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箭台山，原名架香岭，是

渌江北岸耸立于伏波岭、白螺

山连绵起伏山脉中的一座山

峰 ，现 为 中 共 株 洲 市 渌 口 区

委、渌口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是渌口区政治、经济、文化决

策与指挥中心。

远古时代，渌口地区即有

先民生产、生活的文化遗存，

1986 年，考古工作人员在离渌

口城区五公里处的漂沙井黄

霞垅，发现过 6000 多年前新石

器时代早期大溪文化遗址，以

及叠在其上的 4000 多年新石

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 40

年)，汉 光 武 帝 派 马 援 南 征 交

趾(越南)平叛，率汉兵八千和

两千艘车船，水陆并进，途经

渌口，于伏波岭、白螺山、架香

岭上屯兵操练。因马援后被光

武帝封为伏波将军，渌口居民

为记其事，遂以其屯兵处命名

为伏波岭，箭台山之名亦因之

而来，唐末建伏波庙以供附近

居民祭祀。

唐 大 历 四 年 ( 公 元 769

年)，有“五律长城”之称的唐

代著名诗人刘长卿扁舟南下，

漂泊于湖湘之间，写下了著名

五律诗作《湘中纪行十首》。其

中，《石围峰》(即今渌口大石

围)和《花石潭》(即今渌口区龙

船镇花石村)两首是明确写于

渌口地区，《石围峰》诗曰:“前

山带秋色，独往秋江晚。叠嶂

入云多，孤峰去人远。夤缘不

可到，苍翠空在眼。渡口问渔

家，桃源路深浅。”《花石潭》诗

曰 ：“ 江 帆 日 摇 落 ，转 爱 寒 潭

静。山色淡如空，山光复相映，

人闲流更慢，鱼戏波难定。楚

客往来多，偏知白鸥性。”诗圣

杜甫也在这一年携眷载舟漂

流湘江，自潭州（今长沙）载舟

沿湘江而上衡州（今衡阳），途

经渌口（当时称津口），写下了

著名的《过津口》一诗，诗曰:

“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和

风引桂楫。春日涨云岑。回首

过津口，而多枫树林。白鱼困

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

塞，恻隐仁者心。瓮馀不尽酒，

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

眇独开襟。”

自刘长卿和杜甫以降，从

古到今，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游

历湘渌两岸，留下吟咏诗篇。

或许是因了这个的缘故，渌口

地区的人民向来喜好诗词文

墨，早在 2007 年成立了县诗词

楹联协会，2009 年，渌口被中

华诗词学会授予“全国诗词之

乡”的称号。

1927 年大革命时期，湖南

农 民 运 动 高 潮 迭 起 ，如 火 如

荼。当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自

长沙出发，考察醴陵后到渌口

考察农民运动。2 月 3 日，毛泽

东来到渌口南岸走访多家农

户后，在伏波岭的伏波庙内组

织召开农民运动座谈会，并住

宿于伏波庙内。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渌口地区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斗争。

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

的庙宇做会所……醴陵禁迷

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

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

游乡。渌口伏波庙内有许多菩

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

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

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

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

灯的，就很少了……”

1944 年，日寇火烧渌口老

街 ，伏 波 庙 被 毁 。1968 年 11

月，当时的株洲县委、县政府

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原址

上重修伏波庙，被株洲市人民

政 府 授 予“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并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

