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台寺，又名却尘寺，坐落在鄂赣
交界的通城县塘湖镇石坪村苦竹岭半
山腰上。南台寺始建于明朝宣德年
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该寺于清
光绪辛卯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两
经修葺。

2009年，为保存历史遗迹、弘扬传
统文化，该镇党委、政府牵头发动相关
单位和群众筹资对南台寺重新修缮。
沿着百余步的台阶拾级而上，可以看
到正门前的“南台禅寺”门额，往里走

能看到如来、观音等佛像，还有法堂、
祖堂、云水堂、斋堂、禅堂和客房等。
南台寺历任多代住持，多位高僧在此
圆寂后肉身龛葬，部分墓冢保存完好，
上面的石刻条石和莲花塔状清晰可
见。

南台寺饱经战火洗礼，1927年秋
收起义，时任中共通城县苏维埃县委
书记刘永康同志将该寺定为湘鄂赣边
区工农红军第九大队与地方武装联络
会会址，革命烈士刘石渠曾在此设馆

教学传播革命真理……寺庙对面有一
座小亭，红瓦红柱，旁边是刘石渠等22
位革命烈士的墓碑。站在烈士墓群
前，烽火硝烟仿佛还历历在目。该寺
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也传播了红色
文化和革命精神。

南台寺至今香火旺盛。据寺庙住
持介绍，该寺的信众达数千余人，方圆
百里的善男信女常步行数十里来此朝
拜，其中不乏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
客商，每月初一、十五是香客最多的时

候。
南台寺风景宜人，三面环山，绿荫

蔽日，前眺南虹古桥，后望黄龙修竹，
左有幕阜山脉黄鹤朴地，右有仙人洞
碧狮朝天。春来鸟语花香，夏日耕歌
互答，秋季金谷满畈，冬至雪飞旷野，
是休闲观光的绝好去处。

咸宁风物

南台寺
○ 刘健平 郑红萍

地名趣谈

通山县大路乡石圳村，有个地方
叫天源堡。

相传在很久以前，山上有一寺叫
清凉寺，当时香火很望盛，附近有个姓
赵的杀猪屠夫。一日，屠夫踫见一群
信士善人士上山朝拜，屠夫跟他们说，
我也不杀生了，上山当和尚去，众人笑
道，一个大恶人还能去当和尚。于是
屠夫就把杀猪工具丢到池塘里，又有
人说，还想修炼当和尚，把刀随便丢到
池塘里，也不怕刮别人的脚，屠夫马上
下塘把刀捞起来了。

一看天色将晚，屠夫还是往山上
赶去，走到半山腰，天巳经黑下来了。
屠夫看见前面有座茅屋，想借住一宿，
可茅屋只一女人在家，不方便。屠夫
只好不进门，在屋檐下住一宿了，到半
夜时那女人大叫起来，说肚子痛死
了。屠夫连忙帮忙为女子医治，累了
一宿，昏沉沉睡去。

到天亮醒来，屠夫一看，哪有什么
茅屋，自己睡在一块荒野地上，面前的
纸片全是观音像。屠夫心想，可能是
见到真菩萨了，于是就更加坚定了当

和尚的信念。
屠夫到了寺里说明来意，拜見过

主持和方丈。当时寺里有近 200 多
个僧众，有些和尚说，如此恶人怎么
能当和尚呢？于是主持和方丈就有
点刁难屠夫，跟他说，如果真心想出
家，就得饿七天七夜。屠夫随即答
应。

七天过后，方丈叫屠夫去五里路
外的农家拿火种。屠夫走到一里路
处，只见一只猛虎拦在路上，屠夫上前
作揖说：“你想吃我的话，等我下山拿

到火种回寺里，再返回来给你吃。”奇
怪的是，老虎果然让开了，屠夫拿着火
种拿到寺里。

寺里的僧众听了老虎的事情，觉
得奇怪，便跟着屠夫一起返回。大家
发现真的有一只老虎。老虎低下腰，
屠夫就骑在虎背上，腾空升天成仙，后
来这个地方就叫天源堡。

天源堡
○ 徐世聪 雷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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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赤壁藉作家作品
本报讯 通讯员张冲报道：

近期，大型文学刊物《时代报告·
中国报告文学》第10期头条刊
登赤壁籍作家罗胸怀新作《山河
在上》，倍受社会读者关注。

该作品以余发海发现羊楼
洞142残缺墓碑，为烈士寻亲
10余年为线索，真实地记述了
半个世纪以前，驻地赤壁市（原
蒲圻县）羊楼洞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67预备医院收治大批从
朝鲜战场和南方剿匪部队转移

来的伤病员，因救治无效而牺
牲并就地掩埋的背后故事，以
及2005年至今，主人公带病寻
找内地和台湾籍烈士亲人等感
人事迹。

据悉，作者罗胸怀系中国作
协会员、湖北作协第七次代表大
会代表，已出版《中国空军纪事》
《毛泽东诗词传奇》和《行在边
圻》等多部纪实文学和诗集。新
作《山河在上》已列入2018年中
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王程海报
道：近日，通山县黄沙铺镇新屋
德勤小学大会堂座无虚席，百余
学生聆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探
险家彭绪洛的创作历程讲座。

