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6月 23日
检修停电安排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务必注意防范
电气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关
闭电取暖器具等容易引发电气
火灾的用电设备电源开关，防
止来电以后引发电气火灾。如
因天雨或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
路停电工作顺延、改期或取消，
请谅解。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
见中缝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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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张家
园变电
站：张
时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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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螃蟹
嘴变电
站：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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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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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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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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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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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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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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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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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碧村
付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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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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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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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荷塘
村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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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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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村
中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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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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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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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村
龙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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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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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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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碧村
竹山台
区、农科
村新湾
台区、
农科村
农科台
区、坝塘
村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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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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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塘村
姜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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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村板
子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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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村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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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区、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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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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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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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砖
厂专变、
古岳峰
粮站专
变、古岳
峰机械
厂专变

学士故里
元末，朱元璋击败陈友谅，攻入茶陵，一

位名叫刘三吾（1313 年—1400 年）的老进士
归顺，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后被尊为“三老”，
封为大学士。

1398 年，刘三吾主持科举考试，上榜者
全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朱元璋大怒，
命人重新阅卷，结果却证明刘三吾判卷无
误。朱元璋更怒，凌迟处死阅卷人，并将刘三
吾发配戍边。当年夏天，朱元璋亲自主持殿
试，上榜者全部是北方人。从此，明朝的科举
不再“全国统一划线”，而是南北分开考试，
称为“南北榜”。

朱元璋死后，刘三吾得以召还，死后葬
于家乡（腰坡镇石坡村），陵墓至今保存完
好。

从茶陵追随朱元璋的，还有一个姓李的
将领（高陇镇龙匣村），后来留在了北京。
1451年，他 4岁的曾孙李东阳，在皇帝面前写
下“龙、凤、龟、麟”几个大字，龙颜大悦，抱上
龙膝，誉为“神童”。

此后，李东阳一帆风顺，15岁中举，17岁
中进士，25岁回到茶陵探亲。1495年，李东阳
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
机要，掌控朝政长达 17年。他创立了“茶陵诗
派”，鼓励学习古体诗，开创了内容写实、清
新自然的新文风，对后世影响很大。李东阳
去世后，获得了文臣梦寐以求的顶级谥号
——文正。

1504 年，洣江书院建立（今茶陵一中校
内）。这是茶陵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
深远的官办书院。清末时，毁于太平军，2010
年重建。

1525 年，进士张治（秩堂镇毗塘村）编修
了第一部《茶陵州志》。1549 年，张治任礼部
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1637 年，一位 60 岁的老人来到茶陵，游
玩了 8天。他去了云阳山、皇雩仙、灵岩、麻叶
洞（至今未找到）等地。他将所见所闻写进了
他的游记——《徐霞客游记》。

清雍正年间，茶陵人彭维新（秩堂镇石
龙村）历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
兼协办内阁大学士。他为官清正，虽四度罢
官，仍刚正不阿，不改初衷。1650 年，71 岁的
彭维新归隐家乡，二十年与世无争，安然去
世。

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合称为
“茶陵四大学士”。有诗赞曰：“一州形胜雄三
楚，四相文章冠两朝”。

1803 年，知州在茶水、洣水的交汇处，修
建笔支塔（洣江街道荣华村），以“刹水势，镇
河妖”。这是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古塔，已有
200余年。

1845 年，道光帝为庆祝母后 70 大寿，特
设恩科，萧锦忠（下东街道东山坝村）状元及
第。

1904 年，谭延闿（高陇镇石床村）参加会
试获第一名，成为中国最后一个会元（相当
于今天全国高考的第一名），也是湖南在清
朝唯一的会元。

民国故事
民国时期，茶陵人最有名气的是谭延

闿。他三任湖南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北
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谭延
闿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谭延
闿擅长楷书，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1929
年，孙中山入葬中山陵，他在中山陵碑上写
下：“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第二
年谭延闿去世，葬于中山陵旁。

1927 年，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
来到井冈山，打下茶陵城，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此后，
更多的茶陵人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揭开了
茶陵发展的新篇章。

