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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渣江地区的春社为研究对象ꎬ从渣江春社的历史渊源及社会环境、渣江春社与庙会的历

史关系、渣江春社的基本情况及特点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渣江春社的历史价值ꎬ认为:渣江春社是湘南地区中华民族传统习俗

的活化石ꎬ对渣江春社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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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衡阳县渣江地区的春社习俗延续至今ꎬ
是南方地区特别是湘南地区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活

化石ꎮ 如今当地民间依然保留着每年农历立春后第

五个戊日开始长达一个多月的春社活动ꎬ尤其以农

历二月初八日的传统庙会为盛ꎮ ２００２ 年ꎬ中央电视

台经济频道«金土地»栏目和«湖南卫视»专门拍摄

了渣江春社民俗活动ꎬ称之为“盛大的乡镇文化庙

会”和“中国农村世博会”ꎮ 对于其源流、特点、意义

的研究ꎬ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ꎬ是为

了唤起人们更好地热爱祖国、热爱家乡ꎬ“记得住乡

愁”ꎮ

一　 渣江春社的历史渊源及社会环境

(一)春社是最为古老的汉族传统民俗节日之

一ꎬ起源于商、西周时期ꎬ主要用于祭祀土地神ꎮ 春

社的时间一般为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ꎬ约在春分

前后ꎬ但在汉族民间也有二月初二、二月初八、二月

十二、二月十五之说ꎮ 春社在甲骨文中就有相关的

记载ꎬ距今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ꎮ 中国古代的社

日节一年两次ꎬ分为“春社日”和“秋社日”ꎬ春社祈

谷ꎬ祈求社神赐福、五谷丰登ꎮ
“社”ꎬ古指土地神ꎬ«白虎通义社稷»记载:

“人非土不立ꎬ非谷不食ꎬ土地广博不可一一敬也ꎬ
故封土立社ꎮ”以后为便于祭祀土地神ꎬ二月“春社

日”是春季祭祀社公“土地神”和五谷神的节日ꎬ又
称中和节ꎬ据«太平广记»记载:“村舍作中和酒ꎬ祭

勾芒种ꎬ以祈年谷”ꎬ寄托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祈求ꎮ
(二)渣江是衡阳市西乡一座古老市镇ꎬ历史上

为重安镇ꎮ 坐落于衡阳市西北部 ４０ 公里的蒸水与

柿竹水的汇合处ꎮ 原辖三湖、石市、盐田、甘泉、赤
石、官埠、鼓峰、渣江等 ７ 乡 １ 镇ꎬ１９９２ 年撤区并乡ꎬ
行政区划才调整为现在的渣江镇ꎮ 但其历史文化仍

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ꎮ 尤其是习俗民风ꎬ更是

源远流长ꎬ浑然一体ꎮ 汉武帝时ꎬ置钟武县ꎬ属零陵

郡ꎮ 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 ６５ 年)ꎬ以钟武县授

封长沙王刘附朐之子刘度ꎬ改为候国ꎬ建钟武城①ꎮ
钟武故治遗址ꎬ在渣江镇西北 ２ 公里处的福城村ꎬ现
有古碑、古城墙残存ꎮ 孙坚为长沙太守时ꎬ曾破区星

于此②ꎮ 汉顺帝永建三年(公元 １２８ 年)更钟武为重

安ꎬ吴孙亮更重安为临蒸(以县临蒸水得名)ꎬ县治

均在钟武故城ꎮ 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１７５５ 年)在渣

江设县丞公署ꎬ清末民初ꎬ改设渣江司ꎬ辖衡阳西北

两乡ꎮ 时设文武两衙门ꎬ文官衙门遗址在现渣江镇

政府所在地ꎮ 武官衙门在小对河ꎬ遗址在现渣江镇

人民医院[１]７４ꎮ
(三)渣江宗教场所较多ꎬ仅镇上就有寿佛殿、

太平寺、目莲庵、观音阁等四座佛教寺院ꎮ 小对河有

道教场所圣寿宫ꎬ规模较大ꎮ 距渣江 ２ 公里的福城

寺的大雄宝殿ꎬ两廊为十殿阎罗ꎬ塑像栩栩如生ꎬ
«中国美术史»有记载ꎮ 距渣江五公里的般若庵ꎬ香



火极盛ꎬ传说用“千人锅”煮饭[１]７５ꎮ １９８８ 年ꎬ渣江

镇南 ２ 公里处的赤石村小鸡岭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青

铜器提梁卣ꎬ以及系列青铜器ꎬ有力地证明了渣江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ꎮ 诞生在渣江这片土地上的

