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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红学之“红”，乃是安顺的一处古迹，叫“红崖天书”，
又称“红岩遗迹”。在关岭红岩山，“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
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识，字若朱画，并非镌刻，岩原
剥寸许，壁画如新。”这是《永宁州志》的记载。《永宁州志》编
纂于道光十六年（1836），那时的红岩遗迹，笔画如新。光
绪二十七年（1901），永宁州官想得拓本，派工匠用桐油石
灰填糊字画四周，成其阴文拓取。后被地方人士知晓，群起
谴责，州官令人将桐油石灰铲平，致岩面铲脱一层，渐渐的
连痕迹也看不到了。这存了不知多少年的遗迹，竟然一朝
毁去，殊为可恨。现在的研究，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一些摹
本和摹刻进行。

作为一个文化遗存，红岩遗迹以其奥邃难解，透着
神秘的色彩。正如光绪间法国学者雷柏如所说：“此碑
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自清道
光年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以来，对红岩遗迹的研究
一直兴盛不衰。前几年安顺曾“悬赏”100万元求解其

意，惜乎至今没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结果。但数百年
来对红岩遗迹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相关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的收集整理，这些“衍生”成果，其价值或已超
过天书的真相本身。这个研究，可算是安顺特有的“红
学”研究了。

对红崖天书的研究，至少促进了几个方面的发展：
其一，激发了对当地少数民族古代文化的研究；其二，激
发了对古文字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其三，
挖掘整理了当地民间传说、口传文学；其四，大大提高了
当地的知名度，对发展旅游业有裨益。

有趣的是，每一种学说的提出，似乎没有让我们更
加接近真相一步，反倒增添了天书的神秘感，越发的变
得扑朔迷离。目前，影响较大的学说至少有这么几种：

第一，殷高宗伐鬼方还纪功碑。这是清人邹汉勋提
出的，他从古汉字入手，释读天书内容为：“唯踣秋，尊齿
刑威虣虐，王迺还卣方，卣旅竭稽，东蹈义皤，南囟囟。”

邹汉勋说，考此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
功之刻石，他还驳斥了当地人传说的诸葛武侯碑说。

邹汉勋生于1805年，卒于1854年。虽然才活了49
岁，成果可不得了，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中
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道光十九年（1839），应约校刊
《船山遗书》，后应聘修湖南《宝庆府志》，为海内名志，又
赴贵州，先后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五年内成
书二百三十六卷。红岩遗迹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邹
汉勋视野，离开贵州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邹汉勋释
其文意并作文记其事。

邹汉勋释红岩遗迹，依据是《古钟鼎款识》、《说文》
等书，将遗迹符号与古篆字对照而得结果，考据推演严
谨。历史上殷高宗伐鬼方，在易经里有记录，历代史家
亦多有考证，向来可能性极高。殷高宗是商朝的第二十
三位国王，开创了商朝的“武丁中兴”之盛。但鬼方在什
么地方，至今未有定论。一说在西北，大约在山西、山西
北部和内蒙古西部一带，王国维先生便持此说。另一种
说法是在西南，朱熹便持此说，邹汉勋大约也认同这种
说法，因为这正是他考据成立的历史基础。

但邹汉勋这么严密的学说，也有人不同意。任可澄
先生就提出异议，他认为：“殷器多存于今，近殷墟契文
尤可考见，迄无一合。”且“鬼方为先零羌地则与黔地悬
绝，何为纪功于此？尤迂远而不可通矣！”由此可见，任
可澄先生认为鬼方在西北一带。

第二，诸葛武侯碑。这源自当地人的传说。当地有
诸葛营、孔明塘、孟获屯、关索岭等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
传说和遗迹，于是便有人说红岩遗迹是“诸葛武侯碑”。
有人更进而据《华阳国志》所记载的，诸葛亮为夷人作图
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
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
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因此臆测
是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之遗迹。姑且不论红岩遗迹的
图符与《华阳国志》所载的内容是否吻合，单说诸葛亮教
夷人作图谱，是否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爬到这高高的
崖壁上去画。

基于“诸葛武侯碑”说的还有其他推测，一说是诸葛
亮为镇住瘴疠之气而画的符咒。明嘉靖普安州诗人邵
元善认为是诸葛亮与少数民族结盟所立下的诅咒，以誓
永不背盟。 （未完待续）

独特的安顺“红学”
□胡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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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家屯今昔
□梅士敏