湘赣边茶盐古道
的前世今生

黄松贵

位于罗霄山脉中部的炎陵县大院农场，因有着十
万亩连片野生云锦杜鹃而闻名。每年春天，杜鹃花开，
争奇斗艳，引八方游客沿茶盐古道步行十多里山路前
去观赏。

茶盐古道是炎陵保存完好的清代“商业通道”，至
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古道起点为炎陵县石洲乡
青石村，经过大院，翻过海拔 1841 米的江西坳，再经
江西井冈山长坪、遂川到达大汾镇。总里程约为 150
公里。

据当地人传说，最开始时，这里是一条“鸡肠道”，
后来称“官道”。古道西起炎陵石洲（今合并沔渡镇），
光绪九年，大院首富成启富带头出资大修过一次。民
国时期，石洲首富黄安福加修茶亭。说来也巧，黄安福
墓就在茶盐古道边旁。他们二人捐资修缮古道，雇石
匠百人，历时五年，采集了上亿块石板、石块、架桥九
十九座，（其实只有九十八座，为了好听在大汾加了一
座，取名“来回桥”，象征有来有去的繁忙景象），木料
用去上百个立方，重铺三尺古道三百余里。此后湘赣
两省交通便捷，按照现在来说就是当时的“高速公
路”。商旅繁盛，大院渐成湘、赣、粤枢纽。炎陵人将本
地特产茶叶、茶油、药材、笋干等运往江西、广东，再从
外地运回食盐、农具等物质。来回一趟行程都在半个
月以上，“茶盐古道”因此而得名。

在这里还流传着成启富为诚信而修这条茶盐古
道的故事。

话说成启富到江西做生意，走到湘赣交界处的赵
公亭避雨。顿时天昏地暗，雷公声声，一场特大暴雨就
要来临，他跪在赵公亭心里默念道：我平时是赚了不
少钱，也没有跟贫民舍施一点。如果能让我平安无事
回到家里，我一定修好这条石阶路。结果，他还真的顺
风顺水回到家中。为了兑现自己许的愿望，于是成启
富捐资并主持修路。

经过五年努力，这条茶盐古道焕然一新。一担担
流动的物品成了炎陵山区一道道特独的风景线。有的
在路上小憩一会儿，用草帽来扇风；三五成群的挑夫
互相帮助，谈笑中又踏上艰难的旅程。现今的人走在
这条茶盐古道为了消遣，和大自然来一个零距离接
触。而古人在这条古道上仅是用汗水换来一点家用。
他们当时可没有心情去欣赏美景，只是对着潺潺清
泉，擦擦脸、降降温，也算是享受了大自然的馈赠，并
由此感受到一丝丝快慰。

在这条“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古
道上，所发生的故事耐人寻味。

比如，有个挑夫力气很大，号称“大力士”。大力士
说：“我一个人能挑二个人的东西。一肩能挑起繁重的
东西走完这段坡”。这时有一个人就不相信，决定跟他
赌一把。大力士二话没说挑起就走，可能实在太重，大
力士想休息一会儿再走。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
时，大力士计上心来，他放下担子，吹牛皮说：“这东西
太轻了，我再去加几个石头。”这时对方不敢赌了，免
得白白的送一担物品。可以说茶盐古道上也有许多这
样的趣事。

岁月匆匆过，弹指一挥间。在毛主席领导的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这条茶盐古道又成了炎陵人民给红
军送粮食的“红色通道”。当年，不少炎陵儿女也是从
这条古道走上井冈山，跟着毛委员干革命。一首客家
山歌唱出了当时小妹送情郎当红军的情景：“哎哟啰
……红军阿哥慢慢走，小心路上有石头，卡住阿哥的
脚趾头，疼在老妹心里头。”

据说，当年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王震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条茶盐古道上留下了过脚印。
目前，炎陵大院农场境内的茶盐古道旁边还留存有红
军当年打白狗子的战壕。一到春天，古道两旁的山间
和小溪边上，漫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这血染的映山
红就是对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些奇（惊）葩
（悚），来得猝不及防。

比如，你正在网上阅读《红楼梦》，
突然收到提示：“曹雪芹邀请购买付费
章节。”在某平台看《西游记》，首页赫
然写着“本作品由作家（明）吴承恩授
权制作发行”，还“版权所有·侵权必
究”“签约”“VIP”。

