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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朱德总司令一道特殊的

命令从北平发出，所有南下经过湖南

的解放军部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

到醴陵黄茅岭左家屋场，看望一位老

母亲。一拨又一拨，陆续有好几万人，

列队而来，有的甚至不惜绕道行军几

十公里，只为给这位素未谋面却无人

不知的老母亲，送上一句问候，敬上一

个军礼。陌生人与陌生人见面，却亲如

母子、百感交集，“我们都是您老人家

的儿子”的肺腑之言，在左家屋场、在

黄茅岭、在整个山村响彻、回荡，久久

不息……

这位老母亲就是左权的妈妈。彼

时，离左权牺牲已经过去 7 年，母子分

别已是整整 26年！

●将军村，黄茅岭
自古爹娘疼满崽，排行老满、不到

两岁便丧父的左权，更是母亲的心头

肉。久病床前，日思夜想，母亲最牵挂

的是这个“满崽”，以至于把前来看望

的官兵，误以为是孳麟（左权字孳麟，

号叔仁）回来了。她不愿相信，也不会

相信，这些年按时给自己寄钱寄物（左

权牺牲后，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按时寄钱给左权母亲，叶剑英

等战友也以左权名义给老母亲寄送物

品）的小儿子，竟然已经牺牲了 7 年。

记忆中的孳麟，还是 18 岁离家时的模

样，再思量，却已阴阳两隔，怎不让人

撕心裂肺、泪如雨下？“吾儿抗日成仁，

死得其所”，虽悲痛无以复加，但老母

亲却深明大义，言词之中慷慨纯粹，平

凡之中更见不凡。

或许是这份缠绕于心的悲痛感，

以及对左权、对左权母亲的崇敬之心，

让我特别想去探访黄茅岭左家屋场。

春雨淅沥，恰似这一路的心境。所

悲者，为英烈的早逝，为老母的恸失；

所忧者，左家屋场已经淹没于水库 61

年，物是人非，此行是否会徒劳一场？

幸得有当地朋友作陪引路，很快

便到了黄茅岭。此间山不高，但连绵不

绝，属典型的湘东丘陵地形。黄茅岭卧

于众多山头之中，稀松平常，并无特别

之处，山上树木黄绿相间，灵动有致，

远看像一只伏着的猫。看得久了，“猫”

