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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湘阴县大
众塅、洞庭围等先进农业社由于统一使用
劳动力和土地，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农民
热情高涨，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下，剩余劳
动力出路何在？

湘阴县委在1953年春到1954年冬，先
后三次召开全县互助合作代表会，参加会
议的有区干部、乡党支部书记、农业社长
和部分互助组长，会议着重研究了各农业
社因地制宜，广开门路的经验。如洞庭围
农业社先后开辟了养猪、养鸭、养鱼，搞运
输、加工、扩种芝麻、花生等经济作物共10
多项门路，使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一年内，该社多种经营收入 55 万余元，
每户增收 60 多元。周济农业社为沿江山
丘区，发展多种经营门路30多项，年收入7
万多元，占总收入的 287%,每户社员增收
20多元。

1955 年春，根据省委、大众塅地委农
村工作部要求，湘阴县委农村工作部总结
大众塅、洞庭围等先进社经验，写成《如何
解决农业社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专题报
告，得到党中央、省委的重视。该文先后
在《湖南农村》及中央办公厅编辑的《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发表。文中介绍
的湘阴县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
的经验是：在水田、旱地精耕细作，增加劳
力投入；扩大复种面积；加强社内基本建
设，适当安置劳动力，为扩大再生产创造
条件；合理安排没有入社的茶园的生产，
不使与社内生产冲突；开展多种经营。

1955年9~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此书写了 104
篇按语，高度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经验。湖南省共有6篇调查报告收入该
书，毛泽东为其中3篇写了按语。第73篇

是专门对湘阴县经验写的，毛泽东把题目
改为《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
题》,其按语写道：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
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
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
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
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百多
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
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
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
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
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
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
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
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
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
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毛泽东的按语，给湘阴人民极大鼓

舞。县委借此强劲东风，广为宣传，并以8
个重点农业社为示范，组织20多个农业社
干部和办社干部进行座谈，对照按语找差
距。同时，进一步发动农民开展多种经
营。全县农村男女劳动出勤率大大增加，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总产由1952
年的 225 亿公斤增至 1955 年的 3.85 亿公
斤。由于发展了多种经营，不仅保证了增
产增收，而且出售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
交售爱国粮由1952年的3329万公斤增加
到1955年第一次过半亿公斤。1955年和
1956年连续两年实现农、牧、副、渔业全面
丰收。

平江文化史上又添佳话

古匾文字辨识大功告成
□本报记者 苏世扬

题有“后学津梁”四个行书大字的一块
匾额，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就被高高地悬挂
在平江县上塔市镇黄泥湾大屋偏堂屋的房
梁上。

它静静地注视和见证着那个清朝嘉庆
二十二年建造的大屋场这一百多年的岁月
沧桑和风云变幻。而木制匾额自身也渐渐
老去，甚至题跋里的一些字迹已经模糊难
辨……

殊不知，这块1909年代的匾额于当地
早年兴学重教之风，实为最好见证。而匾
额的题写者，则是时任平江知事的钱葆青。

进士及第的钱知事可是位大知识分
子。

史载，1908年，方廷琛刚出任京师大学
堂（北京大学前身）监督，便聘桂邦杰为国
文教习，桂邦杰从而和吴汝纶、严复、林纾、
郭立山、林传甲、杨昭凯、钱葆青、刘焜等京
师大学堂国文教习，被称作“中国文学学科
史上第一批文学教习”。多为文学史上集
大成者。

钱葆青后来还当选中华民国第二届国
会参议员。

一个偏远屋场小村落，因为重视教育
而被县太爷、同时也是文学大咖的钱葆青
青睐有加，题词授匾，实在难得！黄泥湾后
来学子，刻苦读书果然不负厚望，人才辈
出。

仅举几例，一个叶氏屋场，竟苦学出七
位文秀才，三位武秀才。同是屋场学出的
叶晓嵩，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解放后被
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馆员。黄泥湾还
走出三位黄埔生。黄埔四期的叶廷璋后任
叶挺独立团营教导员。还曾担任平江启明
女校督学。是 1928 年经毛泽东之弟毛泽
覃介绍入党的老共产党人。还有后来走出
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叶石坚，是航天工业部
高级工程师。