我要说的肖家屯遗址，位于平坝城西蒙坝园村和
烂铺子村之间。

肖家屯又名屯坡上，坡上原来住着一户姓肖的人
家。肖家明朝时从江西迁徙而来定居于蒙坝四寨，肖
氏大家族历年来起起落落，有兴有败，但在民国时期，
出现了一位方圆上百里著名的人物——肖老帽。

肖家到肖老帽这一代，算是顶峰最发的了，传承
着老一辈留下来的祖业继续发展，确也不容易。一
开始时是竭力抵抗长毛贼的侵扰，到了国民党，各地
土匪猖獗，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穷
人家一年的钱粮常常被洗劫一空，富有的人家更是
他们绞尽脑汁洗劫的对象。肖老帽是个很有功德心
的人，见几个附近寨子的人们年年在遭受匪灾，忧心
忡忡。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肖老帽就拉人组织了
一些地方武装，和土匪抗衡，如此一来就和土匪结下
了梁子。经过反复多次大小战役，肖老帽总结了经
验，要和土匪长期斗争，须找一出易守难攻、地势险
要的地方，作为关隘。经过慎重筛选，肖老帽把地点
选定在蒙坝四寨前方的那座山上——现在的屯坡
上，小山坡脚直径大约一里半，坡度大约六十度，从
下到上接近坡顶三分之二以上时，突然四壁悬崖，陡
峭笔直，最高处约六层楼高，最低的地方也有四层楼
以上，悬崖环绕山头一圈后，在山的最顶端出现了一
片平整的地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极像了给山顶戴
上一平顶毡帽。远处望去一圈发白的悬崖就是帽
檐，现如今，上面的建筑大都被植被覆盖，露出的围
墙还依稀可见。

这就是肖家屯，是当时蒙坝四寨的前哨和护寨堡
垒。堡垒建成后，肖老帽一家搬了上去。这堡垒的建
成，让当地的百姓免去了很多次灾难，接受我采访的
肖龙理老人说，只要听到山上铜锣一响，大家就知道
是土匪来了的信号，家家户户纷纷行动起来，有的藏
牛，有的藏猪，有的藏粮，家家紧闭院门。土匪多次空
手而归，就迁怒到肖老帽的头上，土匪头目带着人就
在山下叫骂：“肖老帽！除非你不吃水！”。

其实修筑房屋时肖老帽就考虑到了，此山美
中不足的是山顶上缺水，山顶上只有一口小井是
望天落雨，天一干，水就没了，于是肖老帽就备了
一些大水缸，常常把水储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土匪在山下把守了几天，想困住肖老帽一家，让
他家因为缺水而投降，殊不知山上一点反应也没
有。又有一次，得知土匪要来围攻，肖老帽预先
叫人在附近的湾潭大河捞来几尾大鱼，养在石缸
里。土匪攻上去几次都被四面围墙上的雨点般的
大石砸下来，一时间，大石头，土炮，火管枪一起
开火，打得土匪抱头鼠串。特别是山顶的院墙
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土匪多次进
攻，都攻不进院门，土匪就在山下安营扎寨，围了
许多天，不见上面的动静，最后一天，突然见山顶
有两棵竹竿在左右摇晃，竹竿上吊着两条活蹦乱
跳的大鱼，只听肖老帽在上面喊：“龟儿子们，你
们围不死老子，要吃鱼的上来！”土匪一看，不仅
没饿死山上的人，而且他们在上面还有水养着鲜
鱼吃。没招，那群土匪就垂头丧气，收拾家伙，灰
溜溜的走了。

肖老帽一家及附近寨子的百姓们，借着这得
天独厚之地的哨所，确实过了很久的太平日子。
但是，尽管肖老帽有勇有谋，还是百密一疏，后来
肖家屯经过土匪的两次洗劫，元气大伤。不过这
两次失败，不在地形，而在于人。有一次，土匪买
通了肖老帽家的一个丫环作内应。那天晚上，那
丫环用一把点燃的香，在夜深人静时避开必经之
路，悄悄的把香一直插到山下，形成偷袭路线，然
后里应外合，致使肖家屯在劫难逃，那次山上的
肖氏一家，从长工到主人，死伤不下几十人，院门
内外血流成河，那惨状叫人目不忍睹。