似有欲腾欲扑之势，人们便以形赋名，

亦称其“黄猫岭”或“黄毛岭”。“左家屋

场，就在猫肚子底下。”当地朋友手指

远方，那一片水域之下，便是左权旧居

所在地。1958 年，就着连绵的山势，政

府在这里修建黄茅水库，山脚下的左

家 屋 场 便 淹 没 于 水 下 ，至 今 已 60 多

年。2017 年，黄茅水库更名为左权湖。

黄茅岭、左权湖，山水相依，风光

旖旎。根据规划，未来，左权故居、左权

生平事迹陈列馆将在这山水之间渐次

恢复和建成，绿色秀美间，再添红色气

质，将更值得来走一走、看一看。

●战则神勇，爱则深情
从古至今，琴心剑胆的真豪杰并

不多，左权算一个。

带兵打仗，气吞万里猛如虎。幼时

的左权，便显露出色的筹谋智慧和指

挥才能。在成城小学读书时，一次课间

游戏，他与级任老师各领一队学生，相

约在附近三沙塘坡里用沙包打仗。他

将自己的队伍分为两路，一路快速前

进到达指定“战场”，一路悄无声息埋

伏起来，待“敌军”前来，便前后夹击，

迅速取得“战斗”胜利，人员安排之妥

帖、阵仗摆布之清晰、谋略使用之巧

妙，令级任老师刮目相看。后来，左权

指挥战斗无数，歼灭战、阻击战、运动

战，战战有经典。1936 年山城堡一仗，

左权指挥红军全歼胡宗南部王牌师，

稳定了陕北局势。1938 年在山西安泽

县 ，左 权 指 挥 八 路 军 600 余 人 ，阻 击

6000 余日寇长达四昼三夜，歼敌上千

人，老百姓盛赞“八路军有神通”。1940

年百团大战后期，左权精确指挥黄崖

洞 保 卫 战 ，以 1200 余 人 的 兵 力 ，与

5000 多人的日军，鏖战 10 个昼夜，毙

敌 1000 余人，我方仅伤亡 166 人，创下

中日战况对比前所未有的记录……朱

德称其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

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著书立说，军事思想留后世。在当

时八路军中，左权算是学历比较高的

科班将领之一。1923 年投笔从戎，便相

继在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学习，后

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

院深造。有一段时间，左权被撤销军长

职务，调至红军学校当教官，他不气

馁，着手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

军》《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等多

部著作，供学员学习。他与刘伯承合译

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更

是被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

左权不仅能打战，更善于从战争中思

考，进行理论总结，先后撰写了《埋伏

战术》《论坚持华北抗战》《袭击战术》

《战术问题》等 40 多篇军事理论文章，

是我军游击战战术的创造者之一。毛

主席说他“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

才”，对左权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疼爱妻女，最是真情动人心。左权

结婚晚，1939 年 4 月，由朱德做媒，34

岁的左权与刘志兰喜结连理。婚后，左

权对妻子呵护有加，刘志兰孕期反应

大，紧张工作之余，左权每天傍晚都抽

空骑马从总部驻地跑到她住的北方局

妇委会去看她，百般抚慰。女儿出生

后，他欢喜得不得了，夜里为女儿换尿

布，为女儿喂水喂米汤，白天到河里洗

尿布，做得比刘志兰还细致。翻看左权

遗照，每一张抱着女儿拍摄的照片，都

喜于言表、舐犊情深。“志兰，亲爱的！

紧握你的手！”“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

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

就当没问题了！”“志兰，亲爱的，别时

容易见时难，分离 21 个月了，何日相

聚，念念、念念……”谁能想到，这些甜

言蜜语的信件，是出自八路军副参谋

长这位铁血硬汉之手？谁又能想象，在

枪林弹雨、生死难料的革命年代，深藏

着如此细腻动人、忠贞不变的情感？

于小家，尽心负责，可谓至柔；于

国家，尽忠献身，“足以为党之模范”。

1932 年，因王明等人造谣中伤，左权受

到“留党察看”的错误处分。直到 1941

年 11 月，他还向党中央写信，表明心

迹：“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

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我

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

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几

个月后，左权带队突围，血洒辽县十字

岭，用生命和热血向党表白：不管荣

辱，无论得失，对党忠诚，是一名共产

党员永远不变的信念。

●北置县，南设镇
左权牺牲后，牺牲地辽县即更名

为左权县，以示军民继承遗志、奋勇杀

敌的雄心。左权县，成为目前 7 个以英

烈名字命名的县（市）之一，标注在新

中国的版图上。左权遗骸，始公葬于涉

县，1950 年移葬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52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专程前往缅