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誉

称号。

渌口区的前身是株洲县，

系 1965 年 4 月析株洲市郊区

部分而设，驻渌口镇，属株洲

市管辖。建县时，将原立于箭

台 山 的 株 洲 市 郊 区 党 校 楼

(1959 年建造)改为株洲县政府

办公大楼，占地面积 16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楼

高共 4 层。1982 年，在箭台山

南端修建了占地 1800 平方米

的县委办公大楼，新式楼盘，

共 4 层。1985 年，又在箭台山

东面修建了县人大常委会、政

协委员会办公楼。2018 年 6 月

19 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

销 株 洲 县 ，设 立 株 洲 市 渌 口

区，以株洲县原行政区域为渌

口区行政区域。2022 年，区政

协办公大楼搬至原区工会办

公楼。新一届区委、区政府从

渌口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

展出发，确定了“青春渌口，创

业新城”的发展战略目标，渌

口区人民正朝着这一宏伟目

标阔步前进。

箭台山上，绿树成荫，风

景宜人。院中古樟苍翠如伞，

院周高楼林立。城区街道纵横

如织，市场繁荣，物阜民殷。渌

口城区，湘江穿南北，渌水贯

东西。双月古樟，苍绿繁茂；白

螺山上，风景如画；小石围潭，

潭深如墨；伏波岭上，游人如

织；关口古庙，香火不断；牛角

尖头，连绵起伏；大石围旁，郁

郁葱葱；象石饮江，长流不息。

好一派江南风光，令人遐想神

往。

茶陵县洣江街道荣华村，河畔立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理

石碑，系为纪念侵华日军入侵茶陵期间死难同胞所设。

1944 年 4 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因

湘南地形复杂，交通重要，国军湖南战场总指挥薛岳有意识地

将衡阳作为抵抗日军的重点地方。6 月，日军一路南袭，采用主

力奇袭与侧背包抄相配合的战术，向衡阳及其外围之醴陵、攸

县、茶陵、安仁数县同时发起攻击。

6 月 26 日，日军开始进犯茶陵，7 月 14 日，茶陵城陷落，至

此，茶陵境内东北起自边陲小镇界化垄，西南止于茶安两县边

界之地界首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两侧（包括今云阳街道、洣

江街道、思聪街道、下东街道及秩堂、高陇、火田、腰潞、虎踞、

严塘、马江、舲舫、枣市、界首等乡镇）全境或部分地区的广大

区域陷入敌手，至 1945 年 2 月 26 日，日军撤离茶陵，前后盘踞

茶陵达八个月之久。为此，茶陵人将日军占据茶陵的这八个月

称为“黑色八月”，期间，发生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野蛮的屠杀，迟来的纪念
1944 年 8 月 29 日（农历七月十一）上午，日军以茶陵城郊

村民于 27 日配合县自卫队在城墙下杀死一名日本兵，并夺走

了枪支马匹为借口，开始对村民们实施野蛮的报复性集体大

屠杀。他们分兵袭击城郊首善镇芫上村（今城关镇农林村）毛

里甲（今农林村一组）、龙家里（今农林村十二组）。龙家里 80 多

个无辜村民被打落水中，射杀在“血泪墈”（在农林村十二组），

毛里甲 37 个村民被驱赶到河墈边，惨遭了同样的厄运。同一天

下午，一群日军扑向上头园里（今农林村七组），将 130 多个村

民逼到“血泪一塘”，在日军的刺刀下，村民的累累尸身填满了

水塘。

30 日清晨，一群日军再一次窜至毛里甲，将 30 多个村民

驱赶到塘墈边，在日军的乱刀砍杀中丧命“血泪三塘”（当地称

刘家塘）。同一天下午，另一群日军包围了下头园屋场（今农林

村八、九、十组），他们潜伏在屋场附近，五点过后，用突然袭击

的方式，将 50 多个返家村民包围起来，悉数杀害在“血泪滩”

