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传说，与一座高不足百米的山峦有
关。很久很久以前，其名为枉山，隋朝时更名
为善德山，后称德山。

“常德德山山有德。”这个流传久远的湖
南民谚，似乎更像是常德人一句心照不宣的
密钥口令，开启了一个地方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一代代的历史流传与塑造中散出令人着迷
的璀璨光芒。

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名有关，时光要追溯
到更遥远的4000多年前的上古时代。

“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先生之名，善积德
彰。”宋开禧元年的《善卷祠记》，将德山与善
卷相提并论，流传千古。由此，从浩如烟海的
古文献中，从厚可盈尺的学术研究专著里，寻
找这两者之间的渊源，寻找德文化最初的灿
烂光华，对于今天的本土文化研究者来说，同
样意义非凡。

骄阳炙烈的孟秋时节，记者走近上古高
士善卷的精神光圈。

一

8月29日，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从乾明路旁一条荒草丛生的小道穿过，

宽阔的善卷路很快呈现眼前，路旁一排蓝色
的围挡之后，善卷观牌楼的黄色琉璃瓦在树
阴中隐现。

牌楼前，有善卷的白色塑像，散发长髯，
执耜而立，高耸的眉骨呈现一派智者的从容
与豁达。

这一条路，贵体健走过多次。作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善卷传说的市级传承人之

一，设在善卷观的常德市善卷文化研究会是
他常驻的工作地点。

据他称，前些年，善卷文化研究很火，这
个办公点曾高朋满座，颇有人气，如今，可容
纳30余人的会议室冷清了不少。但在另一
间办公室，由善卷文化研究会主编的数本书
籍则热热闹闹地堆占了大半个房间。

2010年，常德市善卷文化研究会出版了
《善卷帝者师》专题文史集，上起先秦，下至当
今，首次将与善卷相关的零散资料汇集成
书。此后，数本关于善卷传说及善德文化研
究的专著陆续出版，一大批致力于弘扬中华
传统道德文化的有识之士，以各种形式研究
和推广善德文化，使常德之“德”有源头可追
溯，有精髓可传承，成为城市精神与文化品牌
重要内容。

二

最初的追寻，肯定出自于德山。
上世纪八十年代，贵体健调到德山棉纺

厂子弟学校教书，闲暇之际，他喜欢与一帮志
同道合的文友一起采风写作。被称为“第五
十三福地”的德山，是他们常去的游历之地。

彼时，德山孤峰岭尚有善德观，偏安于赫

赫有名的乾明寺一隅，并不打眼。但此观为
何人所建，其与德山有何关联？一行人细究
之下，却发现大有来历。

根据典籍记载，善卷是原始社会后期尧
舜时代的人，其故事在各类史书记载中，有着
不同的解读。“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
子，而退为匹夫。”这句话来自战国时期的《慎
子》，也是有关于善卷最早的文字记载。隋代
初年开始，人们就认为善卷居于武陵枉渚。到
了明代，善卷是武陵人的说法更是在典籍中得
到确认。不过，历代仍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对善
卷其人其事心存疑虑，毕竟上古时期尚无文
字。但传说毕竟不同于神话，一般都有历史的
影子，因此大部分学者并不怀疑善卷的真实。

1997年，常德出生的台湾著名画家冉茂
芹应时任常德诗墙负责人盛和钧之邀，创作

“善卷让王”画作，镌刻于诗墙之上，善卷之名
才逐渐为广大的常德市民所知晓。

1999 年，湖南文理学院教授阮先撰写
《善卷考》一文，从魏晋以前的古籍、唐宋时期
的史料及明清方志的资料等方面的研究，将
善卷立意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独善其身
之行”，引发学术界关注。

2002 年，常德市善卷文化研究会成立。
这一时期，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刘范弟，中国考

古学会会员、常德博物馆研究员杨启乾，湖南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里等学者纷纷撰文，对
上古传说人物善卷进行全面的考察、梳理与
研究，为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形成提供了更
丰富的支源佐证。

三

既然是传说，当然得从民间寻访。
德山西侧一带是鼎城区善卷垸，传说其

境内善卷村（1958年后改名报国村），曾是善
卷与族人从事农耕生产的所在地。这一传说
早在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中就有记
载：德山枉水西岸“名曰枉渚，善卷所居”。

据善卷传说的另一位市级传承人邓声斌
称，这一带关于善卷的传说有不少，清代时，
善卷村尚有善卷墓、善卷祠。2002年，该村村
民自发重修善卷墓碑，年年祭拜，礼遇极高。

在长期的田野走访中，邓声斌发现，除常
德德山、桃源等地外，善卷传说在湖南怀化一
带也有流传，其中以沅陵二酉山为胜。而近
年来，江苏宜兴斥资数亿元打造的宜兴善卷
洞，已然成了人们纪念圣贤的旅游景点。

