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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说益阳》是一本介绍和释读益阳地域特别是益阳古城历史变迁、工商百业、人文风采、风物特产
、文化现象和故事传说的读物。
它从文化益阳的视角，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采撷益阳地域内若干文明闪光点，透视古城益阳
的人文历史特色，并以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打开尘封的悠久历史，探寻遥远而多彩的古城记忆，向世
人展现出古城益阳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元的传统文化。
它的出版对于益阳的文化建设、对外宣传以及开展青少年传统教育，都将发挥着独特作用。
    益阳地处湘中偏北，东临长沙，西连武陵，吞资江水，拥洞庭波，靠雪峰山，境内山水相依，物产
丰饶，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
远古蛮荒岁月，她是宜于渔猎的百濮杂居之地；荆楚时代，她是楚人开拓和经营的广袤荆州之域。
她最早见诸史册的辉煌历史，当属秦代首批置县。
其后自汉至唐千余年的历史风云中，她雄踞于武陵蛮北部，征战、对峙、渗透和反叛在境内交替出现
，直至宋代熙宁年梅山蛮被降纳，疆域分置新化、安化两县，益阳才正式步入长治久安的历史阶段。
宋元时期，洞庭湖湿地被围垦，承载生齿的广袤良田托起了明清两代益阳跨越式发展的鼎盛和传奇。
而作为一座县邑，益阳城最早史载于三国时期用夯土修筑的鲁肃堤，史称鲁肃古城。
明代，益阳的城墙及堞楼才用青砖建成并设东、南、西、北四门，始见古城雏形。
清代至民国初年，益阳城不断加修完善城池，建成十五里麻石街并孕育了繁荣的商业文化，益阳因此
被冠以“银益阳”之称，与“金湘潭”齐名，饮誉湖湘大地。
追溯历史，检视文明，一种探寻厚重人文的自觉和对地域文化的自信，让新时代有担当的益阳文化人
担负起了耕耘益阳历史文化的使命。
《史说益阳》用鲜活的故事和丰富的史料勾描出一幅益阳历史文化地图，正是这种耕耘结出的可喜成
果。
    《史说益阳》是第一部尝试系统阐释和全面介绍益阳古城历史变迁与人文风采的作品。
书中资料来源甚广，含考古发掘、史志、方志、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每篇的综述不
吝援用各种版本的志书概说；书中还采写和改编了一些故事传说，以事叙史，以史记人。
丰富的史料、开阔的视野、翔实的表述以及精当的评点，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当前，益阳正进行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目的是繁荣文化，推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
化需求。
对本土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应该是加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多
出快出精品的题中之义。
益阳拥有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可待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不可限量，只有一批批体现历史文化特点的文
化创造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具有益阳特色的文化才能真正繁荣发展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说益阳》的问世生逢其时，具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是为序。
    黄东红    二0一一年秋于益阳    (作者为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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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和释读益阳地域特别是益阳古城历史变迁、工商百业、人文风采、风物特产、文化现
象和故事传说的读物。
它从文化益阳的视角，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采撷益阳地域内若干文明闪光点，透视古城益阳
的人文历史特色，并以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打开尘封的悠久历史，探寻遥远而多彩的古城记忆，‘向
世人展现出古城益阳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元的传统文化。