劝学重教 ，后学津梁。这块匾的期望
与鼓励着实令黄泥湾人重文崇文，也已然
让他们自豪了一个世纪！

去年，文化底蕴深厚，同时具有古民居
文化和抗战文化的黄泥湾大屋的抢救修缮
工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得以
开工，“后学津梁”的古匾也被从腐朽不堪
的房梁上取下拂去灰尘。只可惜一些文字
模糊不清，很难辨识。

上塔市镇党委政府委托岳阳日报社的
志愿者帮助辨识复原，经多次现场拍照，仔
细研判，虽然识别了一些字，但还是有三个
字踏破铁鞋仍无法觅得。

也是缘分使然，志愿者偶遇平江书友
邓景星，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屡获
奖项的他十分热心，即向涟源书友、同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蒋昌典求助，蒋老先
生旋即用微信把匾额的照片发送到暨南大
学教授、涟源籍古文字学家陈初生的手机
上，同时也是著名书法家的陈教授果然名
不虚传，与一百多年前的文学前辈钱葆青
隔空对话，文思交流，力求完美地辨识出题
跋全部。弥补了黄泥湾这块古匾的极大缺
憾！

前后不到24小时，本报志愿者收到经
三位书法家之手机转来的辨识微信，喜不
自禁，且斗胆握笔在一百多年前的原匾上
添字补正。

原文如下：邑治小学之兴后先相望，而
以南江为最盛。而南江三十余校，又以双
胜团为之倡其始。经营擘画，力任丝纶寔
叶君衡甫之力为独多，学子莘莘弦诵不绝，
将来必有英异瑰特之材出乎其间。叶君之
功可没乎哉？

落款为：宣统元年乙酉秋七月，知平江
县事钱葆青拜题。

可惜，匾上的三个印章已无法辨认了。
此匾内容说明当时平江县最高领导十

分重视兴办基础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发现
先进地区和先进个人及时给予鼓励。

匾上补全的文字还向后人传递了这样
的历史文化信息：清末民初，黄泥湾一带的
地名称作双胜团，兴学重教的代表人物叫
叶衡甫。之所以把匾挂在黄泥湾大屋的偏
堂屋，因为叶衡甫就是黄泥湾人，另外，极
有可能这一带的小学就设在黄泥湾，而挂
匾的堂屋，即是学校的课堂。当年莘莘学
子的琅琅书声，正是通过这间堂屋的雕梁
画栋、通过这块匾，连绵不断地向四面八方
传出。

记者相信，这块充满历史文化的金匾，
仍然会被黄泥湾人再次高高地、牢牢地挂
在大屋内，以传承文化，激励后学。

东有古罗悠悠

河夹大塘，简称河夹塘。不过是这民
间的叫法，而史料上的叫法是河塘市，也
有称为荷塘市的，所以也简称为河市。发
源于依汨水河市河北岸临水而建的一条
吊脚楼街道，旧称河市街。

追寻河夹塘，当然避不开古罗城。
公元前690年，在楚国着力经营南方

粮草兵源基地的背景下，楚子爵国古罗国
迁移至此，在河市叫马头槽的地方筑皇城
而居，开创了湘阴、汨罗、平江、岳阳的最
早历史。《湘阴县图志》载：“湖以南，历古
为荆州地，而后渐沦为三苗，其地广大。
春秋时，尽入楚分，楚故都丹阳。楚文王
灭罗而徙都郢，乃从宜城地罗丹阳，已而
又南迁湘水之阴，遂为罗国，其后并为黔
中地。”所以罗城在宋代前一直是汨罗湘
阴平江岳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华
夏文化南传的一处重要节点和地理坐
标。《永乐大典》《古罗志》篇对古罗城、黄
陵庙、磊石山、屈原庙的记载着墨浓重，收
录的文人墨客在这个地方的诗文数不胜
数，完全可以编出一本大字典来。

