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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说 明

《常德地区志·文学志》，根据中央、省、市方志领导机构有关修

志的文件精神，结合常德地区文学发展的状况，略古详今地记载了

1840年至1988年常德地区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为了采源溯

流，在《概述》中略述了古代区内文学渊源和外籍文人及其作品对

本区文学发展的影响。
”

为了客观地记载本区的文学历史，编写人员广征博采，对掌握

的典籍、档案、作品、图片等多方核实，对知情者提供的经历、亲见、

亲闻的资料也再三核对，务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志史实，均

有所据。记人记事，坚持实事求是，编者未妄加点评。志中所引评

语，则均注明出处。． 、

’

《常德地区·文学志》按内容分为章、节；章后附录、表。志中所

列作者及其著作，均按作品发表时间为序；所述作品内容的详略，

也视其社会效果而定。志中存目的作品，则以在省级以上公开发

行的文艺报刊；国家级行业报刊；省级以上党报副刊发表的文学作

品为准。 一

、在外地生活、工作的本区籍作者，因其直接受过故土的影响，

从略地编入本志汐}、籍而在本区生活、工作的作者，在本区直接参

加文学活动，则与本区籍作者一样，编人本志。
’

‘

编者

一九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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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

j t 一

常德古称武陵，地跨沅、澧二水，兼有洞庭水乡和武陵、雪峰山

区的不同景观与物产、民俗。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丰富多采的生产

生活，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

常德历史悠久。近年发现有距今约10万年的石门人，澧县有

’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城址。其后，大溪、屈家岭文化广泛

分布，濮越、苗蛮和华夏族长期共处，逐渐酝酿成为灿烂的楚文化，

形成地方文化传统。神话传说、歌谣乐舞、民风民俗十分丰富，提

供了大量文学素材。 。

常德素称荆楚唇齿、湘西门户，地当南北交通要冲。地区间来

往频繁，加之战乱频仍，大量中原移民南下和文人墨客的流寓，促

进了本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多姿多采的文学作品。

和许多开发较早的地区一样，本区的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低级到高级，从民间到专业，从自在到自为，从以吸收为主到吸收

和辐射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先秦发生，汉魏晋六朝

，生长，唐宋元发展，明清鼎盛的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以及近现代变

革和当代新时期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带有程度不同的乡土特色

和时代印记。它们之间既互相承传又不断创新i

常德商周时属百濮活动区，周桓王16年(公无前704年)楚武

王启濮后逐步纳入楚国版图。当时在此生活的百濮、苗蛮和华夏

各族留下了许多生动的神话传说。如盘古开天、盘瓠生人、蛮族兄

妹成婚等故事，羽民、骥兜、炎人国的传说，癸北氏二女居洞庭(后

演化为娥皇、女英故事)黄帝游洞庭作咸池乐、善卷让王隐居枉山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常德地区志·文学志》

(今德山)等。民歌有《击壤歌》、《孺子歌》、《涉江》、《采菱》等。常

德地区先民世代积淀而成的文学土壤是厚实的。

战国时屈原，“朝发枉渚(今德山)”，和“遗余佩兮澧浦”等句表

明，他在沅澧一带停了一段时间，并留下了《涉江》、《九歌》、《招魂》

等名篇。其弟子宋玉也曾到澧水下游活动。《渔父》记载了屈原行

吟江潭与渔父的对话。常德是骚体文学《楚辞》的发源地之一d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楚灵王与郑简公在江南打猎及楚群作舟伐濮

