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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月，记者从

湖南长沙东汽车站搭乘

小巴车，一个多小时的

样子，便到达浏阳市的

沙市镇。停靠的地方是

镇子上的电信公司门

口。看得出来这是一个

常用的停靠点，一下车

就有好几个摩托车主上

来揽客。因为天热，每

辆摩托车上都顶着一把

比正常的伞略长的伞，

这样坐在摩托车上的人

就全都能罩进伞里。

等了差不多 "# 分

钟的样子，陈知意骑了

辆摩托车来接我进村，

他是仁寿村昭显真人庙

的住持。

早上刚过 "点，又能听到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
“浏阳盛产鞭炮，全国都有名，

谁家买了汽车，大家去祝贺也要放鞭
炮。”陈文宫告诉我。

早晨，我们一起出发去庙里，刚
到村口，一大片的稻田闪了出来，绿
油油的。虽然今年夏天长沙一直持续
高温，但由于村子里有水库，稻田并
未旱，长得还不错。昭显真人庙的牌
坊便竖在稻田旁的小路上，两只石狮
子在牌坊前，上书一副楹联，里面交
代了村里的陈家来自河南颍川。牌坊
旁侧有一处竹林，不大，这是之前上
下横塘里的地界，记述里的陈世贤便
是上横塘里人，这个地名一直留存到
现在。

沿着路一直往上走，在一个坡上
便是昭显真人庙，那座灰色的塔就完
整地显现出来了，七层，上书“孝仙
塔”，这座塔是 #$$" 年修建而成的。
再往前走，是一株有着 %$$年树龄的
樟树，旁边是一块残存的石碑和一块
新刻的石碑。那块残存的石碑“文
革”时被毁，后来是从山上找回来
的，上面的字已经不全，根据史料补
齐后又做了块新碑立在旁边，讲建庙
的缘起。据说当年随着孝仙事迹的传
播，各处纷纷建庙，横塘这里一个叫

罗葆五的人约集汪、罗、许、邓、
朱、屈、李、陈八姓的乡贤，选定孝
仙住屋旁的山坡上建了这样一处庙。
从遗留下来的图纸看，当时的庙是三
重殿、东西厢房，比较规整。抗战的
时候，前栋被日军的飞机炸毁，后栋
在“文革”时期遭到了破坏，宗教政
策恢复后，庙宇经过了重新修复，历
经 &&年，基本恢复了原先的样貌。

大殿正中央供奉的便是陈大仙。
自 &'$年建庙时起，庙里整个的布局
就开始改。“两任巡抚给你写的楹联

不拿出来挂上，挂什么？”陈文宫回
忆，小时候，庙里的匾额很多，那时
候练字，爷爷就带他到庙里来。山西
巡抚锡良的“护国佑民”匾额，他印
象很深，字是镏金的。锡良之前做过
湖南布政司，&($$ 年护送慈禧和光
绪途中遇瘟疫，士兵苦不堪言，他便
向着陈真人的方向祈福，结果疫病消
除，后来便送了这块木质金匾。

据介绍，由于陈孝仙在当地影响
面广，在庙宇兴建之初，地方一些显
贵、名士纷纷捐匾献词，当时收了匾
额 #$ 余块、对联 %$ 余副、诗词 %)

首，后毁损殆尽。后来，庙里开展了
搜集、整理和修复工作，对尚存的牌
匾进行了修复和保护处理，对已损毁
的牌匾，择其精要，按原来格调进行
了重新制作。现在，庙里把湖南两任
巡抚骆秉章和陈宝箴的楹联刻在了大
殿两侧。骆的赠联是这么写的：上联
“至孝动苍天 经义永垂 一片斋夔符
舜德”，下联
“请封闻枫陛
丝纶特赉 千
秋昭显懋皇
仁”。陈则以
陈氏后人的身
份赠联，上联
是“江州共此
渊源 祖墓同
此阀阅 门义
均此敬恭 颖

水最钟灵 名世睪然生孝子”，下联是
“九重封其昭显 四海仰其神明 千秋
被其思泽 专祠崇享祀 焚香理合报真
人”。

为提升庙宇的文化内涵，庙里还
将历史上“二十四孝”制成图文并茂的
图片，装饰于殿堂二厢，每个下面还配
了四句诗来讲这幅图的故事，并将昭

显真人的孝亲事迹
和成仙经历用石材
碑刻嵌入墙体，希
望每位前来朝拜或
参观的人士都能受
到良好的孝道文化
教育和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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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孝子的传奇