有人类聚居，就有集市形成。史料中
记载过的有南阳吉里、南阳古市、河南古
街等旧聚落遗址。罗子国人在此 400 多
年，带着楚国华夏文化的主流，吸纳三苗
文化的因子，形成了湖湘文化的源头。所
以楚王熊绎的“熊湘”封地，就在罗子国至
长沙一带。

近年东周“罗子国遗址”的进一步发
掘，它带给我们的文化信息却是华夏文化

南传的一个重
要时代。白塘
东周青铜馨乐有人怀疑是
楚怀王磊石山上作仙乐留下的，而罗山、
罗城兵器和生活器具等的出土，找到了有
罗国贵族和罗国部队的证明。说明3000
年前的东周时代罗地就踏入了一个全新
的文明时代，不再是“南蛮”形象了，所以
2013年罗子国遗址列入了“国宝”单位。

对罗城的形态，清诗人徐柱描述：“春
秋罗子国,土城峙江浒。高可二丈余,围丕
三里许。按位关四门,两山蹲如虎。”说明
古罗城是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

但历史的潮流总是大浪滔滔，罗城的
辉煌早已成为尘埃。站在遗址上，是绿色
的田园，那些绿叶诉说的是历史的那缕阳
光，那丝月光。“谁道英灵安在？空惆怅霸
业东流，想必是，断魂千里，明月照荒丘。”
留给我们的只能是一声叹息。

北有罗水弯弯

“汨水滔滔，罗水弯弯，夹着的河塘是
我的故乡。”

从地理位置而言，河夹塘在古罗城西
北方向，临河市河而立，中心点正对南岸
潭木港，而此港是罗城南沧浪河李家河流
来的汨水。其北是《水经注》记载的“汨水
径罗城北，水亦谓之罗水。”罗水在翁家港
分成两条河，一条西北而行，叫罗水，乡民
称湾河，经过屈子祠后向南弯曲进入茨塘
湖、再西南弯曲进入狄湖至罗水港和灰滩
河汨水汇合入河泊潭形成汨罗（江）。

其实我的老家也在河夹大塘广义的
区域之中，就是今天的汨罗江湿地公园中
心地，地图上叫大洲，乡亲们叫大洲彭；旧
时正好是罗水南岸与河夹塘连成一体的
大洲。此处彭氏家族是明代从江西吉安
移民而来的，祖辈们在此围垦大洲垸而居
住下来，世代繁衍了近500多年。

大洲垸东为翁家港江墓潭，此处相传
是屈原故宅南阳寺所在地，曾经屈原在南
阳寺居住9年，史载此寺是楚人首建屈子
祠的地方，与磊石山磊石庙（楚立三闾行
寺）、河泊潭屈原庙（汉立，唐后称汨罗庙）
形成三处纪念屈原的圣地，今天玉笥山屈
子祠的景观独醒亭、濯缨桥、骚坛原建设
地就在此处，南阳寺屈原故宅一直到1958
年还在。彭淮云：“吴山烟锁子胥祠，汨罗
水绕三闾宅。”周韫祥云：“我来欲续沧浪
曲，坐对烟波思不禁。”

年长的乡亲说起南阳寺那棵屈原栽
种的古樟树时，都有着非常神秘的味道。
都说那樟树老得中间空心了，搬张桌子进
去就可在里面打牌，可见这株千年樟树的
巨大，可惜被毁，无法眼鉴，只有端午的涛
声依旧。那一片青草萋萋，让长空的飞鸟
划过白云，追寻2300年前的时光。

江墓潭据说是司马迁吊屈原处，他在
河泊潭和此处凭吊屈原后就写下了《屈原
列传》让家乡汨罗名扬千古。此地发出的
声音，是年年端午龙舟的鼓点。江墓潭对
岸是传说中的十二疑冢罗山，今天被称作
了汨罗山。但真正的屈原墓，古人记载的
地理位置还在河泊潭的汨罗山上。我想
如果穿越2300年，是不是可以与屈原隔邻
而居？还可以听到他吟诵《离骚》《九歌》
和《天问》？

