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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地先贤

“老表”一词成为“江西人”的特定称谓，不知始于
何年。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江
西老表”，让“老表”成为一个“热词”，也成为“江西人”
头上的桂冠。然而，“老表”一词究竟如何得来、又如
何专以冠名“江西人”，坊间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说法
和道理，至于标准答案，反而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南怀瑾先生考证“老表”一词时曾说：“又如江西
人称‘老表’，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其由来是古时候
战乱，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许多年后，后代子孙
回江西扫墓，认出是表亲关系来，而成老表。”笔者认
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问题，江西人的“表亲”关系，只
是一些特殊时节（令）“走动”，或婚丧嫁娶，或科举升
迁，或华居生诞，甚至“中元”节“送寒衣”（俗称“烧衣
纸”，仅限送当年逝者）等，决不会在“冬至”或“清明”
这两个重要时节来“走动”进行扫墓，扫墓属于宗族祭
仪范畴，不可能扩大至“表亲”层面。如《宋元学案》卷
八十（“鹤山学案”）云：“祭非正主，则不厌不蝦，不旅
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则不得与于祭。”所以，即便是
那些“填湖广”移迁的“老表”回江西扫墓，笔者认为只
能是“宗亲”，而不太可能是“表亲”。

尽管如此，目前学界有关“老表”称谓的来历，仍
有多种说法。一见“图腾说”，来源于“华表”，“表”指

“木”，“老表”是图腾表柱的土俗语，在江西族群中的
留有远古记忆；二见南怀瑾的“表亲”说；三见“老乡”
说，源于赣南客家，从粤东迁来的广东人称当地人为
老表，即老乡；四见“罗盘”说，宋元以来江西看风水人
多，风水术士必带“罗盘”，外地人称“老表”；五见“道
士”说，宋《亢社锦语》中称和尚为“光表”、道士为“老
表”，此为当时俗称；六见“皇恩”说，明代开国皇帝朱
元璋为感当年江西余干百姓救护脱险之恩，许诺江西
人以“老表”相称。

值得重视的是，南怀瑾先生“表亲”说里，提及江
西后裔回来“祭祖”，按《仪礼》的墓葬规矩，墓前立有

“华表”（木）用于彰显与守制，民间通常称“老表”。据
《读礼通考》卷九十九载“《续齐谐记》张华为司空，于
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为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
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司空邪？’华表曰：‘子之
妙解，无为不可……亦当深误老表。”《骈志》卷十四也
有载“狸误老表”。“老表”与“斑狐”的故事详见晋干宝

《搜神记》卷十八。因此可知，按仪礼规矩言“江西老
表”，属于迁徙湖广的江西族人对江西本土地同姓同
宗同族“正主”先贤（王者级别）墓前“华表”的通俗化
尊称，前提是以“华表”为母题的这个推论成立。

我个人以为，图腾说即“华表”论是站得住脚的，以
祭仪礼俗衍绎而来，符合中国传统礼仪习惯。从训诂
学角度上讲，“老表”二字，类同“老华”“老庚”等均属固
定用法的偏正词组。“老”字解释，按今人理解有“相同
的”“关系亲近的”等双重含义。而“表”字，《康熙字典》
有释为“立木为表，表其位也”，这就是“华表”。

“华表”最早的作用是设在宫殿、陵墓等大建筑物
前面做装饰，最初为木质结构，顶端横木相交，有如花
形的巨大木柱，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路径标示等，东
汉时开始用石柱结构。可以看出，“华表”是代表一定
等级观念仪礼体制的呈现，白居易贬谪九江时曾作诗
云“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则知唐代江
西郡县城门就有伫立“华表”的礼仪形式。南宋时抚
州知府方岳有诗云“华表自旌新进士，废人并起耽浮
屠”，则知宋代有将新科进士刻记在郡县“华表”的习
俗，这种风尚一直流行至清代且有发展，说明清乾隆
间已出现“华表”刻题乡贤名录于“坊”里的风俗。

正因为此，“华表”成了家族迁徙或子嗣传承的一
件重要凭记。科举鼎盛的江西家族，在元末明初迁徙

“填湖广”时，必定会带上镌刻乡贤功勋名录的传家宝
“华表”，而当后裔子孙回江西寻根问祖、清明祭奠之
时，江西老族本土的“华表”，就成为他们认祖归宗的
重要法典和凭籍，所谓“华表记千年”（张九龄诗），查

“表”上姓氏及先贤名录信息，就成为认祖归宗的重要
依据。

明人徐舫《桐君山》有诗云：“县近故庐堪认姓，鹤
归华表自呼名。”元末隐士丁宗启也有诗云：“当年一
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等，家族的认同归于一

