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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水水无沙》

内容概要

本书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展示了长沙的城市文化。 翻开书页，时
空旋即转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长沙黑白影象，也如同一本长沙近现代的地方文化词典，一些与文化相
关的名词与词条，清晰地珠串出一轴又一轴的历史风物图卷：天心阁、岳麓书院、(上朗下木)梨镇上
陶公庙、碧浪湖、浩园、捞刀河、白沙井、铜官镇、长沙李合盛、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
；秋瑾、叶德辉、谢冰莹、郭沫若、田汉、王鲁彦、赵景深、林徽因、严怪愚等等，这些人物有的本
就是长沙人，有的是某个时段在长沙，都有关于长沙的文字留下来。这本书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
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书名《长沙沙水水无沙》出自白沙古
井的那副名联，使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都会油然一种亲切，勾起一种乡情。
序
天心阁
岳麓书院
?梨镇上陶公庙
碧浪湖
浩园
捞刀河
白沙井
铜官镇
长沙李合盛
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
抗日初期的《文学月刊》
长沙竹权词
秋瑾：今朝侬上定王台
坡子街上叶德辉
王鲁彦：浏阳门外看杀人
赵景深：湘流作师应无悔
林微因：火车站旁遭空袭
谢冰莹笔下的长沙风景
爱晚亭
青枫峡
昆涛亭
云麓宫
青山有幸
古稻田
妙高峰
大椿桥
田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母亲的话
月湖堤
抗战日报
郭沫若：值得留念的长沙
胡萍：从远东咖啡店升起的明星
严怪愚：怪笔慈悲画长沙
报界先驱名记者
大街小巷风俗画
社会底层众生相
后记
一位朋友，每次出差归来，一出黄花机场，便发感叹：“终于回来了，还是长沙好啊!”或问：“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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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水水无沙》

好?”他说：“先不讲别的，你往窗外看看，连空气都是绿的；你再闻闻，这种长沙味道的香，都是天
然氧吧里飘出来的。”也许，这位朋友落入了那种“人人都说家乡好”的俗套，但他所说的“ 绿”却
是一点都没夸张，长沙目前的植被覆盖率在全国无疑地名列前茅。
长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将“山、水、洲、城”四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山：岳麓山。水：湘
江。洲：水陆洲，又名橘洲。城，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研究城市的专家评价，在中国的
城市中，能将山、水、洲、城这四个字融合得如此之完美的，非长沙莫属。
长沙的马王堆汉墓，真是奇迹。一个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老太太，其安详的睡态仿佛她昨天刚刚
闭眼，而今随时都会醒来。用手按一按，所有的肌肤都有弹性。从这座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之丰富之珍
贵，是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看看那彩绘帛画、那朱红罗绮绵袍、那素纱禅衣、那绢裙，再看看
那云纹漆钟、凤纹漆盒、彩绘陶钫以及长方形粉彩漆奁，还有帛书《老子》、帛书《周易》、帛书《
十六经》，还有乐器，还有赌具，还有农产品，还有中草药，还有还有⋯⋯整整一座湖南省博物馆，
全因了“马王堆汉墓 ”，方才占有了在当今世界无可取代的位置。
1996年，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了十万余枚三国吴简，这比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现的简牍的总和还要多。经
过十余年来的整理，发现这批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即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账籍
。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诸多方面。据专家介绍，以往出
土的简牍之中，有关三国记载的非常之少，因为三国战事频仍，史料的毁坏自然相当严重，因此，“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书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
为了让数量如此巨大的“历史信息”得到珍藏和便于研究，长沙市天心阁的附近便新添了一座造型古
朴的“简牍博物馆”。
在阿拉伯沿海，有一个勿里洞岛。1998年的某月某日，“有一位渔夫到勿里洞岛去采掘海参，无意之
中脚被一堆瓷器碰到了，或者说，是他的脚鬼使神差地踩到了一堆瓷器。好了，渔夫的脚就这么一踩
，便踩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这事件便是轰动世界的“黑石号沉船”被打捞了出来。这只船从
中国的唐朝驶来，在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底打了个盹，醒来海水依然蔚蓝着，而船上的六万七千余件宝
贝，件件都成了难以估价的历史文物。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六万七千余件宝贝中，居然有五万六千
五百余件系长沙铜官窑中的瓷器。据三十多年来一直沉迷于长沙窑研究的萧湘先生说：长沙窑在中国
的陶瓷史上，至少有四点是很值得一提的。其一：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其二，长沙窑也
是中国瓷器上出现铜红釉彩的发祥地；其三，用诗书画同时装饰瓷器的，长沙窑可称得上中国第一窑
；其四，在中国所有的外销瓷中，以诗书画同时装饰的，长沙窑依然可称为中国第一窑。就是这位萧
湘先生，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唐诗的弃儿》，该书收录了长沙窑瓷器上的诗一百多首。这一百多
首“唐诗的弃儿”现在都已收入到中华书局重版的《全唐诗》之中去了，也算是有了一种大团圆的结
局。
中国有四大名绣，长沙的湘绣便是一绣。
中国有四大名亭，长沙的爱晚亭便是一亭。
中国有四大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稳列榜首。
中国有八大菜系，长沙的湘菜位居其中。
长沙是屈、贾之乡。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便是为了纪念在汨罗江为深爱着的祖国而纵身一跃的屈原。
长沙的岳麓山下，曾有屈子祠，毁灭于日军侵华期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是王勃《滕
王阁序》中的名句。
贾太傅寺位于长沙太平街，两千多年来，时毁时建。现在的贾谊古宅，比起秋瑾女士当年游玩时的“
贾傅宅”来，自然是有模有样得多了。
长沙有个朱张渡。中国理学的鼎盛时期，便是朱熹和张杖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来回讲座的时
期。
曾国藩等在长沙创立湘军，让行将灭亡的晚清又苟延残喘了好多年。
长沙。长沙。长沙。长沙是永远都说不完的。
当我接受了王稼句和薛冰二兄的重托，拟写这本与长沙文化相关的书后，我就想，我决不从“宏大叙
事”入手，我得把口子尽量地开得小一些。有意思的是，当时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的是上个世纪六
十年代发表在湖南《群众艺术》上的一则“莲花闹”，名为《新旧南门口》，作者是李子科。其中有
一段：“提起过去的南门口，冒事莫往那里走。几条小小麻石街，破烂摊子两边排。偷扒拐骗无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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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水水无沙》