南有汨水滔滔

河夹塘的童谣唱到了平江、汨罗、湘
阴、长沙、浏阳、宁乡等地，主要还是因为
河塘市是明清时代汨罗江最著名的繁华
小镇，“小南京”称谓在此，民称河市街。
河市街就建在河市河（汨水）北岸。

曾经有一个宁乡作者追问、考证河市
版本童谣的出处，一路查来，查到《屈原农
场志》里，才恍然大悟。

河市河，西南流向，在我家青洲北折
入灰滩河。而河夹塘就是罗水和汨水所

夹之地。罗城南有河名沧浪河，今称李家
河，在潭木港北折进入河市河（街）中心地
带，其西边、河市河南则是有名的河南街
旧地。河市街建设在河市河的北岸，街道
前临河市河、背靠大河塘（旧称荷塘），此
塘水域曾经与向母湖、三仙渡处罗水相连
接，面积很大。《湘阴县图志》记载，以河塘
市、潭口渡为中心，叫河市团，方圆一公
里；北有公悦围，龙船头，西北有鱼公塘、
三尺墩、沙堤湖、伍家嘴，稍（东）南有翁家
洲、莲花托、小洲（古罗城）。东南有南阳
寺、西北有望湖寺、澄岚寺；河塘市西有水
月寺。

河夹大塘的来历民间传说有很多版
本，但我仔细察看地形地貌之后，就明白
了叫河夹的道理。原来是两河夹了一口
大水塘。此塘南连汨水（河市河）沧浪河，
北连罗水，形成了三水落塘的风水格局，
而汨、罗两水形成的三角形态好像一把夹
子夹住了这口大塘。这口大塘的中心点
在黄家祠堂的西边、谢家祠堂的东边，河
夹塘的名号由此地理位置而来。

明清两朝，从江西、湖北的富民，带着
家族来此地周边围垦了公悦、三合、复兴、
大洲等大垸，形成了黄、谢、彭、湛、姚、郑、
孟、胡、曹、陈、周、李、熊等十多个大姓垸
落宗族居地，人口从此繁盛起来。所以严
格说来，河夹塘其实是此地最早的农垦之
地，比屈原农场早了600多年。

明嘉靖年，有黄姓先祖、先仕偕妻陈
氏及子女由江西清江县游学湘阴，看中河
夹大塘三水落塘的风水宝地，在此定居。
几十年后，江西黄氏族间兄弟都被吸引来
此，子孙繁衍，聚族而居，经商做生意办学
堂而形成街道，叫河塘市，民间俗称河夹
大塘；成为汨罗江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黄
家是书香之家，所以出了黄世铭、黄世崇
等好几个明清举人状元，三水落塘之地的
确是人杰地灵。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青石街油亮，坐
在上面凉气逼人。诱发我口水的是面馆
的肉丝面和油炸葱花饼；响亮我耳朵的是
打铁的叮当声和弹棉花的嘣嘣声；诱惑我
目光的是皮影戏……

我记忆中那青砖黑瓦的滴水屋檐，风
雨中飘洒的也许是我心中一道永远也抹
不去的“乡愁”。

（图片均来自网络）

激情涌动的岁月
——记解放初期湘阴县扩大生产工作

□ 欧 梁

童谣里的河夹大塘
□ 彭仁满

“牵羊卖羊，卖到河夹大塘，张三伯、李四伯，恭喜老板卖
羊啧……”

小时候无数次唱起这童谣，总觉得河夹大塘如在梦中。
河夹大塘是个什么样的塘，至今也没有见过。见到的是成了
水沟的“塘”，静卧在河夹塘社区办公楼的西边。原来塘的中
心已经被填成了一块地坪，也许未来会成为一个公园。但童
谣里的河夹塘却如神话一样吸引我追寻的冲动。

图为黄泥湾大屋偏堂屋房梁上的古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