仁寿村离长沙 )'公里，离浏阳县城也有 %'公里。这里算不
上落后，柏油路和水泥路交替出现，绝大多数的村民家里盖了两
层高的楼房，外墙上挂着空调机的也不少，而且一些人家里还买
了车。像中国大部分的农村一样，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不少，村里
也能见到中青年人，但看到的都是在带孩子。

在一个转弯处，陈知意指着远处半露出的一个灰色的塔尖告
诉我，那里就是庙！来到一所房子前，摩托车突然停下，一位穿
着橘红色 *+,+衫的老人来打招呼，寒暄两句后便带我们去厨房
吃晚饭。陈知意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他本家的兄长，叫陈文宫，
仁寿庙的庙史和其他一些基本文献的整理就是他做的，这几天就
安排我住在他家。
“我们这里传说的这个神仙就是本村人，有名有姓，族谱上

查得到。”陈文宫说普通话的时候有广东口音。原来，他 &(-(年
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之后转业到广州，上世纪 ($年代初离
休后就一年多一半时间住在村里。虽然已经 .#岁，但他精神矍
铄，思路清晰。晚饭后，他拿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重修的《陈
公昭显真人事略》，一本是他的剧本，里面有专写陈真人的《孝
仙传》还有他自己创作的其他剧本。这些都是 #$$-年昭显真人
庙建庙 &'$周年时做的配套资料。由于从小在村里长大，听老人
讲过不少关于“陈大仙”的事情，在村里又属于比较有文化
的，因此庙的文献历史的整理就请陈文宫来做。
“快到 " 点了。”陈文宫看了看表，跟我说该去看新闻

联播了，我便到书房里翻看那两本书。
《陈公昭显真人事略》是重修本，原本是四卷的清木刻

本，是&(&$年当地陈冕荣等搜集的陈真人坐化后&%"年间
所产生的文件、文章、资料，原本是庙里四处寻访在山里
一处人家找到的，有几册封面已经破了，上面还用笔勾
勾画画了不少。这套刻本里，有身着八卦服的陈大仙的
画像，有昭显真人庙的建筑样式，有陈真人成仙地祖师
岩大光洞所建庙的建筑样式，而关于陈真人到底有怎
样的事迹，《浏阳县志》中有几则记载，其中一则是这么
描述的：陈世贤，乾隆年间人。居北乡，幼孤贫，缝衣为
业，持斋善事母。母殁，约友人某同携干粮，往东乡大光
洞祖师岩，打坐岩中，三日其友饿病。贤曰，吾固知汝之未
脱人间烟火气也，乃予所携干粮与之归。贤遂坐化于此，遗
布袋刀尺其旁，至今面目如生。按俗呼陈大仙，好事者著以
冠服。相传大仙灵异能祸福人，乃祈祷纷然。

事情很简单，传说大意是说陈世贤这个人很孝顺，.岁父
亲去世后，由母亲一个人带大，家里生活清苦。他十几岁拜了罗
师傅学裁缝，勉强度日，别人请他做衣服宴请他时，他想到家中母
亲没有肉吃，便也一并辞谢，日后便终日吃素，甚至终生未娶。母亲
死后，他在坟前守孝三年，之后随友游历名山大川，寻访修行，夜梦
吕洞宾点化，回到家乡的祖师岩大光洞打坐，坐化后面目如生，就
称呼他为陈大仙了，于是就有人开始拜他祈福。

因为原书是繁体文言文，没有断句，排版又乱，研读起来很
困难。为此，庙里组织陈文宫和大家一起，对原书进行了改繁、
断句、查对纠错、增补、删减等工作，重编了《陈公昭显真人事
略》 一书，印发了 &$$$ 余本。同时，又编印了 《百善孝为
先———昭显真人事迹传记》一书，在书中附录了二十四孝、儒家
《孝经》、道家 《文昌孝经》 等有关内容。现在，这本书已印了
%$$$多本，无偿发放，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孝道文化。