，乌烟瘴气真混乱。茶楼酒店把门开，桌子摆到街上来。人又多，路又窄，清早挤得到断黑。劳动人
民难谋生，恶棍把头成了群。反动党团十多个，地痞流氓当头目。城南镇上杨明虎，就是一只坐山虎
。后背站着都森严，群众称为南霸天。西湖党，他为头，南门抓在他手头。手下党徒百多个，都是一
班教脑壳。”莲花闹很长，说的都是民国时期长沙城里的故事。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长沙。人物。有名的人物。人物太多，那就写与文学相关的人物。秋瑾、叶德辉、
谢冰莹、郭沫若、田汉、王鲁彦、赵景深、林徽因、严怪愚等等。有的本就是长沙人，有的是某个时
段在长沙。他们有文章留下来，有深深浅浅的足迹，有这样那样的传说。长沙因此而生动，而有着人
文的气息。忽然又想起郭嵩焘的一幅从湘潭至武汉的“路程联”： 湘潭开船望昭山、兴马、鹅洲、白
水湾、枯石、猴(子)石、南湖巷、西湖桥上石栏杆； 长沙一站到铜官、鸭栏、茅埠、石头关、嘉鱼、
排洲、金口驿、黄鹤楼中吹玉笛。
长沙在湘潭和武汉之间，猴子石、南湖巷、西湖桥、铜官等都是长沙的大地名。还有一幅非常有趣的
长沙街名联： 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头走马； 南正街、北正街、
府正街、县正街，南北府县都正街，街上登龙(隆)。
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尽量地钩沉出一些新的史料，对，就这么着
。于是，我这《长沙沙水水无沙》便有了现在的模样。
怎么会想起用“长沙沙水水无沙”作书名呢?一是该套城市文化丛书有着统一的体例，都是七字书名。
其二，长沙白沙井有一名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湖南有“三湘四水”之称，四
水大都知道：湘、资、沅、澧，而三湘，能准确说出来的就不多了。其实，清代的经学家、教育家王
文清的《湘水记》，开篇便是：“潇湘、蒸湘、沅湘，三水皆纬流，而经之者湘水也。湘源出阳朔，
至永州，潇水如焉，日潇湘；至衡州，蒸水来会，日蒸湘；卒与沅水合于沅江，日沅湘。此三湘之所
由名也。” 长沙，有一条湘江从城中穿过，这实在是长沙城的福。湘江让整个的长沙古城都富有了灵
气和智慧。长沙前几任政府描绘长沙的远景：一江两岸、西文东市、六桥三环。现在湘江上的六座大
桥一座比一座巍峨，三条绕城环线也已畅通无阻。因此，我以为，用“长沙沙水水无沙”七字作书名
，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见了都会感到亲切的。当然，我更希望更多的非长沙人都来喝一喝长沙水。
喝了长沙水，其前程无量是肯定的。我们通常说南下、北上，而湘江水是向北流的。你想想，长沙的
水都是向上流的，那长沙城怎么会不永远地充满着生气和活力?
今年初夏，王稼句和薛冰二兄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一本与“长沙文化”相关的书，加入到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那套“城市文化丛书”中去。该丛书第一辑已出版了陈子善的上海、薛冰的南京、王稼
句的苏州、韦明铧的扬州四种，反响不错，销得也好，拟重印。我的这一本与徐鲁的武汉等系第二辑
。已发表的文章也可收入。这当然是好事。正好前不久，也是应稼句兄之约，我和杨里昂先生合作过
‘本《消逝的长沙风景》，即福建美术出版社的那套“消逝的风景”丛书之一，因此，对长沙地域文
化研究的兴致可说是刚刚吊起了胃口。现在，再来一本，乘兴而为，真是让人愉快得想好好喝上两杯
。
原先，我也曾写过一些与长沙文化相关的零散文字，但我不想收入到这本书中。我想全部原创，我还
得寻找一个被相关专家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切入。整整一个夏天和大半个秋天，我就这么“长沙文化”
着。在仿佛没有路的地方寻找路，在路的深处时常意外地获得丰收。因为这本书的写作，长沙在我的
眼中变得越来越亲切。不像曾经，人虽走在长沙的街头，但满眼都是陌生，因为对它的历史内涵太不
了解。比如某一条街道叫“平地一声雷”，某一条街道又叫“三步两搭桥”，还有什么“枯树一枝梅
”、“倒脱靴”什么的，你觉得怪，不知所以然，因此，即便你天天都在那些街道上走来走去，你也
会感到一种隔。而现在就不同了，我和谁走在街上，有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话说从前。我上班的地方曾