等史实，《庄子》、《荀子》记善卷让王故事，《战国策》记楚王封田忌

于江南和蔡圣侯游高蔡(今常德)事，说明常德地区已进入先秦典

籍。

秦统一中国后，常德属黔中郡。汉改黔中为武陵郡，东汉初治

所由义陵(今溆浦县)迁至临沅(今常德城)。从此武陵成为西南重

镇，本地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常德与中原、长江中下游发达地区的

联系有所加强。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王粲都到过此地。三国后

、中原和荆州战乱，中原士族南下，外地文人来此流寓和避乱的甚

多，促进了文化交流，本地文人也开始崭露头角，地方传说和民歌

不断流入文人笔下。西汉的《淮南子》，东汉完成的《山海经》和袁

康的《越绝书》，魏晋南北朝成书的《三五历纪》、《搜神记》、《抱朴

子》、《述异记》、《义陵记》、《武陵记》、《荆楚岁时记》等都记载了武

陵地区的异闻轶事和神话传说。正史如《后汉书》、《隋书》也有详

细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盘古开天、盘瓠生人和竞渡、投粽纪念屈

原等。这一时期有关武陵散文的最高成就当推陶潜的《桃花源记》

和郦道元《水经注》对沅澧风光的描写。诗赋、民歌作品也相当可

观，如《相和歌辞》中的《江南》，《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

东汉马援征武陵蛮时作《武溪深行》、王粲诗《赠士孙文始》、江淹

《哀千里赋》、陶潜《桃花源诗并记》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南北朝

时，武陵王、南平王在此开府，其本人及幕僚留下了不少诗作。其

中刘孝胜《武陵溪行》所反映的山川1人物，颇为可观。沈约少时曾’



概． 述 3

客寓常德，留有读书台。阴铿先祖白武威迁来，五代居作唐(今安

乡)，是陈朝著名诗人，有《阴常侍集》。晋以后本地文人史为列传

的还有潘京、车胤、龚玄之等，常林、黄闵都是重要的散文史志作

’者。 ·

～
、

．

三国时，先属蜀，后属吴。东晋以后武陵郡分为若干州郡，疆

城多变。唐代朗(常德)、澧二州分治，同属江南西道，这一行政格

局基本上沿袭至清代。朗、澧二州是中央政权所在地通往湘黔的

必经之地。在开发大西南的过程中，不少文人学士来此。唐玄宗

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将贬谪官员大部分安置在五溪地区，因此唐代

来到朗、澧和湘西的诗人特多。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刘长

卿、刘禹锡、杜牧等著名诗人都曾客游洞庭、武陵，朗州有“诗人之

乡”的美称。《全唐诗》所录诗人中有七十多人写过与武陵有关的

诗作，大部是客籍诗人。唐宋时本地有影响的文士、诗人有董廷、

段弘古、李宣古、李宣远、李群玉、周叙、于邺、张颐、杨维、苏坚、苏

庠、丁易东等，惜除李群玉等少数人外作品多已散失。外籍诗人中

以刘禹锡在常德居留的时间为最长。他于贞元21年(805年)贬

为朗州司马，在此十年间写了约二百篇诗赋和文章。所作《砥石

赋》、《聚蚊谣》、《百舌吟》、《龙阳县歌》、《汉寿城春望》、《武陵观火

诗》等，都为世所传诵。他受民间《竹枝》歌的影响，在朗州和夔州

7创作的《竹枝词》也曾给后世以巨大影响。唐宋诗词中描写洞庭、

武陵、桃源的作品很多，名篇迭出，美不胜收。其中李白的《菩萨蛮

·闺情》、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王维、韩愈、王安石、黄庭

坚、苏轼的桃源诗，张孝祥、姜夔的《念奴娇》词都是千古传诵的名

篇。宋代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和诗僧惠洪配诗开辟了山水诗画系

列化的新格局，僧园悟在夹山作《碧岩录》成为佛教文学重要典籍，

唐人李朝威据安乡传说写的《柳毅传》至今流传。
、

明、清两代是常德地区古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本地文人大

量涌现，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超过前人，改变了主要靠外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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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作品传世的状况。诗词、散文、小说、戏剧门类齐全。书香门

第、文学社团也开始出现。传统的诗文仍是文学的主要形式，据不

完全统计，从明弘治至清嘉庆年间，常澧二州府刊行诗文集的有

218人。较有影响的有龙膺《龙太常全集》、江盈科《雪涛阁集》、杨

嗣昌《野客青鞋集》、陈长镇《白云山房诗文集》、张明先《洞庭文

集》、王为垠《青原余集》、罗人琮《最古园集》等。这一阶段的诗作

卷帙浩繁，有封建糟粕，但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如记述

水灾的诗《武陵野亭次韵》、《劝民》、《安乡公署》、《武陵大水行》、

《庙门水》等均为优秀之作。诗中对水灾“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

哭两三般。狗衔白骨魂犹在，鸡啄青肤血未干”的描写，都是血泪

写成，令人不忍卒读。龙膺、江盈科等揭露朝政腐败的诗，阙闻、罗

人琮等反不义战争的诗都是正气凛然、掷地有声的佳作。散文也

有不少佳作。游记著名的有袁宏道的《游德山记》和他与袁中道的r

《游桃花源记》，龙膺、杨嗣昌等游桃源的散文。传记上乘之作有唐

访的《食苦和尚记》、瞿式耜的《杨水心先生传》、杨宗岱《烈女无名

氏传》等。小说和传说故事有钟相、杨幺的故事，崇信和宣鉴降龙

神话，桃花源三仙姑神话，龙阳蛇精神话，桃源豆青女石传说和江

盈科的《雪涛小说》等。民间则有关于陈可禹、杨嗣昌、李自成及范

蠡、孟姜女、张良、刘备、吕洞宾、刘智远的故事流传。戏剧著名的

有《目莲戏》和龙膺的《蓝桥记》、《金门记》(后人改编为《拉郎配》)