清中兴四大名臣———梅花圣手彭玉麟、清末民初书

画大师曾熙ꎬ更是渣江人文鼎盛的代表ꎮ
(四)时代变迁ꎬ渣江古镇的街巷格局及肌理却

基本上完整保存下来ꎮ 解放前的渣江镇ꎬ按照行业

分为 ５ 类ꎬ称为一、二、三、四、五个柱子ꎮ 后改为天、
地、元、宇、鸿 ５ 个字号ꎮ 当地人现在还习惯称柱子ꎬ
比如说“住在头柱街”ꎮ 当年ꎬ头柱是烧纸行ꎬ有 ３０
多户打纸ꎬ建有烧纸庙ꎬ立有蔡伦公ꎻ二柱以经营布

匹绸缎为主ꎬ也有卖南杂百货的ꎻ三柱经营金银首

饰ꎬ还有 ３６ 家酒铺ꎬ立有杜康公ꎬ按各家自报坛口纳

税ꎻ四柱是屠宰行ꎬ立有张飞公ꎬ天天杀猪卖肉ꎬ热闹

非凡[２]６６ꎮ 春社的主要场所寿佛殿在五柱子ꎬ胡氏

宗祠隔壁ꎬ殿的对面是渣江戏台ꎮ 春社活动就是以

寿佛殿、戏台为核心举办的ꎮ

二　 渣江春社与庙会的历史关系

渣江春社活动由三个部分组成ꎬ即“赶八”、“赶
社”、“赶戊”ꎬ由最初的祭拜土地神逐渐演变为祭拜

本土的寿佛ꎬ逐渐演变为庙会ꎬ庙会由社祭演变

而来ꎮ
“社日”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崇拜ꎬ集中表现为

一种年度周期性的公共区域信仰传统ꎬ即对于土地

神的崇拜ꎮ «周礼订义»:“春祭社以祈膏雨ꎬ望五谷

丰熟ꎻ秋祭社以百谷丰秸ꎬ所以报功ꎮ” [３] 两社除了

祭祀功能以外ꎬ逐渐形成春社为交换农具种子之期ꎬ
秋社为交换五谷产品之期ꎮ 春社因为农事尚未开

始ꎬ人们有精力余暇参与ꎮ 而秋社正值秋收之际ꎬ人
们忙于收割ꎬ秋社逐渐由“尝新”习俗替代ꎬ渐渐停

顿ꎬ至今鲜见ꎮ 清康熙«衡州府志»记载:“社日ꎬ守
令祠社神以祈谷ꎮ” 清乾隆 «清泉县志» 载: “(社

日)ꎬ官祀社稷ꎬ以祈谷ꎮ 农人于(立春)后即禁戊不

以金犯土ꎬ过社再阅一戊乃止ꎬ报土以祈年也ꎮ”无

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ꎬ都建立起祭祀社神的场所ꎬ届
时进行祭拜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ꎬ原始

的自然崇拜逐步演化成为人格化的神灵与具体的历

史人物联系到一起ꎮ
“庙”与“会”的连用ꎬ最早见于«论语先进»

“宗庙会同ꎬ非诸侯而何” 一语ꎮ «后汉书张纯

传»:“元始五年ꎬ诸王公、列候庙会ꎬ始为祀祭ꎮ”这

是庙会一词最早的文献资料ꎮ “在漫长的远古社

会ꎬ庙会和崇神是一体的ꎮ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以及

人们对于生存的渴望ꎬ这个时期庙会的经济功能没

有显现ꎬ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帮助人们生产收获的功

能ꎬ人们祈求神灵ꎬ祈求风调雨顺ꎬ农业生产丰收ꎮ
一直到商周ꎬ庙会都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ꎮ “周
代ꎬ王为群姓立社ꎬ称为太社ꎬ自立为社ꎬ称为王社ꎻ
诸侯为百姓立社ꎬ称为国社ꎬ自立为社ꎬ称为侯社ꎻ百
姓二十五家为里ꎬ里各立社ꎬ称为民社或里社” [４]ꎮ
«明会典里社»记载:“凡各处乡村人民ꎬ每里一百