“华表”，而对于离乡背井的子孙后裔来说，在江西原
乡本族老家的“华表”上找着自己的“姓”与“名”（又称

“表字”），是何等的狂放喜悦和自我慰藉。因此，笔者
认为，“江西老表”的含义，在这里就具有了双重意义，
一是指江西原乡老家本族的意思，二是指登科致仕被
刻录华表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为“江西老表”
的内涵与由来，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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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江西老表”
□ 章军华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元和五年（810年）
夏天，诬告这条毒蛇再次游向长安，“告丹不法，诏
丹解官待辩”。虽然真相最终水落石出，诬告者被
认定全部是不实之词，但遗憾的是，韦丹已经不幸
于这年八月六日病故，身后萧然，“家无剩财”。次
年，赣江爆发百年难遇的滔天洪水，江水被挡于大
堤之外，看着滚滚浊浪，城墙上的洪州百姓情不自
禁地思念起一代廉吏韦丹，许多人忍不住流下热
泪，感慨道：“无此堤，吾尸其流入海矣。”

若干年后，唐宣宗李忱读到
《元和实录》关于韦丹政事卓然的
记载后，向时任宰相周墀问道：

“元和时治民孰第一？”周墀回答
说：“臣尝守江西，韦丹有大功，德
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
忘。”唐宣宗又问：“丹有子否？与
好官。”乃拜其子韦宙为侍御史，
三迁度支郎中。

与韦丹同时代的韩愈后来出
任袁州（今宜春市）刺史，有感于韦
丹在江西一心为民的事迹，写下

《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详细记

录了韦丹“慊慊为人，矫矫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
完”的一生。晚唐杜牧在南昌任职时，亲身体验到洪
州百姓对韦丹的感情，尽管时过境迁近二十年，“稚
老歌思，如丹尚存”，感动之余，诗人撰写了《唐故江
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赞美韦丹造福赣鄱百
姓的丰功伟绩。

其实，像许多文官一样，韦丹内心渴望过上一
种山水田园、闲云野鹤的生活。这一点，从他遗世
的两首诗歌中可窥一斑。一首是《思归，寄东林澈
上人》：“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
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一首是《答澈公》：

“空山泉落松窗净，闲地草生春日迟。白发渐多身
未退，依依常在永禅师。”两首诗歌，都是韦丹写给
云游东林寺的高僧灵澈的，二人交情甚笃，经常写
诗唱和。不过，灵澈并不支持韦丹归隐五老峰的想
法，直接回了一首《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闲
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
何曾见一人？”一语成谶，视为官如“为人父母”的韦
丹，终究无法放下一颗人间烟火心，一生没能摆脱
仕途的挣扎与困惑。

千年时光如花开花落，赣地防汛治水的脚步从
未停滞。我们不能忘怀，始终秉承“忠君爱民、为政
以德”的韦丹曾经为江西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做出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追思先贤、铭记美德，最好的方
式便是手执玫瑰，日久生余香。

赣江清流如故。武阳渡口物是人非。一切，愿如
清代诗人王士祯所言：“他年韦丹碑，会见留江皋。”韦
丹这个名字，将永远镌刻在赣鄱大地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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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丹（753年-810年），字文明，京兆郡
万年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系唐
朝循吏、水利专家，郧襄公韦孝宽六世孙，
赠州刺史韦政之子，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是
他的外祖父。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正月，韦丹任
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统揽江西境内
所辖洪州、虔州、饶州、吉州、江州、信州、抚
州、袁州八州三十八县政务，可谓一方大
员。

汉代初年建城的洪州城原为土城，位
于今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黄城村一带。
唐代初期西迁，临赣江、抚河。

韦丹抵达洪州后，见惯长安通衢大道、
楼台大屋的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王勃
笔下盛赞的“洪都新府”，此时“屋舍以茅竹
为俗，人火之余，烈日久风，竹戛自焚，小至
百家，大至荡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
水夹攻，人无固志，倾摇懈怠，不为旬月生
产计。”

面对棚屋杂乱、沟汊交错、小丘起伏、
俨然乡野大村庄的洪州，韦丹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大刀阔斧，开始重新规划这座城
市，很快启动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杜牧在《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
遗爱碑》中记述，韦丹“教人陶瓦，伐山取
材，堆叠亿计。人能为屋，取官材瓦，免其
半赋，徐责其直，自载酒食，以勉其劳动。”
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意是，韦丹请来制瓦
的师傅指导洪州人制瓦，教洪州百姓建造
瓦房，并规定，凡是有能力建造瓦房的，可
以到官府领取建材，免除一半赋税，官府
还以成本价将物资赊账给居民，可慢慢
还，不催账。