怀，在左权墓前脱帽致哀、默立良久。

在左权家乡，醴陵市城西仙山公

园，建有左权将军纪念碑，下为基座，

上立塑像。基座前方正中嵌白色大理

石碑，镌刻邓小平所题“左权将军纪念

碑”7 个鎏金大字。基座后方嵌“左权同

志碑志”，为彭德怀 1942 年 10 月 10 日

撰写，中共醴陵市委员会、醴陵市人民

政府 1987 年 7月 1日重镌。上方塑像高

5 米余，花岗岩质，乃 2005 年纪念左权

诞辰 100 周年时重塑。塑像面向渌江，

俯瞰全城，厚重坚毅，正气凛然，观之

令人顿生敬意。纪念碑后立有一道碑

墙，嵌有周恩来、朱德、贺龙、董必武、

叶剑英、陆定一等悼念、纪念左权的诗

文题词碑刻。仙山公园下方，便是左权

路。沿着左权路往南走，不多远，便是

渌江书院，左权曾在此（当时为渌江中

学）求学两年多时间。再往前，便能见

状元洲横卧渌江之中。当年，左权常与

同学畅游此洲、谈古论今。1923 年，正

是在洲上，他做出了报考广州陆军讲

武学校的决定，从此开始了革命从军

生涯。

如今，醴陵经济繁荣、城市秀美，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指数高。既有

“中国瓷都”“花炮之乡”的美名，又有

县域经济全国第 81 位、全省第 4 位的

实力，近年来相继入选中国工业百强

县、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全国科技创

新百强县、全国“幸福百县榜”等，成为

湘东亮丽迷人的“城市明珠”。2015 年，

醴陵将新阳乡、仙霞镇合并为左权镇，

左权、李明灏、李铎，遂成一乡人。一镇

三将军，美名四方传。新的左权镇，正

以“将军文化”为核心，全力推进左权

红色生态旅游景区综合开发项目建

设。待故居重建，生平事迹陈列馆开

放，相信来左权故里瞻仰纪念的人定

会越来越多。

左权将军英魂也定会重归故里，

回到黄茅岭，关注着家乡日新月异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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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宝藏

文物名：父乙铜爵
年代：商晚期
出土年代：1990年
出土地点：株洲南阳桥
规制：通高18.5cm、柱高3.8cm、流长4cm、尾长2cm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开栏语
策划李卉 执行温琳 郭亮

湘东株洲，吴头楚尾，历史悠久，人文昌
盛，世代栖居于此的先民留下了数之不尽的历
史文化遗产。

成立于 1984年的株洲博物馆，系国家首
批二级博物馆，馆藏 5万余件各类文物，品类
涉及古生物化石、青铜器、陶器、瓷器、金银器、
玉器、漆木器、纸质文物等 13类，以文物的形
式全景展现这片土地上悠久而璀璨的人类文
明之光。

即日起，本版联合株洲博物馆共同推出
“株洲宝藏”专栏，讲述株洲馆藏文物背后的种
种，回望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走过的历程、
留下的创造、挥洒的情感、坚守的风骨，以裨后
来者对脚下的这方热土更为熟悉。