经是巡抚衙门，出门往左曾经是贡院，走到“ 银官”电影院前面的三角花园，便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
末，田汉就在旁边的皇仓坪远东咖啡店楼上办《抗战日报》。长沙忽然变得有了深度和厚度。于是，
长沙在自己的心中也就真正地立体了起来。
总算可以划上个句号了，图片也差不多了，但我觉得仿佛才开了个头，还有那么多我想写的东西没写
。有的文章写完了，又发现了新的史料，怎么都得补进去。可要是这么补来补去，便没个了结的时候
。因此，我只得忍痛地交卷，所有的艺术都是遗憾的艺术，同理，所有的书都是遗憾的书。好在这类
的书还可再写，只要有人出，只要我愿意。
平时出书写后记，我是不写感谢谁谁谁的，因为要感谢的实在太多。但这本例外，首先我得感谢王稼
句和薛冰兄的信任，其次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丁亚芳女士对我交稿一拖再拖的宽容，还有杨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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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陈先枢先生、龚明德先生和欧阳卫国先生为我提供史料，还有海川IT教育中心的晓晖为我 “速
录”所有的文字，当然，远不能用一个谢字来表达的老婆大人，这几年来，几乎我所出的所有书的扫
描和整理都是出自她小人家那一双纤纤玉手。
在此，请诸位接受我深深地鞠躬，九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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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心阁　　高阁逼诸天。且看那洞庭月，潇湘雨，衡岳烟云，十万户棋布星罗，到此一开眼界：
　　江山留胜迹。最难忘屈子骚。贾生策，朱张性理，数千年声名文物，有谁再续心传。　　天心阁
是古城长沙的标志，位于古城东南的城墙之上。这里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天心阁上，城郭一
览无余。天心阁最早建于明代是无疑的，因为天心阁的古城墙系明代洪武年间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所
筑，在他之前，曾有土墙，是在他的治下才改为石基砖砌的。但建天心阁具体年月则不可考。今发现
与天心阁相关的记载最早的是明万历41年，即公元1613年善化县知县唐源的一段话，他是在《分地方
申详》中谈到善化县在长沙城的辖地范围时说的：“善化所辖城内地止一铺、二铺、三铺，不过自县
治北抵织机巷，南抵天星阁，东抵王府稻田，西抵三府大街而已。”天星阁即天心阁。　　此外，明
末善化廪生俞仪所作的《天心阁眺望》一诗，也被专家认为是至今为止发现的除唐源《分地方申详》
之外最早记载天心阁的文字，其诗日：　　楼高浑似踏虚空，四面云山屏障同。　　指点潭州好风景
，万家灯火图画中。　　天心阁本是观天象、祭天神的地方，原有天星、文昌二阁，乾隆年间重修时
合二为一。曾任过《四库全书》总阅官和湖南学政的清代著名学者李汪度在《重修天心阁记》中写道
：　　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青乌家所云：“巽龙入脊，文治之也！”冈形演迤，遥
与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阁后下瞰平畴，稻畴鳞次
。左右凝睇．则澄波环绕，沙岸参差，帆影樯风，与黛色烟鬟，如列户牖，盖极城南之胜概萃于斯阁
。而位置适当书院之左，人文之胜所自来欤。其创建不知所始。　　李汪度“记”中所言“书院”，
即清乾隆年间所迁建的城南书院。乾隆十年，杨锡绂来湘任巡抚。他一下车，就到岳麓书院视察，但
他发现岳麓书院的学生寥寥无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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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水水无沙》