它的出版对于益阳的文化建设、对外宣传以及开展青少年传统教育，都将发挥着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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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门口的文昌阁    坐落在益阳古城学门口的文昌阁，一说是唐朝贞观年间所建，而据可靠史料记载始
建于宋代。
它初为学宫，后改称圣庙，俗称文庙。
    说到修建的原因，一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章悻开梅山，设益阳境内新、安二化两县，有施恩王法、修
明教化和筑土立木加以纪念之意。
二是宋代两湖分家，地势低洼的湖南，长期饱受长江洄水引发的洪涝水患和血吸虫肆虐成灾的贻害，
致使民怨沸腾，地方与朝廷利益冲突加大；为了稳定洞庭湖周边政局，平息民怨，淳朴风俗，朝廷在
洞庭湖周边广修书院庙堂等教化设施，以安抚一方百姓。
除了岳阳修文庙(岳州学宫)、澧州建孔庙外，益阳古城学门口也修起了这座名叫圣庙的学宫。
当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吁与劝导，其中包含的舍小
家、保大家的道德情怀，与圣庙的修建似乎是殊途同归。
    几乎与北宋创办且早已湮灭的松风书院同期，学门口的圣庙能够经千年风雨在今天还有部分残存下
来，离不开历代的重建和修葺。
据民国《益阳县志》记载：“儒学始建于宋，历宋元，在县西门外，前临资江，后距鲁肃旧城，东距
旧城濠，西至招仙观(胡文忠公祠)。
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十三年(1380)知县田俊重建，十七年(1384)知县杨哲重修，始备其制。
宣德四年(1429)，教谕仰高倡捐重修焉。
”元朝末年，圣庙毁于战火。
明代初年，伴随着大批江西吉安一带民户落业益阳，其厚重鼎盛的耕读文化背景也一并带来，促成了
洪武年间圣庙的重修。
隆庆四年(1570)，随着宋明理学受到进一步推崇，圣庙更新了旧制，扩大了规模。
中为大成殿，左右为两庑。
前为戟门，门东为名宦乡贤祠。
其东南隅为古贤祠，左为泮池，右为棂星门。
殿后为明伦堂，堂东为训导廨，堂西为启圣祠，后为敬一亭，最后为教谕廨。
堂的东西为进德、修业两斋。
西斋之后亦为教谕廨。
自堂折东而为门，又折南而为儒学门。
门内之东，为文昌祠。
    大成殿系砖木结构，为孔庙主体，由石基、屋架和屋顶组成。
屋顶为传统庑殿造型，加覆橘黄色琉璃瓦。
飞檐斗拱，极具气势。
殿内塑有孔子座像，高约一丈。
其后高悬一大匾，横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
孔子头戴冕旒，双手执圭。
神后牌上书“至圣先师孑L子之位”，中有供桌。
其两侧有四配，分成至、圣、哲、贤、儒五等。
东复圣颜渊、述圣子思；西宗圣曾参、亚圣孟轲。
大成殿东西两端供有十二神位，两庑供奉先贤和先儒，各朝均不一。
    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被明末战火摧毁的圣庙在原址加以重建。
建筑分前、中、后三进，主厅为木石结构的二层楼房，庙宇宏伟，雕梁画栋，颇具宫殿特色。
康熙二十年(1681)，增建了高三层的文昌阁。
咸丰年间，知县林廷式重修文昌阁。
光绪三十i年(1907)，大成殿诏升为大祀，改祠为阁，正式得到慈禧太后册封，庙制亦有增饰。
正殿供先师牌位，四配、十二哲分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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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高六丈有余，深不止三丈，阔五丈有奇，中悬清圣祖等御书题额。
殿前有古柏二棵，高约二丈，极遒劲苍老，生趣盎然。
泮池左有柏一棵，亦葱茏有致。
民国以后，祀典无常，军队驻扎，拆门棂以为薪，夷泮池以为厕，庙宇遭到极大破坏。
1923年，地方集资重修文昌阁，阁分三层，高数丈，为城区制高点。
大门前置汉白玉狮子一对，高约1米，状貌勇猛，栩栩如生。
经过多次重修和改扩建，这座木石结构的崇祀性人文建筑已经演变成益阳古城的建筑地标。
    1925年，益阳爆发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从砸碎旧意识形态开始，大批寺庙被毁，《益阳县志》估计约占总数的85％。
文昌阁作为类似于寺庙的祭祀性建筑虽然苟延残喘，但其发挥的功能却备受质疑。
果然，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到1929年，县政府将文昌阁改设为教育机构，其后厢附设民众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当局将中后两大殿改成忠烈祠，神龛横匾上挥写“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正中设有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两壁挂有捐躯将士遗像，刻有牺牲将士具体数目和名字。
其中包括萧山令在内的将军级军官3名、校级军官38名、士兵多人、益阳战亡团员8名，还有盟军飞行