“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

出自《诗经·大雅·行苇》的这几行诗句，极力铺陈

了一场宾主尽欢的宴饮酬酢的种种，“献”“酢”为主客

彼此敬酒之意，“洗爵”“奠斝”都为先秦时敬酒的礼

仪，“爵”“斝”则为盛酒之器具，多为青铜所制，最先是

用做祭祀的礼器，其后方有宴饮盛酒之功用。

株洲市博物馆藏有一尊青铜爵，1990 年 9 月出土

于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其形为圆底圆体短杯

式，双柱成菌形，鋬与一足成一直线，鋬的上端有一牺

首 ，腹 的 上 部 饰 一 圈 云 雷 纹 ，靠 近 鋬 的 柱 上 有 阴 刻

“戈”字，腹外壁铸金文“父乙”二字，据文物专家判定

为商中晚期作品。

“父乙”为中国境内发现的青铜器常见铭文之一，

一般认为是器物拥有者之名，表示做器者为自己死去

的父亲名“乙”者做此祭器——商人惯以天干之序入

名，如史家罗振玉自甲骨文中整理出的商王世系表，

成汤（亦名天乙、大乙）以下，皆以天干之序入名，商朝

末代君主商纣王即名帝辛。而“戈”字则普遍认为是做

器者之族名，也即戈族，《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

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

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

氏、斟氏、戈氏。”可见，早在夏朝立国之初，戈氏一族

便已作为夏之方国存在，为华夏一族最早的组成部分

之一。又据《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宋郑之间有隙地

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类似的记载也出

现在宋郑樵《通志》中，“戈氏，夏时诸侯豷之国也。少

康灭之。其地在宋郑之间，子孙以国为氏。”考古学博

士后、文博研究员王长丰据这些文献断定，“戈氏”聚

居地在宋、郑之间，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和河南新郑等

地区。

那么问题来了，聚居在宋、郑之间的“戈人”的祭

祀礼器又如何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株洲呢？彼时整个长

江以南地区还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水而居，稻作

为生，远未达到已形成国家初级形态的中原文明的高

度，自然也难有分工高度细致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形

成。或许，这个蹊跷的原因要从“戈人”在夏商时期的

职业构成来说起。

戈者，古兵器之谓也，据株洲市文物局专家陈晓

华《戈器、戈国、戈人》一文考证，“戈人”因发明兵器

“戈”（最早为青铜制）而得名，宋、郑之间的“戈国”亦

因之而来，可见早在夏朝初期，“戈人”便掌握了青铜

冶炼技术，为华夏诸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以冶炼为主

的 方 国 。成 汤 灭 夏 ，对 夏 遗 民 采 取 分 而 治 之 的 政 策

——“戈人”以发明兵器“戈”著称，武力值自然不弱，

其族必在分析之列——一部分“戈人”中的贵族及其

近支随商王徙居安阳，便于就近羁糜和为商王室提供

赋税和劳役；另一部分“戈人”则遵照商王朝统治者的

指令，徙居于商的西部边境（即今陕西泾阳地区），作

为敌对部族入侵商王国的屏障，故陕西泾阳周边亦出

土不少带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具。到了商朝末年，

纣王暴虐，族属之间的矛盾激化，乃有周武伐纣事，

“戈人”聚居的陕西泾阳一带为新崛起的周王国的中

心地带，作为前朝余孽的存在，受到排挤的可能性几

乎是一定的，部分不堪忍受的“戈人”徙居他乡也是必

然的选择；而此前徙居安阳的那部分“戈人”后代，日

子也不好过，纣王残暴举世皆知，又逢周人步步逼近

商都（此时商都已徙至朝歌，即今河南淇县地区），对

前朝降将“戈人”后代的压迫也必更为深重，于是，和

远在陕西泾阳的那一支族人一样，部分也走上了徙居

他乡的道路。这些徙居的“戈人”中的部分，一路南下，

跨黄河，过长江，广布江南各区域，湖南所在的湘江及

其支流流域更是成为“戈人”南下徙居的重要聚居地

之一——除南阳桥出土的父乙铜爵外，湖南出土的带

“戈”字铭文的青铜器还有宁乡黄材炭河王家坟山的

戈卣和湘潭青山桥高屯出土的戈觯，而其中的戈觯据

文物专家判定为西周早期作品，这说明，直到西周成

立后，式微的“戈人”仍未停止南下徙居的脚步。

回到南阳桥出土的这尊带有“戈”字铭文和“父

乙”铭文的青铜爵，据曾参与父乙铜爵征集的株洲市

博物馆退休专家饶泽民老师撰文回忆，当时随铜爵出

土的还有一件铜觚，二者一并装在一个陶罐中，只是

由于发现的村民不懂这些，抢着看新鲜，你捏一把，我

捏一把，把一个深埋地底三千余年的铜觚捏成了碎片

状，再也不能还原……而觚爵相配随葬正是殷墟小型

墓最为流行的葬俗，该墓主崇尚这种葬俗，非安阳来

者不能为。

如此，也就略能还原这尊本为“戈人”祭器的父乙

铜爵突兀出现在株洲的粗略历史轨迹——大约是商

晚期，居于安阳的某个“戈人”贵族，不满于越来越残

酷的商人统治政策，多方谋划之后，认为只有远走他

乡才有一线生机，便携家带口，历经重重险阻到达现

在的南阳桥一带定居下来。“戈人”代代相传的青铜冶

炼技术尽管在生产力大大发展的中原一带已经普及，

不算啥稀缺的物事，可在还处于松散部落联盟的古

“百越之地”，仍属于“国之重器”的高科技产品，正可

以此为业，来与周边稻作为生的土著进行简单的以物

易物，换取生产、生活物资……若干年后，这位贵族或

者其后代中的某人寿终正寝，尽管离家千里之遥，可

延续千年的墓葬之俗可不能丢，在入土的同时，他的

儿子便将刻有“戈”字铭文的铜觚和铜爵随葬，他的名

字，其中也必有一个“乙”字，也一同篆刻在铜爵之上，

直到三千多年后，再次重现天日，惊艳世人。

株洲往事

魂归黄茅岭

左权故里的前世今生
刘骄

醴陵仙山公

园广场上的左权

将军纪念碑

左权
左权写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

黄茅岭下的

左 权 湖 ，左 权 老

家左家屋场就淹

于水面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