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正值中秋小长假，在中交二航局株洲市铁东路项目跨白石港主线桥梁施工现场，一线工人正在进行焊接作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震 通讯员/邓乘云 摄影报道

铁东路跨白石港主线桥梁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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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天间多云 23～36℃

明天

多云到晴天 23～36℃

后天

多云到晴天 23～36℃

风向：南风

风力：2～3级

（市气象台9月11日16时发布）

“秋老虎”出山

这几天35℃以上的天气，就是“秋老虎”了。
株洲人对“秋老虎”，应该都不会陌生吧。市气象

台统计，从1951年以来，株洲有一半不到的年份，在9
月里出现过高温天气，其中就有不少属于“秋老虎”。

民间谚语说：“秋老虎，热死狗。”自己感受一

下，最后的热天还能被称为“虎”的，威力肯定不小。
市气象台说，“秋老虎”是副热带高压南退后，

又再度控制南方地区，出现连日晴朗、日照强烈的
暑热天气；或者说，是八九月之交，处暑节气后连续
5天最高温度在35℃以上的天气。

不过，“秋老虎”跟真正夏天的热还是有点区别
的。虽然中午一样都是很热，但早晚已经凉快了不
少，不会再有全天候在蒸笼里的感觉。而且，“秋老
虎”不会持续太久。想想看，今年夏天，这么多40℃
以上的高温天都已经熬过来了，最后的几天炎热，
就当是这个轰轰烈烈的夏天，在跟我们告别吧。

（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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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两代的《茶陵州志》及茶
陵民间传说来看，铁牛并没有压服
洪水，倒是涨水之时，河堤、城墙不
止一次被冲毁，铁牛不止一次被打
入水底。1953 年，茶陵人修复河堤
时一度打捞过铁牛。

在没有起重机械的情境下，茶
陵人怎样打捞铁牛呢？据老辈人回
忆：先清理铁牛周围的淤泥，再利用

木材、石块等材料修一道连接铁牛
与河堤的坡道，在适当的位置设置
石头或者木头做支点，用“支点＋撬
棍”组成杠杆，把铁牛从淤泥中“撬”
出来，沿着坡道往岸边移动。然后，
根据铁牛在坡道上的移动位置设置
支点、“撬”动铁牛，使之一点点地拢
上岸，最后重新安放在河堤上。

有些人的行为举止令人难以捉
摸，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难以
分析出个所以然来，总之是个谜。
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就是这样谜一
般的人物。

作为大收藏家，张先生的藏品
质优量大闻名遐迩，许多藏品堪称
国宝，却少有人知晓张先生在购藏
中所尝受的辛楚。他不惜倾家荡
产搞收藏，心血付出之多罕有人能
比。当年，他偶然发现我国传世最
古老的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
春图》正被人售卖，售价 240 两黄
金。眼看外国人要抢购，自己则囊
中羞涩，怎么办？张伯驹为防止国
宝飘散国外，毅然卖掉自己住房，
又借了部分款把画作买下来。国
民党元老张群闻讯后加倍出500两

黄金乞张先生转让，
张 伯 驹 不 予 理 睬 。
后来，日本人欲出
30 万元购买，亦遭
拒 绝 。 可 到 了
1956 年国人购买
公债时，张伯驹
却将《游春图》连
同我国最古老的
书法西晋陆机的

《平复帖》等一大
批珍稀藏品出售，
所得款项全部购买
了公债。政府为此奖
励他 20 万元，张伯驹先
生分文不要。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闻雷失箸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地方土地兼
并严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在北方
涿县的刘备也趁乱拉起了队伍。后来
经徐州牧陶谦等人的推荐，刘备的队
伍逐步扩大，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声
望和队伍。刘备和结义的关羽张飞三
人率军驻扎在徐州下邳一带。

后来，吕布进攻刘备，刘备兵败。
之前拉起的队伍也不复存在。刘备只
好去投靠曹操。曹操知道刘备是一个
有胆识的人，即给他以很高的礼遇。
但是，刘备却一直胸怀异志。当时，汉
献帝刘协由于不满曹操专权，将机密
诏令藏在衣带中，要车骑将军董承组
织力量诛灭曹操。刘备也是董承联系
的对象之一。

正当董承等人密谋策划的时候，
有一天曹操来到了刘备的住处。两人
一边喝酒一边闲谈。曹操突然问刘
备：“你说当今天下谁可以称得上英
雄？”刘备故意说：“我看袁绍可以算得
上英雄了。”

曹操摇摇头，说：“我说，当今天
下，只有你我二人可以称得上英雄！
袁绍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刘备最怕
的就是曹操知道自己的心思。因此，
多少天来，他表面上一直装得庸庸碌
碌，常常在菜园子里消磨时间，希望曹
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凡夫
俗子。现在，曹操竟当面把自己说成
是英雄，他不觉大吃一惊，连手中的匕
箸也掉到了地上。此时正好突然响了
一个霹雷。刘备乘机掩饰说：“这声霹
雷真响，吓得我把匕箸都失落在地。”