彭绪洛以“寻找丢失的勇
气”为主题，结合他童年的阅读
经历、文学创作之路和创作灵
感来源，分别从勇气的定义、来
源和作用作了专题讲座。他用

“遇到灰熊如何逃生”的例子告
诫广大学生，要保持对外界探
索的勇气，走出深山，寻找智
慧，摒弃匹夫之勇。

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
和精彩的有奖互动问答，赢得了
在场观众的一阵阵热烈如潮的
掌声。讲座穿插互动问答,气氛
活跃。之后彭绪洛为读者签名，
并合影留念。

儿童文学作家

走进通山开展讲座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徐功频、张海燕报道：日
前，崇阳县档案局工作人员在
铜钟乡清水村沈怀德家里征集
了一批珍贵档案资料，并给予
沈怀德2000元的奖励。

沈怀德从1981年开始记录
家庭生活收支情况，共记录账
本29本，记录了37年来的家庭
变化，折射出中国农村37年来
的改革发展历程。账本被省档
案馆保存，相关事迹曾被各大
媒体报道。

经仔细查阅，这批珍贵档案

有文学类的《四库全书辩证通俗
文字》《江湖尺犊》《聊斋志异》等；
有清代民间的人体穴位图、老家
谱、字帖等档案共计50多件，其
中包含数件清代珍贵的民间原
件。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清朝
至民国时期民间风俗及社会发展
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县
档案局将继续开展民间档案征
集工作，丰富馆藏资源，对破损
档案资料进行裱糊修复，以便
更好地保护开发档案资源，为
社会服务。

崇阳开展民间档案征集工作

丰富馆藏资源

近日，通山县杨芳林乡中心完小学生正在为“三字经”诵读演出
优胜学员频奖。据悉，该校以“百事孝为先，万事孝当头”为宗旨，不
定期地对学生进行“孝雅”文化教育，对演出优胜的节目进行评奖，
激发学生诵读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讯员 张远杰 吉庆 黄贝华 摄

门楼是中国古建筑的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通
山保存着不少这样的古门楼，承载了
当地的历史文化，是游子念念不忘的
精神之门。

近日，通山县退休老人邱承良在
咸宁市群艺馆举办《百家姓门楼典
故》出版座谈会暨著作收藏仪式。该
书图文并茂，是记录通山本土门楼古
建筑的详实资料。

➡
特别特别 报道报道

“把门楼文化传承下来，我还得下
一番功夫。”邱承良根据诸多读者的意
见，扩大范围、增加图片、改变模式，又
三易其稿，写坏了8个手写板。2016
年，邱承良将《百家姓门楼掌故》改版
更名为《百家姓门楼典故》。

一辈子，一本书，三易其稿，86万
字，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聚沙成塔。《百
家姓门楼典故》属工具书，正文按历史
时间顺序顺延，共计86万字，收录百
家姓堂号23508个，姓氏508个，门楼
典故10136条，所录典故适用于门楼

匾额题字及农村喜事应酬。该书既有
可读性，又有知识性，既有社会价值，
又有学术价值，是一部门楼文化研究
集大成之作。

“古民居展现了曾经诗情画意、叱
咤风云的岁月，门楼也陈述了一段岁
月的清欢。其丰满、粗狂、俊美定格了
一个时代的灿烂；细腻、巧妙、精致的
雕刻工艺，展现了一个时代家族的辉
煌……”愈深入研究，邱承良愈发感觉
到门楼文化的深邃和厚重。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城外评

价，邱承良《百家姓门楼典故》的出版，
在宣传、整理、收藏、发展中国传统门
楼文化方面的发展与传承上做出了功
不可没的贡献，为民族迁徙史和民俗
学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

市文联副主席丁敬文认为，该书
的出版传承和保护了村落、家族历史
文脉，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了乡村
文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村落
邻里团结，助推乡村振兴。

退休闲居在家，邱承良更是人闲

心不闲，又将改版的《百家姓门楼典
故》逐字逐句校对审核，有时甚至忘记
了吃饭，一忙就忙到天亮。“我这辈子
没置多少家产，这本书能教育子孙如
何做人。”邱承良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来关注门楼文化，让通山成为中国的
门楼文化之乡。

希翼传承文化精髓

推开门楼文化的“大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见习记者 焦姣 通讯员 徐世聪 王程海

行走在通山村村落落，到处可见
风格各异的古民居，一座座古风相遗
的门楼，或秀丽，或典雅，或雄浑，或端
庄，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散发着岁月的
辉光。