令人赞叹的是，韦丹十分关注在外流
浪的百姓，由官府筹资建房，随时欢迎游子
回乡入住；对于无力建房者，官府予以资
助，解决其后顾之忧。

通过官府大力扶持，洪州城的重建艰
难起步，蹒跚前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凡
为瓦屋万四千间，楼四千二百间，县市营
厩，名为栋宇，无不创为。”韦丹还“复作南
昌县”，将南昌县衙从城外迁入城内，并且

“别命置南北市，营诸军”。洪州开始有了行政区、居民区、商业
区的划分，街道纵横交错，南北七里，涵道布局科学，亭台楼阁错
落有致，整个城池扩大了一倍。引进先进的种植、纺织技能，移
风易俗，开启民智，一项一项举措，使洪州迸发出无限活力，短短
几年，便甩掉落后、贫穷的帽子，一跃成为江南第一都会。

杜牧后来评价说：（韦丹）于洪之功，洞无千古。洪州，开始
有了都市模样。百姓，开始有了青砖瓦房。楼台上，歌之舞之，
赞美这如同浩荡阳光一般的日子。

赴任江西之前，已经五十五岁的韦丹担任着晋州刺史、晋慈
隰三州观察防御使一职，被封为武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他
完全可以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日子。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韦丹向唐宪宗上书，认为国家给予自己高位厚禄，三州又非要害
之地，不足以尽职，希望能够准允他调任不发达的江西。

虽然浸淫官场日久，可是韦丹依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风
骨。单枪匹马进入吴头楚尾的江西后，他立即对官场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雷霆出击，整肃风气。

据韩愈所撰《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记载：“公既至，计口
受俸钱，委其余于官。罢八州无事之食者，以聚其财。”韦丹一改
以往官员按职务领取薪水的规定，要求按照官员家庭人数的多
少发放俸禄，对多余部分悉数充入国库。为了防止“雷声大雨点
小”，他带头遵行，抓好落实。同时，毫不留情地清理那些吃空饷
的官员，削减那些懒政怠工的官员，他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全部用
于城市建设和改善平头百姓的生活。

无疑，韦丹的所作所为掀起了惊涛骇浪，整个江西官场如同
大地震一般。向朝廷弹劾者汹汹，联手叫阵掰手腕者势众，谩骂
者、威胁者、诬陷者、示威者哗然于州县。然而，铁血丹心的韦
丹，迎着如雨矢石，无畏无惧，将改革进行到底。

江西自古为鱼米之乡，洪州设有多个粮仓，以备不时之需。
《新唐书·循吏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偶然间，韦丹查出一
名主管粮仓的官吏在十年间“亡三千斛”，不由震怒，下令抄没其
家产，从中得到一本账册，竟然“乃权吏所夺”。韦丹火速召集所
有涉案的高级官员，明明白白告知：“若恃权取于仓，罪也，与若
期一月还之。”众人汗湿三重，纷纷低头认错，无不在第一时间归
还不义之财。

韦丹治理江西三年，是赣鄱大地滋润的三年，百姓真正过
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推进，既解决了洪涝
隐患，又保证了农田灌溉无
虞，为江西的社会发展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航运、木业
空前发达，冶炼、陶瓷业风生
水起，江西每年通过漕运输送
的大米，仅仅给渭桥仓便达到
一百二十六万石。韦公堤也
成为南昌的游览盛景。明代
欧大任在《春日豫章游览》中
写道：“章江门外江水西，南浦
亭前春日低。桂楫兰桡姿容
与，晚风摇过斗门堤。”

南昌多水，诚如《滕王阁序》中所言，“襟三江而带五湖”，每逢雨
季，赣江、抚河水位上涨，阡陌变成泽国，洪州城饱受洪涝之苦，有民
谚称：“倒了鱼尾闸，淹掉佛头塔。”韦丹在城里疏通下水涵道，大力
疏浚东湖，遍植柳树，解决了市内“洪泥泛市中，万室无闸门，悬釜作
楼居，率自当屋处”的困境，实现了“人去渫污，气益苏”。他同时组
织力量实施一项惠民千年的水利工程——于赣江险段修筑长达十
二里的防洪大堤，挖陂塘五百八十九处，可灌溉良田一万二千余
亩。这条长堤，也即是南昌人后来口耳相传的“韦公堤”。

那么，“韦公堤”原址到底在何处？明代万历年间的范涞在《南
昌府志》中称，“十二里堤”在“郡城西南，唐刺史韦丹筑”。明末清初
的南昌名士陈宏绪在《江城名迹》中称“在郡城西南斗门外，汉太守
张躬筑堤扞江（赣江），唐刺史韦丹重修，亦名韦公堤。”《明一统志》
载：“东湖，在府城东南隅，周广五里，旧通大江。汉太守张躬筑堤以
通南路，谓之南塘。唐刺史韦丹开斗门，以接江水，俗呼谓南塘塍。”
南塘是南昌城最早的地名之一。