真有人相信这些“一本正经的胡
说八道”吗？我很怀疑。但乍看之下，还
挺像那么回事的。

这可能是技术上的失误。相关操
作人员当年的语文成绩应该不至于这
么糟糕，不过，在一些网络公司的 KPI
考核压榨下，他们对工作变得麻木，看
没看清吴承恩或曹雪芹是谁不要紧，
先堆上去再说。古人就这么被穿越了。

高举“版权”的大旗，荒唐也是显
而易见的。因为超过 50 年，出版物就
成为“公版书”，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阅
读。问题的关键是，读者明显觉到此事
背后，有一种奇怪的、来自平台方的控
制欲。他们搜罗能够搜到的一切，进行
格式化处理，批量投放，海量推广，然
后销售获益。

这就是阅读的产业化。尽管每一
个人阅读时，可能只需要几块钱，但由
于人数庞大，最终平台的收益仍然可
观。像《红楼梦》，如果真收费阅读，每
年的收益达到几百万也不是没有可
能。如果晚年窘困的曹雪芹知道此事，
想必心情很复杂。

我们当然可以用“有人靠这个赚
了更多钱”“收费支撑起了一个新兴产
业”，来为这种付费阅读模式辩护。但
是，利用已经作古的大家，作为自己收
费合理化的挡箭牌，是一种相当不怀
好意的营销。无论对作家，对知识，还
是对阅读者，它都是一种轻佻的冒犯。
说严重点，这不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
欺骗，对行业秩序和互联网生态的一
种破坏么？

出版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既有
文化属性，又有生意属性。纸质书时
代，文化属性更强，围绕出版业的相关
链条和从业人员，看重一种“情怀”和

“品格”。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电子阅
读、移动阅读迅速崛起，生意属性占了
上风。读者爱看什么，我就出什么；读
者讨厌什么，我就坚决回避什么。以市
场为导向的目标直接，但也功利。

不同时代下，出版业的两个属性，
如 同 人 矛 盾 时 内 心 的 两 个 小 人“ 打
架”、此消彼长，很正常。但关键是，要
有个度的底线。无论如何，为了追求利
益最大化，彻底放弃“节操”，这样的出
版 业 是 可 怕 的 ，也 终 究 会 被 抛 弃 的
——即便资本的力量再强大。

再延伸点说，对于在世的、还拥有
版权的创作者来说，一些平台自说自
话的收费阅读，实际的破坏作用更大。

比如，在音乐领域，几大音乐平台
几乎网罗了所有能听到的音乐作品，
有免费听，也有收费的“附加服务”。但
是这些收费，有时候和原创者没有什
么关系。有时候，创作人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的作品已被平台被收费了。而想
要维权，总是面临方方面面的困难和
压力。

产业化的阅读，应“产业”的，是出
版传播的迅速和便利，而不是忽视或
轻视智力创造，抹杀创作者、出版和读
者之间的温情。平台想要将付费阅读
做下去，就要少一点短视和功利，多一
点老派的情怀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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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境内一半是
山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一条不宽不窄的丘陵
通道，与外部相连。最大的河流——洣水，则
斩断群山，从西北流出，汇入湘江。

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茶陵独特的人文
景观，在历史的长河里回溯，打捞点滴沧桑往
事，共同见证古城茶陵6000年的变迁成长。

1995 年，考古人员在茶陵
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界首镇火星村独岭坳遗址）。
出土文物除了陶器外，还有几
颗看似平常的稻谷，一测年份，
超过 6000年。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1979
年），在茶陵的湖里湿地（严塘
镇爱里村），还发现了非常珍贵
的野生稻，国内外轰动一时。有
人甚至断言，茶陵是人类稻作
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自古以来，茶陵就广泛流传着
炎帝神农的故事。

传说，炎帝在景阳山（今严
塘石峰仙一带）发现了茶叶。因
此，山叫茶山，水叫茶水，茶水
流过的土地就叫茶乡。炎帝死
后，“崩葬茶乡之尾”，所以得名
茶陵。

茶陵是中国唯一以茶命名
的县，有“千年国饮，始于茶陵”
之说。2012 年，境内发现了大
面积的野生古茶树群（湖口镇
厂江村），最老的茶树在 800 年
以上，似乎更加证实这种说法。