员美国人罗伯尔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1944年，一度外迁的民众图书馆重新移人，不久，益阳师范附小也在原圣庙开办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里，文昌阁倒也相安无事，虽然缺少必要的修缮，但是到了“大跃进”后期
，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厄运开始降临它的头顶。
1963年，益阳县拆除了文昌阁内的忠烈祠，在此大兴土木，建立起益阳县花鼓剧院。
往后，由于古老的木建筑不断风化破败，缺少必要的维护与修缮，加之人为的蚕食不断，到20世纪80
年代，文昌阁仅存一个牌楼作为剧院的前厅，其余部分皆荡然无存了。
    1993年，益阳县将文昌阁列为重点文物予以保护；1997年，它进入了益阳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录。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朝，崇文重教风气日盛，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百姓，都迫切希望乡邑文运昌
盛，文曲星多多降临。
特别是读书人，文昌阁是他们科举求仕寄寓红运大志的圣地。
如果说考棚街为他们的进阶提供了比试笔墨春秋的场所，文昌阁则是这些莘莘学子发奋苦读的精神家
园。
相传明清以来，在外为官的益阳籍官宦回乡，先要至文庙更衣，然后到大成殿祭孔，毕后方可归家省
亲。
依此惯例，像夏宝、胡达源、汤鹏、胡林翼、肖大猷、刘集勋等这些益阳籍才子，无一不亲临文昌阁
，祭拜里面的大大小小各种圣像的。
所以，说文昌阁是益阳科举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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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历了痛苦而焦灼的妊娠，《史说益阳》一书即将付梓。
当饱含作者心血的书稿送至我的案头，匆匆翻阅，虽未卒读，面对厚厚的书稿，已先为作者的敬业和
执著深深折服。
作者历三载艰辛躬耕卷帙浩繁的史籍，于史海中拾取散见于各种文集中关于古城益阳的点滴印象，重
新整理，以时为纲，串珠成链，牵引风土人情、世事浮沉、历史变迁。
或流连于断壁残垣的考证，倾听城市的足音；或专注于银城古迹的探寻，复活遗忘的尘封。
一书在手，仿佛能教人穿透深不可测的时光隧道，触摸古城斑驳的遗迹，领略三国古战场的波诡云谲
，更能引发古城文化的爱好者和继承者对这座蓄势待发、展翅欲飞的城市发展的深层思考。
笔触之间，作者对古城历史文化的拳拳热爱流于胸襟，溢于笔端。
亦可推知，正是缘于这份对古城历史文化的钟爱和执著求索的精神，方有《史说益阳》的诞生。
    文化乃城市之魂，亦为凝聚人心的磁石。
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古城的宝贵馈赠，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知之深方能爱之切。
周立志老师此书，着眼于古城历史循迹与文化发掘，对益阳古城的厚重历史借丰富史料和个人思考进
行了生动诠释。
展读此书，古城人犹如觅到古城解读密码，于历史钩沉间生发生于斯、长于斯的古城人的强烈共鸣，
催发追根思祖、续写古城辉煌历史的激情。
    资阳乃益阳母城、三国故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浓郁文化气息。
近年来，资阳不断加大历史文化挖掘、整理、保护和开发力度，修复古城故地，整理历史遗存，期冀
借文化之翼，扬发展大旗。
此书面世，用文化为资阳开启了一扇走近益阳、走进古城的窗口。
贵客至此，只需轻启文卷，借此就能轻松穿透厚重的历史烟云，窥见古城历史演进过程，聆听古城前
进脚步。
情感沟通有了桥梁，心灵交汇有了凭借，古城也由此变得真实可感、亲切可近。
该书的出版，无疑将为古城旅游开发和资阳乃至益阳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添力助威，其作用不可低估
。
    作为同窗、同乡、好友，现在又共事古城，一同为古城文化发展尽心竭力，嘱我做跋，虽然惶恐，
但感佩于立志老师此举难能可贵，遂欣然命笔，算是对好友的鼓励和支持。
    是为跋。
    刘炼真    2011年9月30日于益阳    (作者为中共资阳区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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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立志编写的《史说益阳》是第一部尝试系统阐释和全面介绍益阳古城历史变迁与人文风采的作品。
书中资料来源甚广，含考古发掘、史志、方志、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每篇的综述不
吝援用各种版本的志书概说；书中还采写和改编了一些故事传说，以事叙史，以史记人。
丰富的史料、开阔的视野、翔实的表述以及精当的评点，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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