（在农林村八组）。

9 月 3 日中午，日军在村民返家安葬死者的时候，突然窜

入上头园（今农林村六组），64个村民全部殒命于血泪二塘。

据事后统计，在此之前，芫上村本是一个有 200 多户人家、

1200 多人的大村庄。经过 8 月 29 日到 9 月 3 日的大屠杀之后，

突然丧失了 879 人，减少了 47 户人家。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

说，当时日寇将来不及逃走的无辜村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

抓住不放，凶残的日军，有的抓住小孩按在地上活活扯死，或者

用刺刀捅入肛门活活杀死，有的抓住老人用舂米的木椎生生地

砸死，他们用棕绳把抓来的村民捆住之后，赶往池塘边、河墈

边、水井口，用刺刀捅死后再丢入水中，或者推入水中再用枪射

杀，或者绑上楼梯石头浸死，或者丢入水井中，然后用尸体封住

井口，将井中的人憋死。当有人反抗时，他们把反抗者捆绑在树

上，用刀一刀一刀地杀死，或者用香火慢慢地熏死。

8 月 29 日拂晓，同样的屠杀发生在比子巷河滩。日军从东

门出发，兵分两路包围了今洣江乡下窑井脑上。13 个来不及逃

走的村民被日寇逼到东门河边比子巷，许对生的孩子最先被

日军射杀在河里。日军将其余 12 个村民 4 人一组捆绑住后，再

推落水中射杀。事后，这 12 人中，仅有陈夏英（又名陈夏姑）一

人幸存。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比子巷“七·一一”惨案。

在上述屠杀事件之中，日军杀我同胞之多，杀我同胞手段

之残忍毒辣，可谓亘古未有，惨绝人寰。为了缅怀死难同胞，教

育后代牢记血泪历史，早在 1969 年，当时的城关公社（今云阳

街道前身）党委主持召开了控诉日军蹂躏我同胞罪行的主题

会议，决定将当年日军杀我同胞最多的水塘、河滩、河墈依次

命名为“血泪一塘”“血泪二塘”“血泪三塘”“血泪滩”“血泪

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塘一滩一墈”，并在“三塘一滩一

墈”岸边各设立了一块砖石水泥结构的简易纪念碑。这些纪念

碑正反两面分别用黄色油漆写上了碑文及死难者姓名。同年 9

月，城关公社还举办了侵华日军进犯茶陵罪行主题展览。当

时，茶陵县委组织了机关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前往参观。

追思缅怀之碑，爱国教育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城关公社设立的五块简易纪念碑

仅存四块，其中“血泪二塘”简易纪念碑于 1982 年被村民拆除，

其余四块碑上的文字也多因年长日久而字迹漫漶，难以辨认。

不仅如此，随着大屠杀幸存者的逝去，熟悉这段血泪历史

的人越来越少，除少数茶陵文史爱好者之外，即连许多当地村

民也对发生在此的惨案一无所知。

2004 年 1 月，一个名叫许湘生的古稀老人来到茶陵县委、

县政府，提出要在荣华村修建纪念碑，以此纪念荣华村惨遭日

军屠杀的死难者。这个要求代表了所有“黑色八月”经历者及

芫上大屠杀、比子巷“七·一一”惨案幸存者的呼声，引起了茶

陵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茶陵县委、县政府安排茶陵县档

案史志局查阅档案，去惨案发生地调查，搜集整理、核实相关

信息。

茶陵县档案史志局等单位工作人员在调阅档案、走访调

查之后，统计出了两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日军屠刀之

下，茶陵有 9440 人罹难，17011 人受伤或致残，170 余户人家被

杀戮殆尽；在日军蹂躏之下，茶陵有 1200 多栋房屋被毁，11135

头耕牛、8000 多头生猪被杀，71475 担粮食遭抢，财产损失折合

当时的法币达 1264 亿元之巨。

出于牢记历史、缅怀死难者、教育后来人的综合考量，茶

陵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建一座纪念碑来纪念在“黑色八月”期

间所有惨遭日军屠杀的茶陵同胞。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县政府拨出专款，于 2004 年 9 月在与县城一河

之隔的荣华坳修建起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这就是侵华日军

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通身高 7.5 米，占地

面积约 200 平方米。它独立于洣江河畔，与笔支塔遥相呼应，与

农林村隔河相望。这座纪念碑底层为仿厝坟方形底座，底座上

是高高的长方体平顶碑身，除碑文之外，这座纪念碑上没有碑

名题字，也不带装饰性纹饰，给人以朴素凝重、庄严肃穆之感。

受县委、县政府委托，时任茶陵县档案史志局局长的彭东明先

生撰写了碑文。

为适应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需

要，2005 年 7 月，茶陵县委宣传部将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

纪念碑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茶陵县烈士陵园公布为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 年 11 月，这座纪念碑被株洲市委宣

传部公布为株洲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

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

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大抵中国传统文人，都有过月夜轻吟苏东坡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经历，尤其最后一句“人生如

