士归”，为晚清乱世带来了一缕清风。

彭玉麟重建船山书院，是为了光大船山之

学。船山书院建成后，彭玉麟撰联：“一瓢草堂

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

高深气象；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

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称颂船山先生

治学严谨，造诣高深，勉励后辈学子珍惜青春

年华，勤学苦读。

彭玉麟延请湖湘大儒王闿运为山长，船山

书院因此名声大振，省内外四方学子负笈前

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王闿运主持书

院长达25年，他亲自带领诸生祭拜先贤，培养

弟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站在湘江之滨眺望，东洲岛犹如一座舰船行

驶在奔腾不息的江水之中。彭玉麟、王闿运大概

不会想到，在随后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船山

书院培养的学生会比书院的创建者走得更远。

1921年10月，毛泽东来衡阳，发展蒋啸青

等4人入党，并创建了衡阳第一个党小组——中

共三师小组。三师的全称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

学校，蒋啸青后来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曾经

就读于船山书院。

3 红色之城

图①：南岳衡山最高峰祝融峰风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②：衡阳市主要廉洁教育场所分布图。

衡阳市纪委监委供图

图③：石鼓书院鸟瞰。 彭斌 摄

图④：党员干部在夏明翰党性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衡阳县纪委监委供图

图⑤：常宁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广场上的主题雕塑 《咱

们工人有力量》。 常宁市纪委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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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的广场上，屹立着

一座巨大的雕塑，是一位抡起大锤准备奋力一

击的工人。雕塑的基座上镌刻着七个大字：咱

们工人有力量。

水口山是一个镇，然而这里是“世界铅

都”。早在900多年前，这里就发现了铅锌矿。

1896年，官办水口山铅锌矿局成立，到上世纪

20年代，水口山铅锌矿已成为湖南省内最大的

官办工矿企业，拥有5000多名矿工，湖南大约

60%的军政费用都出自这里，是当时湖南的财

政命脉所在。

水口山的工人空有一身力气，却不能主宰

自己的命运，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军阀的操

控下，工人们遭受重重压迫剥削，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

1922年 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的

消息传到了水口山，水口山的矿工们也想成立

工人俱乐部，于是派刘东生去安源寻求支援。

紧接着，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

委派蒋先云、谢怀德等人到水口山，领导工人

运动。蒋先云一行到达水口山后，遵照毛泽东

的指示，迅速成立党小组，组建工人俱乐部，

广泛发动工人，于12月 5日正式举行大罢工。

12月27日，迫于各界的压力，水口山矿当局负

责人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18项要求，罢工取得

巨大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水口山的工人开始觉醒，

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产业工人的巨大能量，

因为有了信仰而振作起来，并把命运牢牢攥在

自己手中。

1928年初，为配合朱德、陈毅发动的湘南

起义，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宋乔生率领800多

名矿工起义，支援湘南起义部队。随后，这些

矿工一起上了井冈山，被编入红军特务营，宋

乔生任营长，兼红四军军械处处长。

水口山工人组成的特务营在1928年参加了

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在战斗中，工人们修好

的一门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发炮弹打中

敌军指挥部，吓退了敌人，取得了黄洋界保卫

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获悉胜利喜讯后，写下

《西江月·井冈山》，其中一句“黄洋界上炮声

隆，报道敌军宵遁”，就生动描述了这一情景。

水口山工人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毛泽东和

朱德的称赞。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中指

出：“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

军骨干的组成部分。”朱德也曾肯定他们：“在

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

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也最

先进。”

1929年 1月，宋乔生在江西大庾县的一场

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此前后，从水口山走出来

800多名矿工几乎全部牺牲，大部分没有留下

名字。

1991年的秋天，一位当年参加了大罢工的

老人再次回到水口山。“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

加革命的起点。离开水口山六十多年来，我时

刻都在怀念它。”

他清楚地记得，在罢工形势最吃紧的时

候，反动矿务局将枪口、棍棒对准了矿山的敲

砂童工。13 岁的他也是这些童工中的一员。

面对逼迫童工上工的矿局爪牙，他和小伙伴们

毫不示弱，紧握着拳头纷纷喊着：“不答应条

件，就不敲砂！”几个矿警闻讯赶来，用枪口

指着这些童工。面对敌人的枪口，童工们仍不

畏惧，一同高喊着劳动号子，与矿警对峙！危

急关头，宋乔生带领工人纠察队迅速赶来，敌

人见状四散逃跑，英勇无畏的童工们赢得

大捷。

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常一闭眼，脑中还浮

现出蒋先云、谢怀德、宋乔生、刘东生、毛泽

覃、朱舜华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了

我，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马

克思主义，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通往‘宝

山’的正确道路——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这位曾经的水口山童工，他的名字叫耿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