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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地点：醴陵枫林镇

规 制：直径约 29-31mm、

穿径 5-7mm、轮厚 2.5-6mm

馆 藏 地：株洲市博物馆

“崇宁通宝”瓷钱
泥质冥钱的醴陵遗存

郭亮

株洲宝藏

◀ 被称为御书钱的“崇宁通宝”（资料图）

中国的货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

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古代先民原始的以物易物到如今通

行的纸钞和数字货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内，中国流行的货币都是形制不一

的金属制品，铜钱最为常见，亦有铁钱、铅

钱、锡钱、铅锡钱，以及金钱、银钱等。但金

属制钱之外，亦有例外，譬如以泥为币材，

模仿流通货币的形制，或经过烧制为瓷钱，

或者干脆以流通制钱或印模在泥样上拓印

而成泥钱。不过，泥钱绝大多数是冥币。

据考古发现和史料之记载，泥钱（包

括烧制后的瓷钱）之用，除了极少数为统

治者横征暴敛掠夺民众财富后的流通货

币外，多做小儿玩具或医用针灸器具（中

医中所谓“泥钱炙”即此也），但最多的用

途却是用于丧葬，即泥冥钱也（李春雷 李

荣辉：《中国古代的泥钱》，《中国钱币》，

2018 年 5期）。

2010 年 8 月，株洲市文物局组织考古

专业人员在醴陵进行三普复查工作过程

中征集到一批瓷钱币，共计 130 多枚，为

民工在醴陵枫林市乡（现属枫林镇）打建

筑机井时所掘得。这批瓷钱胎质泛黄，都

未施釉，大小尺寸、字体相同，应为同一铸

范所出。瓷钱面文均为模压阳文，为瘦金

体书“崇宁通宝”样，字凸起有外郭，背平

中间下凹，显见制作工艺之精美。

崇宁为北宋徽宗年号，崇宁通宝之钱

文为徽宗亲书，所以又被称为御书钱。该

钱文书法清秀骨瘦，铁划银钩，是徽宗赵

佶瘦金书体存留世间的真实显现。关于此

钱，还有一个传说，谓其面文为蔡京所书，

而蔡京书写时别有用心将“崇”字的山和

宗的竖笔上下贯通，连成一线；将“宁”字

繁体之中的“心”省略，被人指责为“有意

破宋，无心宁国”……也正因了精美的书

法艺术和似是而非的传说故事，崇宁通宝

向来被视为中国古代铸币中的艺术精品，

在古玩圈中也一直以价值不菲而著称。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用作流通货币

的“崇宁通宝”，仿此形制而制的泥钱（包括

烧制后的瓷钱）不在此列，事实上，尽管考

古界屡有泥钱（包括烧制后的瓷钱）出土，

年代却多集中在汉魏时期，带“崇宁”年号

的泥钱此前只见山西汾阳东龙观 5号金代

墓出土的“崇宁重宝”泥钱，醴陵的这批烧

制后的“崇宁通宝”瓷钱尚系首次发现。

由于这批瓷钱系征集而来，第一挖掘

现场已经被破坏，故无以判定是否出自墓

葬，但观瓷钱之形制精美，自非小儿玩物

或者医用针灸器具可以解释，且崇宁年间

社会富庶、经济繁荣，也不需铸此瓷币掠

夺百姓财富，那么，这批瓷币大抵也便是

用作丧葬之用的冥器了。

中国古代丧葬习俗讲究事死如生，灵

魂独立于身体而存在，死后化为鬼物存在

于冥间，有着跟凡间尘世相近的社会结

构，也需要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在这样

的观念下，便产生了模仿实用器物，专为

随葬而制作的冥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通

行于冥界的冥钱了。

研究表明，随葬泥冥钱始于战国时

期的楚墓，其中在湖北阳新县半壁山一

号战国墓发现的仿郢爰（战国时期楚国

通行的一种称量货币名）的泥版和包金

银箔的铅饼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冥币，举