户内立一坛ꎬ祀五土五谷之神ꎮ” “每岁一户轮当户

首ꎬ常用洁净坛场ꎮ 遇春秋二社ꎬ预期率办祭物ꎬ至
日约聚祭祀ꎮ 其祭用一羊、 一豬、 酒果香烛随

用” [５]ꎮ
“寿佛确有其人ꎬ唐代郴州程水乡人ꎬ姓周氏ꎮ

«清泉县志»有传”③ꎮ 清康熙«衡州府志»卷二十三

亦有记载ꎮ 农历二月初八ꎬ相传为寿佛老爷生日ꎮ
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日子ꎬ汇集在一起祭祀寿佛ꎬ烧香

拜佛ꎬ搭台唱戏ꎬ交流物资ꎬ形成庙会ꎬ俗称“赶八”ꎮ
历史上除了 １９４５ 年ꎬ因日本军队驻扎在距离渣江

１４ 公里的台源寺ꎬ为防止日本兵趁火打劫ꎬ时任衡

阳县长王伟能亲自率领军队用机关枪封锁路口ꎬ不
准人们“赶八”以外ꎬ余无间断ꎬ沿至今日ꎮ 渣江的

“赶社”ꎬ由于活动丰富多彩ꎬ交易旺盛ꎬ逐渐发展为

赶六戊、七戊ꎬ有时候还赶到九戊(末戊)ꎮ １９９１ 年

就是如此ꎮ 每戊十天ꎬ即每十天赶一次戊ꎮ 社日农

历中无定期ꎬ视立春迟早推算而定ꎬ一般“赶八”在

“赶戊”以后ꎬ但是也有例外[２]６７ꎮ

三　 渣江春社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春社举行的主要场所

寿佛殿地处渣江镇南正街红星路老 ２６ 号(原
渣江镇五柱街)ꎬ建殿时间为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 ２
月ꎬ古衡阳县县志和南岳佛教协会均有记载ꎮ 佛殿

建筑占地面积 ５００ 余平方米ꎬ主建筑面积 ４００ 平方

米ꎬ耳房 １００ 平方米ꎮ 佛殿共有三进三横ꎬ前面是正

殿大厅ꎬ供奉人神佛祖 ６０ 多位ꎬ佛殿门前有一对一

米高宽青石狮ꎬ殿前右侧有耳房数间ꎬ是供和尚、道
士居处ꎮ 前厅中央是主殿ꎬ寿佛老爷坐中ꎬ两边是一

对金官护神ꎬ左右两侧是十八罗汉ꎬ楼上有二十四位

朱点神灵ꎮ 寿佛老爷高 １.６ 米(坐佛)ꎬ金官佛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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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立佛)ꎬ三尊佛均重 ２００ 公斤左右ꎮ 罗汉菩萨高