“我从事门楼文化研究工作有32
年了。”回首往事，邱承良刻骨铭心。
上世纪60年代，邱承良正读小学，从
小就对那些门楼上的文字、图案感兴
趣。师范毕业后，邱承良回通山本地
教书，并成为当地办红白喜事的一名

“礼生”，每当看到老屋的门楼字，就请
教有学识的的老先生，问这是什么意
思。

1986年，邱承良被调任，负责黄
沙铺镇的扫盲工作，借此机缘，邱承良
结实了会写门楼字的柏树村聂家湾人
聂彦勤，真正开启了研究门楼的文化
之旅。

健谈的聂老师告诉邱承良：“门楼
题字一是为了纪念我们的祖先，二是
为了教育后代成材，告诉我们家族的

渊源，如我们的祖宗怎么读书取功名，
怎么做官为人等等，主要起教化的作
用。”看邱承良虚心求教的样子，聂老
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姓氏族谱笺释》
送给他，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老
了，你爱好门楼文化，我就把这本书送
你了，希望对你有用。”

接过聂老师的书，邱承良感觉自
己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他开始着
手搜集门楼题字的资料，并下决心做
出名堂来。

后来在黄沙铺镇九折村，邱承良
又拜访了热衷门楼文化的研究者孟庆
和。孟老师不吝赐教，又给了邱承良
一本当地写门楼字的一本手抄本。邱
承良就将书借回家，逐一抄录下来，并
借助族谱进行查对，查找故事渊源。
邱承良跪着对聂、孟两位老师说：“绝
不辜负二老期望，一定把门楼文化传
承下去。”

自此，邱承良爱上了门楼文化，踏
上了研究门楼文化的“不归路”。

一心痴迷门楼文化

为了方便整理，邱承良用纸片的
形式记录资料，一张纸片记录一个门
楼字，整理好之后放到一个专门的搜
集盒子里。

邱承良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和外出
学习、旅游的机会走街串巷，用照相机
拍门楼字，找当地文化老人探寻门楼
字的来历，查找族谱姓氏来源、堂号及
名人典故，并一一记录。

为了拍门楼字，邱承良受过不少
误解和惊吓。有一次，他到西庄村的

杉木桥湾拍徐姓门楼字，就被该湾的
村民所围，硬说邱承良是盗窃文物的
探子，幸亏村里的老文书出面解释，不
然后果难以想象。

另外一次经历则更“惊魂”。邱承
良到杨芳林村拍谢氏门楼字时，突然从
老屋内的门角里窜出来一只刚下崽的
母狗，朝邱承良扑来。要不是主人来得
快，邱承良不去一块肉也要掉层皮。

就这样，只要是节假日，不分晴雨
天，邱承良日里东游西荡，夜里熬油点

灯。30多年来，邱承良跑了全国23个
县市的农村旅游点，跑遍以通山为轴
心辐射到阳新咸安周边的每个自然
湾，先后拍摄门楼图片1725张，整理
资料卡片10000余份，购买相关资料
图书200余册，七易其稿，到2007年
编纂出版《百家姓门楼掌故》一书，并
被中华邱氏图书馆、通山县文化馆收
藏，得到社会关注。

《百家姓门楼掌故》全书横跨众领
域,纵览多学科，收录了传统姓氏504

个，按《百家姓》顺序，从姓氏来源、郡
名、人名三个方面用短小精悍的成语
故事形式进行诠释，融史料性、知识性
和实用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泱
泱504姓，浩浩504门家史家风，让人
开卷有益，不忍释手。

《百家姓门楼掌故》虽已成书，但
邱承良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着跑遍
通山各地及周边县市，使此书内容更
加充实和完善，因为他心中始终深藏
着“通山门楼文化”情缘……

呕心沥血探索研究

本报讯 见习记者章文静
报道：17日，中华礼乐小组（咸
宁分支）动员组织汉服爱好者
在市十六潭公园举办出游活
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咸安区
群众艺术馆和咸安区摄影协
会的协助，汉服爱好者们现场
向市民展示汉服、讲解汉服文
化，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
赏、学习。参与者不分职业年

龄，互称“同袍”，最小的“同
袍”是仅6岁的小学生，最大的

“同袍”则是 56 岁的退休职
工。活动最后还有汉服抽奖
环节。

“汉服和方言一样，都代表
一种古老的文化，我们都有责
任将它传承下去。”现场汉服爱
好者介绍，此次活动旨在大力
宣传民族传统文化，向市民展
示汉族服饰之美。

我市举办汉服出游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燕报
道：11月20日，咸安区群众艺
术馆在该区图书馆举办了咸安
区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理论知识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邀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业人员授
课，培训对象为全区各乡镇办
场宣传委员、文化站长及区文
体新局系统干部职工，培训内
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基础知识。培训结束后，学员
实地参观了赤壁市泉口半亩塘
艺术馆。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培训有助于提升文化工作者全
面、系统地学习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相关知识，明确非遗工
作的方向和目标，更好地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
传承和保护工作，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

咸安区举办非遗专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