世闻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大量

的泥质冥钱。这些泥钱大多采取模制，尽

可能地与彼时的流通货币相近，烧制为

瓷者亦不在少数，显示了古代工匠高超

的生产技术水平。魏晋之后，包括

隋 唐 时 期 ，考 古 发 现 的 泥 钱 则 不

用模具制作，纯用手捏，亦不甚圆

整 ，且大小不同 ，厚薄不均 ，多不

穿孔，即使穿孔也是随意地刺

个 小 孔 ，状 如 针 眼 ，不 是 方 形

的 钱 孔 ，钱 面 均 无 钱 值 ，也 不

染 色 ，显 是 临 时 随 意 制 作 ，相

比此前的泥钱制作，也就徒具

形式的象征意义了。

之所以时间越往后，所制泥钱越是粗

糙简陋，一方面是丧葬习俗的变化，东汉

时期废弃了以前那种规模宏大、陪葬丰富

的木椁墓葬，转而把财力花在采用石料、

构造精美的画像石墓之上，随葬的泥钱也

便随之简化；另一方面则是纸张的发明和

使用，取代了泥钱的部分功用——当然，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比泥钱，纸质

冥钱优点更多，材料来源广泛不说，而且

更容易加工，也更加清洁，尤为重要的是，

它既可以像泥钱一样随葬，又能通过焚化

送达冥间或诸天神佛，这后一点意义非

凡，焚化是西方佛教带来的宗教礼俗，纸

钱能很好地适应日益兴盛的佛教信仰，亦

是其最终取代泥钱并延续至今的主要原

因——《旧唐书·王玙传》载，开元末，王玙

为御史，充祠祭使，“每行祠祷，或焚纸钱

祈祷福佑。”可见，在中唐时期，纸钱便由

民间风俗变为皇家礼仪，并已风靡世俗，

成为风俗中最活跃的场面，同时期的小说

笔记中亦记载了大量纸钱题材的鬼怪故

事，冥间的官吏利用各种手段猎取数额巨

大的纸钱，积累冥间财富，把虚拟世界的

幻象演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纸钱主要用于焚烧，入葬不多，且又

不容易保存，所以考古发现很少。除了吐

鲁番高昌、唐代墓葬陆续发现过一些纸钱

外，内地很少发现，江西德安的南宋咸淳

十年（1274 年）周氏墓，伴随其他纸质冥

器一起出土的纸钱，装在荷包之内，有的

有“卐”字，保存完好，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中唐之后，泥质冥钱愈发少见，现有

考古发现也不过寥寥数起而已，但社会上

使用泥质冥钱的习俗并未彻底断绝，苏东

坡所撰《东坡志林》里有《陈昱被冥吏误追》

一则，记书吏陈昱暴死三日而复苏事，言冥

间见闻，有“见吏在旁，昏黑如夜，极望有明

处，空有桥，榜曰‘会明’。人皆用泥钱，桥极

高，有行桥上者”句，亦有“又见一桥，曰‘阳

明’，人皆用纸钱。有吏坐曹十余人，以状及

纸钱至者，吏辄刻除之，如抽贯然”之记

载，意指冥间亦有等差之别，所用流通钱

币亦有材质之分，大抵条件好些的区域用

泥钱，而条件差些的地方则用纸钱，落实

到人间的丧葬习俗，大抵亦有以泥钱

随葬以渴求逝去的先人能在冥间

生活得好一点的美好愿景，只是

冥间事太过虚无缥缈，也不知

逝去的先人去往冥间到底是

生活在用泥钱的区域还是用

纸钱的区域，再加上纸钱相比

泥钱的种种优点，终至完全替

代了泥钱在丧葬习俗中的地

位。

苏东坡撰《东坡志林》的时

间去崇宁年间不过二三十年，社会

上用泥钱随葬之俗大抵还未完全断

绝，醴陵出土的这百多枚“崇宁通宝”瓷

钱亦可视为这一流俗的产物，只是条件所

限，无以判定是否出自墓葬，但我们大可

胆子大一点猜测，醴陵北乡一带素来盛产

瓷泥，且多有宋元时期窑址，这批瓷钱是

否亦是彼时醴陵先民利用本地瓷泥制作

并烧制而成，甚至于彼时的瓷业作坊是否

还有一条专业生产瓷钱的生产线呢？

SHEN NONG CHE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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洣江是茶陵人的母亲河。自古以来，