汉唐时期，抚河并不流经南昌城章江门外。《水经注》记载：“旴
水出南城县，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由于明朝中期抚河改
道，由章江门入赣江，韦公堤逐渐变迁，化身为街道民居。其遗址大
致在原明代章江门至进贤门之间沿赣江一带。学者邵百鸣便持这
一观点。笔者为此多次深入这一带考察，基本可推断沿蓼洲街、南
城仓街、里洲街、进贤仓巷、十字街等一带是韦公堤范围所在。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今日的富大有堤是唐时的韦公堤。其实，
当年的洪州城较小，这儿是赣江的下游，为沙洲洼地所在，常常用于
蓄洪。据明代张元祯《富大两圩碑记》载，嘉靖年间的南昌知府祝瀚
眼见赣江时常淹没城北的农田，便“会役不下十余万工，散谷不盈七
千余石”，修筑了富有、大有二堤，蜿蜒三十余里。祝瀚所为，乃解决
百姓的良田之虞。而韦丹治理赣江，则是保护洪州安危，韦公堤在
城西南更为合理。

不管如何，千年前的韦丹有许真君之风，俨然当世大禹，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投入洪州府乃至江西全省的水利建设，“凡三年苦心，去
千岁大患，兼之灌溉种莳，丰其衣食。”他经常微服私访，深入乡野民
间考察社会风情，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这一天，韦丹来到洪州城外南部的抚河边，发现这一带河道宽
阔、水流湍急，普通的小船无法平安渡人，当地的百姓无奈之下，只
能绕远路过河往返，极度不便。凝视着汹涌的波涛，听着孤鹜凄清
的鸣叫，韦丹的心无比沉重。他带着随从，沿着抚河走了多个来回，
反复勘测探讨，决定由官府出资建造大型渡船，设立专门渡口，每天
免费为两岸老百姓提供摆渡服务。消息传出，抚河沿岸百姓奔走相
告，一片欢腾。

时间河流带不走那些一心为民的贤者，为了纪念韦丹，百姓们
以其封号“武阳郡开国公”命名此渡口，叫“武阳渡”，随着渡口日益
繁华，渐渐形成集镇，这便是南昌县的武阳镇。

作为南昌市城南抚河要津，武阳渡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吟
咏。南宋洪州新建诗人裘万顷在《武阳渡》中写道：“一舟小如叶，
横在波涛中。纷纷川上人，欲渡愁北风。有帆天际来，渐近葭苇
丛。寄声与问讯，恐是陶朱公。”宋末时期的东乡诗人艾性夫有同
题诗道：“空蒙水气湿溪烟，闪烁沙星照客船。一片西风吹酒醒，秋
容多在雁云边。”自嘉熙元年（1237年）任袁州知州始，福建莆田诗
词大家刘克庄在江西待了三个年头，多次经过武阳渡，写有《归至
武阳渡作》：“夹岸盲风扫楝花，高城已近被云遮。遮时留取城西
塔，篷底归人要认家。”

洪始有居洪始有居
人始歌舞人始歌舞

训劝守吏训劝守吏 勤勉为治勤勉为治

筑韦公堤筑韦公堤 设武阳渡设武阳渡

他虽出身官宦世家，却
从不追逐名利，是一位清
正、廉洁、贤能的官员。

他公心至上，勤勉自
律，以民生为己任，与其说
他是“治民第一”，不如说他
是“为民第一”。

他组织民众在赣江筑
堤十二里，抵御洪水，被称
为“韦公堤”，是南昌治水史
上著名的民心工程。

他还在抚河建义渡，方
便两岸百姓往来，被称为

“武阳渡”。
他离任后的第二年，赣

江发洪水，“江水平堤，老幼
泣而思曰：‘无此堤，吾尸其
流入海矣”。

主政江西三年多，他整
顿吏治，改善民生，建城筑
路，兴修水利，发展贸易，使
洪州成为彼时的江南一大
繁华都市。

他就是被世人称颂的
唐代洪州（今南昌）刺史、江
南西道（今江西省）观察使
——韦丹。

□ 彭文斌

德被八州德被八州
老幼思之老幼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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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古时的城廓图（模型） 记者毛江凡摄

今日南昌一江两岸俯瞰图今日南昌一江两岸俯瞰图 王王 祺祺摄摄

祠堂是老表们认祖归宗的纽带 云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