一边看材料，一边听到外面不时有鞭炮声，直到晚上 &$ 点
多，还能偶尔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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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的对面是戏台，每年八月十五便会请了戏班来唱，一直延续到现在，只
是不再有那么长的周期。像其他庙会一样，从 &.'- 年到解放初期的 &$$ 年间，
孝仙庙的庙会还承担着物资交流的功能，当地有“湘乡铁锅湘阴席，醴陵瓷器平
江笠，长沙百货湘潭屐，北盛出铁器，大山人卖椽皮”的讲法。每逢庙会，周围
几十里的男女老少，拜寿看戏、卖货买货，走亲访友，特别是青年妇女，平时存
下来的一些钱此时便拿出来买针线头饰、各色花布、新式鞋袜。只是现在交通方
便了，就不开物资交流的集市了，便没有了往昔的盛况。

戏还是要唱的，前几年还一直演湘剧《孝仙传》。这部戏是陈文宫 #$$-年为
庙里义务写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剧本，“戏的主线是‘真人孝母”，都是琐事，
不是什么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戏，主人公只是一个裁缝，这个反而比较难。”陈
文宫为此还跟其他 "个人去大光洞考察过一次，洞是在半山腰，洞口很小，杂草
树丛掩着，“现在
都不好找，难想百
年前，来到这个地
方是多么不容易。”
陈文宫找出这出戏
的 /0/ 给我看，
看到兴起时，他还
会唱起来。写剧本
用了 %$ 多天，请
了浏阳市湘剧团的
人来演，前后一共
录了 &$ 天时间，
还包括 % 天的外
景。庙里还有一张
演员们扮相的合
影。

这出戏在附近
几个乡镇演了十多场，观众评价还是很高的，称赞它是道德教化的一剂良药。戏
的 /0/光碟就制作了 &$$$余套，无偿送给信士和各界人士。现在有许多信士，
在庆贺老人生日或悼念已故亲友时都会播放《孝仙传》，大家都希望通过孝仙故
事的传播，来教育感化新一代青年和社会民众。

出了庙，陈文宫又带我去看了看陈大仙祖屋的位置，那里已经是一片竹
林。房子已经拆掉了，当地住过的最后一家也搬到了临路的新宅里，竹林两
三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五六间土坯房，主人还出来给我们指了指陈大仙祖屋
大概的位置。绕出来，沿着路一直往前走，便是陈大仙双亲的墓，前几
年新修的，还盖了一座凉亭。

因为有孝仙，县里还举办过孝媳评选活动，最近的一次大概是两
三年前的事。当地在 #$&&年底组织了“沙市镇十佳敬老女模范”的
评选活动，通过推荐、筛选、公示、评定等过程，共评选出了傅洁
辉、李双玲等 &$位孝敬公婆、友好邻里的“十佳模范”，并以党
委、政府的名义进行了表彰。这个活动的举办，使孝顺长辈的良
好风尚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褒扬，孝道文化得到了深入传承和
弘扬。这样的做法还引起了良好的共鸣，有几个乡镇前来学习
取经，准备举行类似的活动，以此弘扬良好的道德风尚。

孝于亲是感恩，孝于众是慈悲，孝于国是忠义。庙里还开
展了许多扶助孤老的活动，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温暖的同
时，也为社会敬老、爱老、养老做出好榜样。多年来，庙里
每年都要不定期邀请全村 )$ 岁以上的老人来参加关爱活动，
并发放纪念品；每年春节的时候，都要对邻近乡村的孤寡老
人和有子女、但十分困难的老人上门慰问、救济，并组织一
些热心敬老的信士义工帮助他们清洗衣被、打扫卫生。每年，
庙里用于敬老
的扶助资金都
达到了 ' 万元
以上。
因为庙里的

带头作用，昭显真
人的孝道精神得到了
弘扬，地方上一些学校
师生和青年妇女组织也

纷纷效仿，在逢年过节的时
候纷纷开展了许多孝敬老人的
活动。目前，镇上还形成了家庭孝
老、社会敬老、政府安老的新的社
会养老模式。

快到晌午了，太阳越来越
晒，农田里下地的人们也已经收
工了，来打稻谷的机动三轮车开
进村子，播放着《世上只有妈妈
好》的背景音乐，和着孝仙庙的
鞭炮声，在村子里飘飘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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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敬老模范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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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邻传承孝文化

孝仙父母的坟

祭拜的人们

仁寿庙前的碑

大殿

供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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