精彩短评

1、很有意思的一本长沙地方文史读物，且倚重的是晚清与民国时段与长沙有关系的人物故事，正好
对我胃口，不过也存在论述时随意性略大，严谨不够的问题。
2、布鲁克林，纽约的下城区，确实美国精神不可或缺的发源地！
那种向上，破土而出的坚持的精神，让人敬佩！
3、长沙。长沙。长沙是永远都说不完的。
4、很有底蕴内涵的一本书，将长沙的人文历史都写得很好，可是祯装却不行啊，都脱页又掉线的，
书脊处是特意这样装祯的吗？不包书皮，露出书页的？刚拿到就掉两页出来，很郁闷啊，这么好的一
本书，应该珍藏的，结果却这样不经藏，只好自已手动来粘书包书了。
5、没有想象中的好
6、不错的一本书，这个系列都不错。
7、意思不大
8、喜欢看老彭编写的书，见一本买一本看一本。
9、好，配送阿姨很好。
10、2013 11 10
11、身为长沙人，可能对于老长沙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只能从老人家口中听到一些小故事，小典故
，具体关于长沙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现在连遗迹也无从寻找了，但是这本书大概的介绍了长沙
的厚重历史，浓缩了千百年来，长沙人的倔强、不屈、勇敢、直爽等等等等，总之我以我是长沙人而
自豪！！
12、一直想买一本写长沙的书,这一本挺好的~~
13、除开错别字稍微有点多以外，整体来说还不错。其实要是原址都在的话，可以来个长沙一日游呀
。
14、没想到这么有底蕴，长沙的底蕴历史都被他写出来了
15、质量好，正版，比较满意

Page 8



《长沙沙水水无沙》

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不是很系统，讲得比较零散，而且以文史考古为主，而对市井文化、城市沿革、地名文化
等方面讲得不多。不推荐给想了解长沙历史文化的外地人看。也不建议作为了解长沙文化的第一本书
。嗯，好吧，我的评论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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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沙水水无沙》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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