往事如烟。现在的肖家屯宁静了。
在寨上，一个小男孩引我们向肖家屯的遗址攀

爬。小男孩带着镰刀，我们一路披荆斩棘，从山下到
山上，全是乔木林，林间阴郁闭日，非常凉爽，随处可
见五倍子、杜仲、何首乌、川芎等多种中草药材。多年
的石阶全被腐质落叶覆盖，踩上去软软的。石阶呈蛇
形，蜿蜒而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终于来到肖家屯的
唯一入口——院墙门，门呈椭圆形，上面杂草丛生，从
门坎开始就有四五步石阶，往上爬，爬完石阶就到最
顶上了。这时，一片约三亩宽的平地就出现在眼前，
一地齐胸的青蒿茂密丛生。从进院门的西面往东面
直走，周围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断墙，墙边还有一些多
年的柏树，茂密参天，绿荫如盖，那定是当时肖老帽修
建堡垒时种下的。

就在平地的西北角矮一些的地方，有两座青冢，
立有石碑，上面的字清晰可见，那是肖氏一门中两父
子的坟。当我走到平地最东面的边缘时，不禁愕然，
果然，此地背靠四寨，前面山下，三方足有数百亩的开
阔地带，一切尽收眼底，好一个“会当临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地势，难怪肖老帽选中这里为防守要地，简直
是一个天然的堡垒，站在上面只要往下一看，就连一
只兔子也休想逃脱。

如今，这里鸟儿筑巢，昆虫鸣叫，寒蝉凄切，青草
凄凄，两座孤冢，一并这地下的“灵魂”，仿佛像昔日的
两名卫士，将这快要被历史烟尘所掩没的遗址牢牢守
住。睁眼慢慢环顾四周，阡陌交错，万山重叠，大地一
片平静。一阵阵山风“嚯嚯”吹来，似在为当时的那些亡
魂奏响哀乐，在传送着那些凄厉而
悲壮的故事，又似在高歌如今的太
平盛世。

如今，虽然这里已不再现昔
日的热闹，但她见证了一个家族
兴衰的历史，更见证了平坝人民
面对灾难的临危不惧和智慧。

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
开始，中国这个东方巨人一
夜之间从天朝大国的位置上
跌了下来。巨人的跌倒，发
出来的声响是惊世骇俗的；
而巨人的重新站起，所耗费
的气力是难以想象的。中国
的重新站起，是几代人努力
的结果。在此，我们有理由、
也有责任坦言：中国，千万别

再跌倒！跌倒以后的巨人，直接变成了一堆任
人宰割的肥肉。

我在写这本书时，正值海峡两岸保钓情
绪高涨、日本军国主义伺机复活、周边一些
国家一些无视中国主权、挑衅中国领土行径

频发的时期，因此，我们不得不呼喊：中国，
不需要战争！但我们需要捍卫国家主权，需
要永葆世界和平！

《张有谷将军传》，就是要让人们勿忘战
争，永远记住战争对人类的伤害，记住那些
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这也许是我写这本书
的心理动因。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亲身
经历过战争，但我们都清楚的知道，战争给
人类带来的那一幕幕悲剧和灾难，是那么触
目惊心。

当我们再次回头，看看巨人跌倒以后，
中国发生的那一件件血与火的历史，我们才
深深感到：中国！我们不仅需要自身的强
大，更需要树立起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气
节和民族大义！

山 里

江 南
□吴大勇

妩媚的山里江南

七彩的花裙
都旋转到山里江南去了
清越的鸟鸣
都飞舞到山里江南去了

山里江南的妩媚之水
把春色倒映在天上
天空的霞
轻吻着粉红的花瓣

银河的水
漂洗着洁白的花蕾
冰冻的北方
只剩下一些树枝一些冷风
和一些孤独的影子

淡淡的渴望
守候着山里江南的花期

花雨中的山里江南

花雨中 你的秋波飞来飞去
越过羞涩的界线

桃花一如既往地妩媚下去
去年枯萎了今年又开放
我逃过花箭的汹涌
却躲不过羞涩的暗算

还是躺在那条船上
让美丽而丰满的桃花水
把我渡回山里的江南

梦乡 山里江南

梦里，我轻轻呼唤你的名字
江南！江南！妩媚的山里江南

我喊破了嗓子，甜甜的血
从嘴唇间涓涓溢出
犹如在姹紫嫣红的岸堤
飞飞扬扬地飘落的小雨

江南，江南，妩媚的山里江南
我昨夜被相思灌醉了
梦乡，吐你一身
粉红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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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平的记忆
□陶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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