此外，相传山东单县是善卷出生地，该县
单姓保存下来的清代族谱上曾有记载善卷为

其始祖。邓声斌表示，善卷传说在全国很多
地方都有流传，但“都比不上常德善卷文化的
丰富遗存”。

四

除了故事传播和文化研究，善卷还给我
们留下了什么？

善卷坛、善卷观、善卷大道、善卷苑、善卷
中学……在如今的常德，以善卷命名的场所
比比皆是，这位因德积而名显的远古人物，早
已深入人心。

2010 年，在鼎城区举办的“善卷文化高
峰论坛”上，全国各地的善卷文化研究专家云
集，从善卷与常德的历史渊源、善德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善卷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重要
源头等多个角度，阐述善卷文化研究的历史
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德行天下，和谐奋进”的
常德精神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就在前不久，常德召开了第四届道德模
范评选评审会，评选出了敬业奉献、助人为
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等5类道
德模范候选人。而在鼎城区，“十佳善德公
民”已连续举办了六届。这些让人们津津乐
道的模范人物及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成为了
善德文化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广泛的外延。

善卷传说：寻找穿透时空的精神高地
□本报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涂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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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四水踏歌行，湘音湘韵传湘情。
转轴拨弦唱心声：爱在潇湘，潇湘好风景依
儿哟……”

琵琶声脆，曲调悠扬，身着粉色旗袍的
丽人或怀抱乐器或手执小碟，且歌且弹且
舞，在温柔婉转的音乐中，勾勒出三湘四水
的迷人景致和浪漫多情的人文风物。

连日来，随着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
爆红互联网之际，由湖南省文化馆承办的3
分钟冷餐会文艺表演也收获了网上网下的一
致好评。以首发阵容出场的杨羹华、李庭婷、
吴兰、黄伟 4 位常德妹子，用一曲常德丝弦

《爱在潇湘》套牢众多视线，一时间，“依儿哟”
的常德调子火了海内海外。

“本次参演的3个节目分别是常德丝弦、
苗歌红叶组合、邵阳花瑶，均是独具湖湘特
色、唯一性，并拥有广泛影响力的。”9 月 19
日，《爱在潇湘》的表演者李庭婷面对记者采

访时自豪地宣称，“常德丝弦是湖南传统地方
曲种当之无愧的头牌。”

常德丝弦是一种以唱为主、以说为辅、说
唱兼备、变化多样的传统民间说唱表演艺术，
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近年来，常德市
在挖掘整理原有保留艺术特点的同时，将一
大批新创优秀作品登台亮相，让这项民间艺
术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林大放异彩。

《爱在潇湘》是武陵区文化馆倾力打造的
新创曲艺作品，由姚琴作词，李庭婷编曲，万
光明编排，杨羹华等主演。在2018年首演之
后，《爱在潇湘》先后参加了“文化中国·湖南
文化走进德国”“欢乐春节·湘曲艺韵”海峡两
岸曲艺文化交流演出。作品在曲牌选择上，
运用常德丝弦的经典曲牌“银纽丝”和“剪剪
花”，既朗朗上口，韵味悠长，又活泼欢快，极
富感染力。表演形式上，采用了现场弹唱这

一传统表现手法，用独具湖湘特色的曲艺形
式描绘洞庭湖、岳麓山、桃花源等湖湘美景和
人文风情，巧妙地将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
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
表达了热情好客的三湘儿女对家乡的无限眷
念与热爱。

本次冷餐会文艺表演总导演、省文化馆
副馆长周固坚表示，今年4 月底接到演出任
务后，历经了4次挑选演员、8次分排、5次整
排、12 次剧稿的修改，对节目内容、形式反
复调整、打磨。据称，《爱在潇湘》的表演者
也是从我市几大专业院团演员中经严格筛
选出来的，演出时间也从原版的4分钟精炼
至 1 分钟，务必突出常德丝弦的雅致与俏
丽，用最佳的状态向全世界推介大美湖南，推
介最美家乡。

事实证明，常德丝弦再次做到了艳惊世
界。

多情丝弦艳惊世界
□本报记者 徐志雄

9月12日下午，以“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为主题的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
举行。来自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20位驻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代表、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等齐聚一堂，
共同了解创新湖南的精彩故事，领略开放湖南的无限魅力。在8分钟的宣传片中，城头山、桃花源、穿紫河等常
德元素纷纷亮相。冷餐会上，一曲常德丝弦《爱在潇湘》则用最具湖湘文化特色的风姿，征服全场中外嘉宾。

本报讯（通讯员 肖萌竹）9 月 19 日，
“祖国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全省合唱大赛决赛在株洲市神农大剧院
举行。14支合唱队伍以歌传情以声献礼，
带着美好的祝愿，唱响爱国最强音。由我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选送、市群星合唱
团演绎的混声合唱《大漠之夜》获特等奖。

当日，合唱大赛决赛在混声合唱《大漠
之夜》中拉开序幕。《青春舞曲》《洞庭鱼米
乡》《我爱你，中国》《一根竹竿容易弯》《苗
岭的早晨》《祖国颂》等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的歌曲轮番唱响，参赛团队用最真挚的情
感，把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融入到曼妙
的歌声中，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大赛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株
洲市委、株洲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今
年6月启动以来，各文艺团队踊跃参与，我
市群星合唱团在比赛前展开了高密度排
练，团员在工作之余，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练唱中，营造了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
浓厚氛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省合唱大赛