通过这件事后，曹操放松了对刘
备的警惕，认为刘备非常胆小，一声惊
雷都能吓到，成不了什么大事。其实
这都是刘备故意装出来的，目的就是
让曹操放松戒备。后来刘备借故脱离
曹操，逃离了曹操的控制。

（摘编自“每日成语故事”公众号）

漫话茶陵铁牛
段立新

绍定四年到五年（1231年到1232年）之间，茶陵知州刘子迈在修
筑州城的同时，特意铸造了茶陵铁犀，这就是茶陵民间俗称的“茶陵
铁牛”。

茶 陵 铁 牛 长 2.1 米 ，宽 0.8
米，卧高1.1米，重约3.5吨，除颈
部下端为浇铸口而留有缺口之
外，它通体饱满，黝黑锃亮，呈坐
卧姿势，昂视远方，暗合“犀牛望
月”之说。这座始建于绍定初年

的铁质大件文物，留存数百年，
至今依然无斑锈裂痕，1981年被
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它闻名遐迩，被
人视为茶陵精神的象征，茶陵人
因此有“茶陵牛”的美誉。

刘子迈在主持修筑这座州
城时遭遇了一个工程难题：南面
的城墙濒临水潭，潭深千丈，水
流湍急，春汛涨水时期，江水往
往在这里形成洄水漩涡，冲毁临
潭而建的河堤和城墙。怎样才
能消除潭水带来的隐患呢？

当时，人们认为潭水毁堤倒
城，是潭底蛟龙兴风作浪的结
果，如果能降服这条蛟龙，就能
消除水患。我国民间自大禹时
代开始就有犀牛能够避水制服

水妖的说法。刘子迈据此而“括
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水
势”，筹集几千斤铁，铸造一头铁
牛，并将铁牛置于水潭上，希望
能以犀牛压蛟龙，从而规范滔滔
水势。

茶陵民间有“水不过铁牛头”
的说法，意思是说，洪水一旦漫过
了铁牛的头部就意味着水势不可
抵挡。由此推断，这座铁牛的实
际作用很可能就是充当水位标
尺，给人提示警戒水位。

茶陵南宋古城南岸地段，洣水
河两岸地势北高南低，北岸州城所在
位置修有河堤，而南岸的洣江乡窑里
地段则有河无堤，比州城更易于遭遇
水灾，这就引起了南岸人的不满：我
们为什么不能也修一段河堤呢？为
此，在南宋古城筑成之后不久，南岸
的百姓就与茶陵官府打起了官司。
据说，这个官司时断时续，竟然打到
了民国时期，最后茶陵县衙和南岸百
姓达成了这样的口头协议：南岸不修
河堤，北岸河堤以文水上的李家桥
（此桥是由县城通往舲舫等地必过的

桥梁，遗址尚存）为标尺，河堤高度与
李家桥的高度一致。

铁牛铸成之初，刘子迈专门为它
修了一座保护性的凉亭，号称“南浦
犀亭”。历史上的南浦犀亭时建时
毁，现在看到的南浦犀亭建于 1983
年，系六柱翘角重檐十字攒尖顶钢筋
水泥质凉亭。本着保护与开发并重
的原则，目前，茶陵有关部门正在修
复南浦犀亭一带的河堤，并计划把这
里逐步开发为旅游休闲风光带。不
久之后，这里将成为集旅游消闲与文
物保护、观赏于一体的多重功能区。

省级重点文物，茶陵精神象征

铁牛压服蛟龙，规范滔滔水势

打捞落水铁牛，尽显民间智慧

昔日官司纷争，未来堤岸一景

名人轶事 成语典故

谜一样的收藏家张伯驹

▲网络供图

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曾经
有过陶壶、金壶、银壶、紫砂壶
和瓷壶,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
始出现的石壶无疑是一个创
举。石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延
续,也是海派艺术的再现。同紫
砂壶上的纹饰一样，石壶同样
集绘画、诗文、篆刻和雕刻等技
艺于一体，具艺术气息。“千竹
同宗”石壶使人想到农闲时有
人随意地把多少十根放弃的短
竹筒、短竹片系缚在一起，看似
杂乱无章却又整齐规矩：中间
的一节为石纽；壶把是一截竹
杆粘贴在壶身；壶嘴是一节上
细下粗的短竹，其上的丝丝竹
筋、层层竹节均显得自然，看了
给人一种既庸俗又古朴的滋

味。竹子遍植我国南方，自古
以来便被文人雅士所推重，竹
的清爽挺直的天性也恰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艺术家

之所以把石壶设计成此状，其
内在涵义明显，即中华民族原
本就是“千竹同宗”。

（本报综合）

品 鉴

石壶《千竹同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