８０ 公分ꎬ朱点菩萨高 ７０ 公分ꎬ均属立佛ꎬ所有佛像

由上乘高质香木料精雕细刻而成ꎮ 中间后方有个戏

台ꎬ作为民间佛教圣徒还愿戏剧演出场所ꎬ此殿周围

由青砖砌成ꎬ中间及前方由六根红石石柱组成ꎬ所有

建筑均由木料雕刻而成ꎬ最后是佛殿香房ꎬ当时佛殿

造型非常美丽壮观ꎬ建筑高 １３.３ 米ꎬ右边紧挨渣江

药材加工ꎬ左边紧邻刘姓住户ꎮ 佛殿已有 １８８ 年历

史ꎬ当时殿内香火旺盛ꎬ凡邵阳宝庆方向去南岳进

香ꎬ须经渣江ꎬ寿佛殿是他们南岳进香的第一站④ꎮ
据当地老人回忆ꎬ当年寿佛殿大门上方悬挂着书法

家曾熙书写的“宏盛且化”木匾ꎬ此项真实性尚需进

一步考证⑤ꎮ
(二)春社的组织机构

渣江春社属民社ꎬ由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ꎮ 渣

江春社的组织者叫“灯公”ꎬ亦称“社公”ꎮ “灯公”
本来是元宵节耍灯的组织班子ꎬ因为“灯公”也是由

老街上的商号店铺老板们即各柱柱头“承头”ꎬ有财

力、人力、号召力ꎬ有相对固定的办事班子ꎬ所以“社
公”与“灯公”基本上是一套班子ꎮ 各柱派出管理人

员称“执事”ꎬ派出的勤杂人员叫做“跑堂”ꎬ记帐人

叫“经管”ꎬ寿佛殿的住持参与“为事”ꎬ地方上的“好
佬”充当“主事”ꎬ维护秩序ꎬ调解纠纷ꎮ 这样的组织

架构ꎬ体现了典型的乡村自治形态ꎮ “承头”的“灯
公”既是春社仪式中的总领袖ꎬ又属于各乡村的精

英阶层ꎬ往往掌握着春社活动的实际权力ꎮ 各柱的

“执事”是领导班子成员ꎬ在春社仪式中分工不同ꎬ
各负其责ꎮ 他们在每年春社的前一段时间就要开始

筹划具体事宜⑥ꎮ
(三)春社活动核心———祭祀及“打铁花”
渣江春社当天一大早ꎬ各柱代表按照事先排好

的顺序依次进入正殿ꎮ 正殿正中是寿佛雕塑ꎬ像下

是供桌ꎬ桌上供檀香一炉、烛台一对ꎬ上插红蜡烛ꎮ
太牢(猪、牛、羊三牲ꎬ有的说是肉、鱼、鸡)用粗瓷碗

盛着ꎬ斋粑、供果用磁盘装好ꎮ 凿好的纸钱若干ꎬ米
一盅ꎬ酒一壶ꎬ用三个酒杯盛满ꎮ 烧酒、湖之酒都可

以ꎮ 主祭在渣江又称“家祭师傅”ꎬ由德高望重有影

响力的人物担任ꎮ 一般由各柱柱头也就是庙会活动

“承头”轮流担任ꎬ也有请还乡的地方上在外地做官

或者有名望的人士出任ꎮ 据当地老人介绍ꎬ渣江鼓

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梁栋、国民党中将王况裴都受

邀主持过祭祀仪式ꎬ并且为时任“曾知事”禁止庙会

耍灯引发的纠纷做过调解⑦ꎮ

每年二月初七日夜ꎬ为给寿佛老爷暖寿ꎬ渣江的

民众集中到寿佛殿坪里看打铁花ꎮ 白天在寿佛殿祭

祀寿佛爷ꎬ晚上铁作行业在殿门口戏台前举行的

“打铁花”成为重头戏ꎬ后来圣寿宫也参与进来ꎮ 长

期以来ꎬ五金行业(金、银、铜、铁、锡)的工匠与道教

同奉一师祖———太上老君ꎬ可称得上师兄弟ꎮ 打铁

匠与道士们到晚上拿出了他们的绝活“打铁花”(花
谐音发ꎬ是吉庆话语)ꎮ 打铁花就是用铁水打花ꎬ先
将废铁熔化成铁水ꎬ用浸湿泡透的木勺ꎬ舀起一勺熔

化的铁水ꎬ向空中抛去ꎬ顿时火星漫天ꎬ灿烂夺目ꎬ类
似现在的放焰火ꎮ 铁水抛得越高ꎬ火星洒得越耀眼ꎬ
人们欢呼声越响亮ꎬ观看的人就越多ꎮ 相应的打铁

水的工匠和技师劲头就越足ꎬ铁水就抛得更高更宽

广ꎬ场面就更热闹⑧ꎮ 打铁花成为渣江春社的重要

特色和看点ꎮ
(四)春社活动高潮———社戏及“对台戏”
社戏本是专在社日之时演出的戏剧ꎬ最初是娱

神敬神、酬神祈灵的内容和手段ꎬ后来逐渐成为神人

共娱的传统节目ꎬ神圣性的戏剧展演逐步转变为世

俗性的娱乐表演ꎮ 社戏作为社日的重要内容ꎬ不仅

具有程式性、模式化的特点ꎬ而且集中体现了社日活

动的全民性和狂欢性ꎮ 渣江春社的社戏就完整呈现

了这些特点ꎮ