常德市群星合唱团获特等奖

131 姚伟胜：热心公益的“湖南好人”
姚伟胜，男，鼎城区石公桥镇中学物理教师。他从19岁

起就扎根农村，在教学一线已经35年。爱岗敬业的他，是常
德市骨干教师、鼎城区初中物理学科带头人、鼎城区仅有的
2名正高级教师之一。作为民革鼎城总支委员兼文教支部
主委、鼎城区政协委员，他关爱弱势群体，积极参与捐资助
学，响应民革中央践行“同心工程”的号召，关爱抗战老兵。
他年年被评为市、区级优秀民革党员，2013年被民革湖南省
委评为优秀党员，年年被评为区优秀政协委员。2017年11
月被评为“湖南好人”。 （本报记者 刘凌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李显鸿 通讯员 龚文
君 汪进）日前，中宣部新命名39个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位于临澧县修
梅镇高桥村的林伯渠故居名列其中，成
为我市目前唯一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连日来，全市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临澧县各乡镇（街道）、县直单位纷纷
组织党员干部前往，万余名党员通过瞻

仰林伯渠铜像、参观林伯渠生平陈列馆
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员们面对党旗和林老铜像，用整
齐洪亮的声音，坚定从容地庄严起誓，重
温入党誓词；走进林伯渠生平陈列馆感
受林老的光辉业绩，学习、继承和发扬林
老的爱国情怀、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为林伯渠
故居增添了火热的风采。

林伯渠故居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9月20日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京剧专场惠民演
出在市文化馆上演。来自市老年大学京
剧合唱团的200多位老人将精心准备的
11个节目搬上舞台。

晚会多个节目是专程改编创作的，
其中，开场节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就改编成现代京剧演唱。舞台
上，老人们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用特

有的京剧韵味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热
爱。节目《中国脊梁》将舞蹈和京剧融
合，在绚丽的声光电配合下，有如一幅
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展现在舞台上，让
观众感受到了 70 年来祖国的发展变
化。老人们还通过时髦的快闪活动，
表达了对新中国 70 岁生日的祝福。晚
会在全体演员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中落下帷幕。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惠民京剧专场上演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9月20日，张
裕醉诗仙《我们这样理解爱情》系列故事
短片之《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上线发布会
在中国桃花源景区五柳馆举行。

张裕醉诗仙《我们这样理解爱情》是
常德日报传媒集团与湖南一品营销合力
推出的婚恋正能量类年度IP巨作。主办
方通过5对具有年代标识代表性的夫妻
或情侣，探寻不同人群对爱情、婚姻、家
庭的理解，并以多种形式拍摄系列短视
频，于8月起陆续推出。其中，首部短片

《趟过生命的冰河》于8月7日上线后，因
其正能量满满，获得了国内众多网络媒
体平台的青睐和转发，并获得700多万的
点击量。

第二支短片《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讲
述了90后情侣“小白”和“燕子”的故事。
他们在大学里相识相知，毕业后像大多
数年轻人一样在城市打拼，相互依靠，彼
此鼓励。2019 年，中国桃花源景区以 30
万元年薪招募“最帅农夫、最美农妇”，他
们因此从城市中抽离出来，在桃花源过
起了“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田园生
活，诠释出“幸福，就在每一个平凡的片
段；圆满，就在每一个日常中创造”的爱
情宣言。

据悉，《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上线发
布会前，还举行了张裕醉诗仙常德区域
项目团队及全体合作伙伴“活动+”市场
链接赋能会。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短片上线

本报讯（记者 赵有强）9月19日，第
19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省平遥古
城拉开大幕。曹儒国《还乡》摄影作品同
步开展，成为我市第一个在平遥国际大
展中主办个展的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
会顾问、著名摄影家张桐胜、王玉文观看
展览后评价：“曹儒国的作品，准确表达
出乡愁情怀，我们从他的每一个瞬间中
感受了作品的力度与厚度。”

著名策展人、军旅摄影家赵云称：
“还乡，是一种情结，一种憧憬，亦是一种
无奈。曹儒国以区别于传统乡愁的表达
方式，用镜头直指‘还乡’本身，借助‘归’
与‘盼’两条叙事主线的展开，统一于

‘聚’，完成‘还乡’的圆满。”
《人民摄影报》副总编辑贾晓霞，著

名影像评论家崔波，暗房大师张左，新华
社高级记者、金像奖得主郝远征等评价
曹儒国《还乡》摄影专题：“选材接地气，
拍摄有想法，在众多参展作品中彰显出
不一样的特色。”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是中国十大
著名节庆之一，荣获“IFEA 中国最具国
际影响力十大节庆活动”奖，是当代
摄影家最盛大的节日。本届大展以

“幸福·奋斗”为主题，参展作者来自
于 31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628 场高
水平个展。

曹儒国《还乡》亮相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常德市群星合唱团倾情演绎混声合唱常德市群星合唱团倾情演绎混声合唱《《大漠之夜大漠之夜》。》。 李清菊李清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