梦，一尊还酹江月”念罢，望月华如水，胸中块垒顿

消，此时，若是身边有酒的话，也当浮一大白，至于

盛酒的器皿，就用词中所言的“尊”吧。

尊，原本是成组礼器的共称。但到了宋代尊开

始专指一类酒器。这类酒器一般是侈口、长颈、或圆

腹或方腹，带有圈足，比较典型的器物有珍藏在国

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和龙虎尊。此外，《礼记·明堂

记》记载“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后世一些学者根据

这样的记载，也将一些铸成动物形状的酒器冠以尊

名，如兔尊、鸟尊、豕（猪）尊、牛尊、羊尊之类，若将

这些尊置于一处，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型动物园。

尽管动物形状的尊并不少见，但是它们的造型大

多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而在株洲博物馆的展厅内，

却展示着一件造型为大象的尊——1975年出土于醴

陵县仙霞公社狮形山大队（现属醴陵市左权镇）。当

然，这件象尊为原样复制品，原件现馆藏于湖南省博

物馆内，是现今国内仅藏唯一一件出土地点明确的商

代青铜象尊，至为珍贵，曾多次走出国门参展。

这件象尊造型华丽，装饰精美。象的面部饱满，

额头高耸，两侧饰有浮雕的蛇纹圆凸；象的眼睛生

动传神，眼角细尖，眼珠略微向外鼓出，直视前方；

象耳呈蒲扇形，向两侧自然舒展，耳背还浮雕有凤

鸟纹；象鼻弯曲上卷，两侧有阴线水波状鳞纹，鼻孔

微张，鼻头两侧饰有浮雕猛禽，而鼻头转弯处则高

浮雕了两只健硕呈奔驰状的猛虎造型；象口紧闭，

龇出粗短的门牙。

象身一改面部灵动的表现手法，铸造得敦实有

力，两侧饰有高浮雕的大夔龙纹，腹部则浮雕一只曲

折角兽头。象的臀部饰有高浮雕的兽面，兽面纹之

下，两后胯各饰一浮雕夔纹。象的四足虽竖直粗壮，

可惜铸造得较短，和身子比起来略显比例失调，但并

不影响整体造型。两前足纹饰简单，各有一个浮雕的

夔龙纹；两后足上则各饰有半组兽面纹，合在一起形

成完整的兽面纹，这种布局方式十分罕见。

虽然从整体来看，象尊身上的纹饰构成复杂，

但是布局有序，极具层次感，并不让人感到杂乱无

章。美中不足的是这件象尊出土时器盖便已遗失，

实为一大遗憾。不过，这遗憾也并非无法弥补，因为

现藏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一件青铜象尊，其造型

与狮形山象尊十分相似，而且造型完整。说不定，当

年这件象尊在刚铸造完成时，也有一个同款的器

盖，上面也设有与象尊形似的立象钮呢！

象尊的造型十分写实，连大象的脚趾都细致入

微地刻画了出来。可以肯定地说，当年的工匠们不

仅见过大象，而且对它们的身体构造非常了解，否

则此尊很难如此准确地展现出象的神韵来。

那么，问题来了，据相关学者研究，象尊原型是

亚洲象，如今多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内仅

能在滇西南的原始森林里找到它们的身影，不管是

象尊的出土地醴陵，还是殷墟所在的河南诸地——

有学者认为此象尊系商人南迁的遗物，并非湖南本

土铸造——现今都无野生象群的踪影，又如何能让

匠人们观摩成像并作艺术化加工呢？

其实不然，商周时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润，大象

这一热带动物亦曾遍布华夏各地，河南殷墟出土的

甲骨刻辞中，屡有“获象”之记载，国民政府时期的中

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曾在殷墟发掘过两座象坑，是

商代时用象祭祀的遗址。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在西

北岗墓葬中又发现了一座象坑，而且大象的脖子上

还有一个硕大的铃铛，说明已经有驯象的事实。同样

在殷墟的妇好墓，还出土了绿松石象牙杯、象骨器、

玉象等与象有关的文物。而且，殷墟所处的河南，从

来就是古豫州的腹地，直到现在河南仍简称“豫”，

“豫”在《说文解字》中有“象之大者”的含义，后来又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豫应该是“从象从邑”，意思为大

象之地。从这个命名方式来看，豫州也就是包括今天

河南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当以产象而闻名，更遑论

气候更为温润的湖南了，工匠们以之为参照对象，烧

制造型精美的象尊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相关文献记载，目前海内外博物馆中收藏的青

铜象尊已发现五件。其中商代象尊三件，除本文提到

的这件象尊之外，另两件均馆藏于国外（美国华盛顿

的弗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巴黎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

馆），另有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西周鸟纹

象形尊和馆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无法证实确切年代的

象尊各一件。青铜器是商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

商代文化艺术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各地均出土过数

量、形制不一的商代青铜器，涵括彼时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惟有这青铜象尊，能确定属商代铸造的则只

有目前发现的这三件，且出土地点也颇令人费解。

湖南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出土于醴陵狮型岭，据

传国外的那两件亦出土于湖南地区，商周时代的湖

南地区尚是一片未被开发的蛮荒之地，何以会出现

如此精美的象尊？不特如此，像四羊方尊、皿方罍、

人面方鼎、虎食人卣之类的“国之重器”亦出土于湖

南。有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当为商人

南迁时的遗物与证明，可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商

人聚居地中原一带的青铜器多出于墓葬随葬，而湖

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多见于河流山川之间，且多

是单个出现，周边未见同时期的文化遗物和地层关

系——醴陵狮型岭出土的象尊即其典型——这也

是考古学界一直未解的谜团之一。

文物名：商代象尊
年代：商代中晚期
出土年代：1975年
出土地点：醴陵狮型岭
规制：通高22.9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
馆藏地：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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