渣江寿佛殿的对面建有戏台ꎬ工艺精湛ꎬ独具匠

心ꎮ 台上出马门上书“出身好”ꎻ进马门上书“结局

高”ꎮ 前柱对联:“嬉笑怒骂皆文章何须翻人物类

撰ꎻ英雄儿女空色相即此是今古奇观”ꎮ 前台后壁

正中悬挂一匾ꎬ书写“大都如此”四个大字ꎬ苍劲有

力ꎬ独成一体ꎬ很有气派ꎮ 相传是马头山儒生凌麟用

左手所写ꎮ 如今ꎬ有人论事平平者ꎬ即曰:“渣江戏

台上的匾—大都如此!”戏台下面有空坪一块ꎬ供人

们看戏和交易米、柴之用ꎮ 戏台后面还建有一间

“落剥亭”ꎬ乞丐安宿于此ꎮ 亭旁有一口莲花塘ꎬ传
说是风水宝地ꎬ塘里夜放莲花ꎬ被一乞婆看见ꎬ即跃

于莲花中ꎬ葬身于塘内ꎬ后来乞婆之子点中状元ꎬ封
妻荫子ꎮ 渣江春社的社戏少则七天ꎬ多则一月ꎬ由各

柱轮唱ꎮ 同时ꎬ各柱子还耍龙舞狮闹花灯ꎮ 头柱以

龙头大ꎬ五柱以灯火多ꎬ各有气派ꎬ互相攀比竞争ꎮ
将庙会引向高潮的是对台戏的演出ꎮ 对台戏是

集镇行业之间ꎬ互相夸耀人力财力ꎬ招徕生意ꎬ在同

一处各搭一台ꎬ各请一戏班唱戏ꎮ 在同一舞台上ꎬ两
戏班轮换演出各自的拿手剧目ꎬ叫“打汆台” [６]ꎮ 当

年主要是由渣江的行业公会ꎬ主要是屠宰业和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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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唱对台戏ꎮ 谁先占据了戏台ꎬ就由其出钱演戏ꎮ
而另一个行业也不甘示弱ꎬ就在不到 ２００ 米外的河

州上搭个简易戏台表演节目ꎮ 对台戏越精彩ꎬ看的

人就越多ꎮ 双方想尽办法“戏谑”对方ꎮ 你唱戏骂

我屠宰业的祖师爷张飞ꎬ我就唱戏骂你制纸业的祖

师爷蔡伦ꎮ 引得众人观看⑨ꎮ 当年涌现了一批优秀

的戏班演员ꎬ如衡阳县长塘铺屈云卿ꎮ 渣江春社演

戏讲究多ꎬ要求严格ꎬ不准随便跳班、不准塌场误场、
不准吵嘴打架、不准放“快” (即日晨忌说“猴子”、
“老虎”、“鬼”之类字眼)ꎮ

“民俗终岁勤苦ꎬ间以庙会为乐”ꎮ 传统农业社

会的人们为了养家糊口ꎬ早出晚归ꎬ终日劳作ꎬ遇有

风调雨顺ꎬ则可以温饱ꎬ遇有天灾人祸ꎬ则饥寒交迫ꎬ
只能勉强度日ꎮ 社日社戏演出活动给他们创造了集

中放松、尽情欢娱的机会ꎮ 民众在社戏活动中欣赏

演出或参与表演ꎬ可以暂时忘却平日的辛苦劳作ꎬ抒
发日常被压抑的个人感情ꎬ享受生活中难得的乐趣ꎮ

(五)春社的祭食

祭食包括祭祀所用的菜饭酒ꎮ 渣江被称为土菜

之乡ꎬ源于春社ꎮ 渣江社祭仪式所用的菜饭酒一一

演变为今天的渣江饮食特色ꎮ 相传土地神的生辰是

农历的二月初二ꎬ因此在对土地神崇拜的这种推动

下ꎬ汉朝之后ꎬ人们便把土地神出生的这天到立春后

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日ꎬ每当春社日来临之前人们

都会聚集在一起ꎬ杀猪宰羊ꎬ诚心祭拜ꎮ 南北朝梁人

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当时民间社日活

动的内容ꎮ “社日ꎬ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ꎬ为屋于树

下ꎬ先祭神ꎮ 然后飨其胙ꎮ”就是说每逢社日ꎬ人们

总是要在大树下临时搭起席棚ꎬ宰牲酿酒ꎬ先祭社

神ꎬ然后在一起聚餐ꎮ 而这一现象也被许多的文人

记录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ꎮ 唐代诗人王驾的«社
日»ꎬ杜甫的«遭田夫泥饮美严中丞»ꎬ«陆游»的«新
晴»等一系列关于春社的描写ꎬ都体现了古时人们