此外，还传说炎帝尝百草，
发现了“茶陵三宝”：白芷生姜
大蒜脑。

2014 年，公安部门破获了
一起盗墓案，然后顺藤摸瓜，在
秩堂镇晓塘村发现了先秦的古
城遗址，还有楚人墓和越人墓。
这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
是楚越交界地，是楚国的最南
端。

西汉高祖五年 (前 202 年)，
当地置茶陵县，治今八团乡古
城营 (俗称茶王城)，属长沙国，
《元和郡县志》云：“因南临茶
山，县以为名。”这也是茶陵作
为行政地名第一次出现在信史
上。

西 汉 元 朔 四 年（前 125
年），茶陵县改茶陵侯国，系长
沙定王之子刘欣的封邑。西汉
太初元年（前 104 年），茶陵侯
刘阳（刘欣之孙）死，因无子承
袭，遂废侯国，复置县；西汉末
年，王莽改制，曾将茶陵改名为

“声乡”；东汉末年归荆州刘表
管辖郡，三国时期属湘东郡。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茶
陵的上级行政单位，要么是长
沙，要么是衡阳，要么是湘潭。
直到 1983 年起，茶陵才归株洲
管辖。

《茶陵州志》记载，唐朝初
年，朝廷本打算封茶陵的云阳
山为南岳。但“宰相”刘晏认为，
茶陵的洣水太急，无法走大船，
于是改封衡山为南岳。因此，云
阳山素有“古南岳”之称。

但民间更愿意相信一个传
说：南岳大帝很喜欢云阳山，坐
在紫薇峰上数山头，数来数去
却只有 71 峰，只好放弃，改选
了衡山。后来，他才发现，原来
忘了屁股下的紫薇峰，后悔不
已。于是，他将云阳山辟为行
宫，每年六七月前来避暑。因
此，云阳山香火旺盛，有“南岳
行宫”、“小南岳”之称。

唐天宝年间（742—756），
一个姓邓的道士，在有“小泰
山”之称的阜山（1086 米），修
建道观。于是这座山被敕封为

“邓阜仙”（高陇、八团交界处）。
唐永泰年间（765—766），

茶陵的第一高峰（1405 米），被
敕封为“泰和仙”（火田镇卧龙
村）。

901 年，在唐朝即将灭亡
之际，69 岁的陈光问，栖身灵
岩石窟（严塘镇沙溪村），借月
光苦读，竟考中了进士，他是茶
陵的第一个进士。

唐灭亡后，930 年，楚王马
殷的孙子驻军茶陵，建造马王
城（高陇镇马渡村），以防御东
边 的 吴 国（杨 行 密 所 建 的 南
吴）。这里是楚国与吴国的交界
处，所以被称为“吴楚雄关”。这
个“马王”所建立的楚国，是中
国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的
王朝。从此，“楚”也成了湖南的
代称。

进入宋朝，在第一位“励
志”老进士的鼓舞下，茶陵人突
然“开了窍”，涌现出大量进士
（宋朝 71 名）。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茶陵
共出了 127 名进士，被称为“进
士之乡”。

1008 年 ，知 县 建 金 州 城
（今思聪乡大兴村），设为县治，
一千多年的茶王城从此废弃。

1132 年，岳飞率部追剿匪
兵，途径茶陵，留下了“墨庄”
（秩堂镇合户村）、“光泉”（高陇
镇光泉村）、“一经堂”（火田镇
五门村）等墨宝。

1211 年，茶陵分出南面的
几个乡，设为酃县。1994 年，更
名为炎陵县。

1231 年，由知县刘子迈主
持，在洣水江畔修建茶陵城，并
设为县治。洣水绕城而过，称为

“金线吊葫芦”。第二年，“江水
荡决南城”，刘子迈“铸铁犀数
千斤，置岸侧压之”。

这座历时近 800 年的宋朝
古城，至今仍保留了一段石头
城墙和城门，相当罕见。而与古
城同龄的“南浦铁犀”，则成了
茶陵人的精神象征，俗称“茶陵
牛”。茶陵也称为“犀城”。

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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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茶陵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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