等。文学评论亦有重要成就，不少序跋和专论都颇有份量。如王．

世贞《於大夫集序》、袁宏道《雪涛阁诗序》、江盈科《锦帆集序》、《敝

箧集序》等，都有明确的观点，不依流俗。袁、江二人的序跋、书信

鲜明地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形成了著名的公安派诗歌理论。明、

清两代常德地区文学虽有较高成就，但时处封建社会后期，复古、

保守、消极、庸俗的作品也屡见不鲜。继明末清初战乱摧残之后，

清政府提倡理学和朴学，又屡兴文字狱，压抑了文学自由发展的生

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直到近代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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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后，常德地区和全国一样，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常德开始有了轮船、电报、洋行、教堂、医‘

院、学校。帝国主义的入侵，东西文化的碰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

盾的激化，当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都在文学领域内有深

刻的反映，使本期文学呈现出新旧交替，芳泽杂糅的复杂景象。五

四运动前，传统诗文占主导地位，戏曲等民间文学也有发展。诗

词、古文都出现了有全国影响的作者，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中，产生了不少爱国革命的优秀作

品。五四运动后，新文学蓬勃兴起，成为主流，新诗、散文、戏剧、小 。

说、文学评论都有重要成果，出现了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三十年

代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进一步占据优势并取得很大成

就。诋毁革命、维护封建统治和消极颓废、无病呻吟的文学作品虽

然存在，但其市场不断缩小，不能和主流抗衡。总的看来，常德地。

区的文学随时代前进而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呈现出直面

人生．奋发有为的时代特色和门类齐全、百卉纷呈的煌煌景观。现
十

分类综述如次： t

诗词：刊行诗集的本地作者约200余人。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

“湘西三才子”的易顺鼎、王以憨、陈锐和黄道让、宋教仁、林伯渠、易

君左等。其他如清代的胡焯、刘梦兰、杨彝珍、朱景英、易佩绅、易顺

豫、余嵩云、彭祖训、孙承恩、阎镇珩、张敏来、周天保、万耀、向光谦、

向文奎、郭世嵌、易瑜(女)，民国时期的吴恭亨、胡翰、胡瑛、蔡彤、余

嘉锡、王以宽、欧阳宜吾、彭坤然、翦伯赞、赵日生、黄右昌、申悦庐、

郝国玺、郭东史、曾念吾等都有诗名；革命志士肖龙光、何来保、蔡

树珊、林修梅、蒋诩武、冯冠雄、陈辉等都留下了壮烈的诗章。胡焯

的《水灾纪事》、《秋早》，杨彝珍的《为林制府作》、《题叶润臣雁门策

马图》，易佩绅的《闻海夷寇天津志感》、《马上闻杜鹃》，易顺鼎《四

魂集》的全部诗作(反映甲午战争及战后赴台抗日的见闻和感概)，‘

吴恭亨的《东师》、阎镇珩的《微生》、《帝畿》，周传德的《浩歌》，陈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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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燕山亭·北上感道旁柳》、《浣溪沙·题春明感旧图》、《秋思耗·题