对春社日的重视程度ꎮ
衡阳的名菜中ꎬ社日祭菜有重要贡献ꎮ 制作精

细ꎬ用料讲究ꎬ烹调方法以炒、蒸、炸、煨、腊等诸法为

主ꎮ 考其源流ꎬ 均与社食有关ꎬ 或者本来就是

祭菜⑩ꎮ
(六)渣江春社的社市

清乾隆年«衡州府志风俗»:“社日祭灶神以

祈谷ꎬ是日宣雨ꎮ 谚曰:春社无雨不种田ꎬ秋社无雨

不种园ꎮ”为了准备春耕物资农具ꎬ人们在渣江春社

聚会时进行物资交易ꎬ慢慢形成了具体时间为“赶

八”、“赶戊”的庙会ꎮ 当地人们称为“赶社”ꎮ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以前ꎬ中心地点是寿佛殿ꎬ殿前空阔且

临蒸水河州ꎮ 空阔坪中有戏台ꎬ坪及街道两侧可作

物资交流庙会ꎮ 后来影响力和规模逐渐扩大ꎬ除在

寿佛殿坪里举行以外ꎬ还在新桥河州ꎬ上至敖鱼山ꎬ
下到自新堂一华里多长的两边摆摊设点ꎬ搭台唱戏ꎮ
２０１６ 年农历二月初八日ꎬ笔者在现场看到ꎬ集市已

经延伸到渣江去盐田方向二公里的几条新街和市

场ꎮ 人流车流滚滚如潮ꎬ足有五六万人之多ꎮ
一年之计在于春ꎬ春社的祭祀活动是精神上的

准备ꎬ春社活动多、场面大ꎬ有社祭ꎬ为寿佛爷祝寿、
宴饮、舞狮等民间游艺ꎮ 春社形成的庙会实际就是

社市ꎬ即人们在春社聚会时候进行物资交易的集市ꎬ
为春耕做物资准备ꎮ 农具、耕牛、生活用品就成了春

社的抢手货ꎮ 现在的物资品种繁多ꎬ无所不包ꎬ既有

传统的农具和生活用品ꎬ又有现代工业产品ꎬ甚至有

商品房推销和电子商务出现在渣江社市ꎬ反映出鲜

明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色ꎮ

四　 结　 语

渣江春社 ２０１５ 年成功入选衡阳市第 ６ 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民俗”项目ꎬ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社

会变迁的一个缩影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活

化石ꎮ 渣江春社的流变形态ꎬ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

独特的包容性、适应性、灵活性ꎬ显示出旺盛、强大的

生命力ꎮ 渣江春社所呈现出来的特点ꎬ表现了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和存在奥秘ꎮ 它对于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ꎬ总结先民崇拜自然ꎬ
敬畏规律ꎬ爱护环境ꎬ珍惜家园ꎬ惠及后代的宝贵经

验ꎬ更好地加快建设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ꎬ具有积极意义和正能量ꎮ

注释

①参见清同治«衡阳县志山水第十六»ꎮ
②参见清同治«衡阳县志纪事第二»ꎮ
③参见民国学者罗炜«衡阳便览»ꎬ见«衡阳地方史资

料»总第一辑重刊(内部资料)ꎮ
④据渣江镇南正街居民委员会提供资料ꎮ
⑤据渣江镇 ８０ 岁村民黄上林口述ꎮ
⑥据渣江镇 ８１ 岁村民凌延辉、６７ 岁村民赵福林口述ꎮ
⑦据渣江镇 ７８ 岁风水师魏文竹口述ꎮ
⑧据衡阳市 ７５ 岁文史专家萧培先生口述ꎮ
⑨据渣江镇 ８０ 岁村民黄上林口述ꎮ
⑩据衡阳文史专家刘定安先生口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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