庚子秋词》、《浪淘沙慢·泸上送易由甫》、《杨柳枝》十首，余嘉锡的

《庚戌都门感客诗》四首；民国曾念吾的《兵燹行》，黄以宽的《闻沈

阳失陷有感》，黄右昌的《戊申归国感怀》、《开岁三日闻榆关失守》，

冯冠雄的《将进酒》，郝国玺的《抗战一周年纪念》，赵日生的《烈妇

行》，翦伯赞的抗日诗(其中“喋血常挑血未乾”七律当时轰动重

庆)，易君左的《吊宗泽墓》、《丙子生日，故乡亲友小聚，即席答谢》、

《渔家傲·芦沟桥风云急矣》，郭东史的《闻捷》等诗，对鸦片战争以

来的民族屈辱、民生困苦之状，和国人不甘沦亡、奋起图存之心，都

有艺术表达。太平天国诗人肖龙光(武陵人)的《放歌行》、《题冰

花》、《寄友人》，戊戌烈士何来保的《绝命词》、《送赵日生之桂林》、

蔡树珊的《狱中作》、覃振的《狱中赠难先》、胡瑛的《绝命词》，陈辉

的《诗一首》(“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都是气壮山河、掷地有声

的革命者的心声。林伯渠的《爱晚亭》、《郴衡道中》、《别梅坑》、《初

抵吴起镇》、《呈柳亚子先生》和他与黄右昌等故友的互相唱和之

作，也是传世佳作。其它题材的诗词佳作甚多，如黄道让、易顺鼎、

王以憨、陈锐、易君左的山水诗，向光谦的竹枝词，郭世嵌、胡翰、

黄右昌的时事诗，都有新意。常德诗词的总体水平以此时为最高，

虽时有泥古、颓废、反动之作，但瑕不掩瑜。
· 新诗作者以陈辉的成就为最大，其他较著名的有易君左、刘梦

苇、徐少保、金汉虚、萧恒斌、杨克昌、聂日鑫、邹蕴真、吴朗、文丁，

肖获等。易君左1919年在《少年中国》发表《园中看花》，为本地区

最早的新诗作者。其长诗《玉箫明月》(658行)充满对人生的浪漫

憧憬，在二十年代颇有影响。刘梦苇是新月派前期重要诗人，“三·

一八”惨案时，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寄语死者》、《写给玛丽雅》

等诗，痛斥军阀卖国，震动诗坛，有诗集《青春之花》、《孤鸿》。陈辉

的《十月》、《为祖国而歌》、《献诗——为伊甸园而歌》、《红高梁》、

《过东庄》、《守住我的战斗岗位》都是名篇。邹蕴真有新诗集《惆怅



概 述 7

集》、吴朗有《牧人底鞭》诗集，其他人的新诗多散见报刊。

， 散文：出版文言散文163卷、白话散文集15部，作者约800余

人。胡焯、陈启迈、阎镇珩、易佩绅、刘凤苞、余嘉锡、刘定范、吴恭

亨、吴俞材、申悦庐、黄爱、谢佩瑷(女)等，以杨彝珍、易顺鼎、阎镇

珩、丁玲、易君左、翦伯赞的成绩为最大。杨彝珍是与吴敏树齐名

的桐城派古文大家，有《移芝室文集》。他的《上琦善书》、《论为政

在人》等文慷慨陈词，议论精警。前者反对与英军议和，力主重新

起用林则徐抗英，认为“今英夷所畏恶，必欲以计去之者独林公耳，

而朝廷遂如其请以罢遣之，此尤事机成败、国事安危之所系”，而议

和是“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后者说，“国势之盛衰，不在师旅之强。

弱，财富之盈绌，与灾荒寇盗之有无，而在吏治之贤否”，可谓切中

时弊。阎镇珩是杨的弟子，有纠匕岳山房文集》14卷，《越游日编》4

卷，其文常熔事、象、情、理于一炉，情理交融，引人人胜，得桐城之

真谛。易顺鼎的《盾墨拾余》、《诗钟说梦》、《魂北魂东杂记》等集详

细记述了甲午战争的和台湾抗倭的经过，及他与维新派重要人物

+的交往，很有价值。吴恭亨的《庚子陷狱记》、《沪宁革命始末记》、

宋教仁的《宋教仁日记》、赵日生的《自立会纪实》、《何来保烈士传

略》、《蔡烈士钟浩传略》，蒋翊武的《武昌两日记》，都是宝贵的史料

和极好的散文，而易顺鼎的《讨日本檄文》、黄爱的《狱中寄庞人铨

书》又是正气懔然、慷慨激昂的文字。语体散文作品著名的有丁玲

《西线生活》、《陕北风光》，易君左的《闲话扬州》、《战后江南》、翦伯

赞的《日军在常德的暴行》、曾白原的《武汉一日》、金汉虚的《苗疆

纪行》、《劳蛛日记》。余嘉锡、翦伯赞在抗战时分别在南北撰写的

杨家将事迹，饱含爱国热情，也不是寻常考释文章。 j

小说：出版长篇5部、中篇12部、短篇16篇。最早写长篇小

说的是赵必振，他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撰写出版了《日本创新

儿女奇遇记》(文言)。易君左是最早的语体小说作者，处女作《烟

突》发表于1921年5月《小说月报》。成就最大的是丁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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