两岸村民傍水而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

治理，洣江河一遇洪水就泛滥成灾，家园

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两岸村庄

的厕所，迫于每年被洪水冲毁的无奈，都

是“当天坑”。所谓“当天坑”，就是两岸村

民在距家四五十米的地方挖一个坑（大

约面积七八平方米，深一点五米左右），

四周砌几层砖的矮围挡，全坑无墙无天，

无遮无掩。久而久之，成了当地大煞风景

的“遗存陋习”。

我曾经工作过的下东乡，十八个村

中有七个村庄在洣江河岸边，这里长期

流传着一首关于“当天坑”的民谣：

沿河厕所当天坑，围墙只有二尺三。

一根横木两块板，半坑浮渣臭水潭。

入蹲四顾露头脸，满地蚊蝇绕身转。

屙屎如同掉炸弹，粪便污水溅屁眼。

这首民谣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当天

坑”厕所的落后现状，以及上厕所难的无

奈和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条心村

有一在北京工作的儿媳妇，千里迢迢，满

怀喜悦地随丈夫第一次回老家省亲。上

“当天坑”时，不仅战战兢兢、被蚊蝇袭

扰，而且“抛头露面”“显臀露股”，十分难

为情，很不“方便”。结果，只住了一个晚

上，便哭闹着回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黄堂村一旅居台湾的老人，打算叶落归

根回故乡颐养天年，也上了一次“当天

坑”，回乡定居的念头就打消了。“当天

坑”的原始落后及传统陋习，污染人居环

境的同时，也危害身体健康，损害村容村

貌，影响生活质量，是洣江河两岸村民的

“历史痛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

天坑”的现状日益改观。尤其是国家加大

了 对 洣 江 河 及 流 域 的 综 合 治 理 ，于

2005—2012 年在上游的洣水、沔水汇合

处拦河筑坝，建成了全市最大的水利枢

纽工程——东阳湖，调节水量，防洪渡

汛，综合利用，旅游观光；在中、下游加固

河堤，疏浚河道，植树造林，建立河长制，

洪水灾害得到根本遏止。特别是近十年

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民生福祉，在更新

观念、破除陋习的前提下，结合决胜脱

贫，加大了扶持资金的投入力度，大规

模、全方位、高标准进行了农村人居环境

的综合整治，规划庭院美化，重点改水改

厕，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洣江

河两岸各村，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按照

新农村建设规划和人居环境整治的要

求，对所有“当天坑”实行彻底“革命”，全

部拆除，终结“屈辱历史”，接通自来水，

建成室内、室外水冲式无害化处理的卫

生间，还在人口活动稠密地和交通要道

处，配套建设了宽敞明亮、清洁卫生的公

厕。小厕所，大民生。近两年，茶陵县仅对

沿河 8 个乡镇拨付的农村改厕奖补金达

1689 万余元，奖补农户 10370 户，另投资

350 万元建公厕 20 座。农村厕所已“脱胎

换骨”，今非昔比，“当天坑”之痛一去不

复返。

如今，村庄变化翻天覆地，农村环境

日新月异，田园风光欣欣向荣，村民生活

蒸蒸日上。条心村村民胡尹明，无限感慨

地撰写了一副公厕新春联：

寓安居，祛陋习，提质修容，坑厕更

生除旧貌；

承德政，沐甘霖，脱贫致富，乡村巨

变换新颜。

有幸旧地重游，在原下东乡七个沿

河村中，又听到了关于厕所的新民谣：

高楼花园展新颜，楼上楼下卫生间。

清洁明亮空气鲜，洗涮排泄用清泉。

如今入厕当神仙，前后对比两重天。

春风化雨环境美，从此不见当天坑。

小康不小康，厕所大变样。新民谣讴

歌了党和国家的德政惠策，见证了农村

“厕所革命”的历史变迁，描绘了村庄与

时俱进的发展变化，抒发了村民步入小

康社会、享受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

株洲往事

民谣声里话变迁
谭穆喜

从炎陵县城驾车起步，沿 106 国道向东行驶约五公里

后，左拐驶入 S559 草坪至大院公路，一路上行三十余公里便

到了大院农场与策源乡公路的交汇处。这是一块有近千平

方米的平地，左走是大院，右行为策源。

交汇处便是观景台。下车驻足，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四

块巨石，上书“云上大院”四个大字，这是提醒您已经到了云

上大院景区。移步观景平台，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可见云飞

雾走，群山起伏，沟谷纵横，绿涛翻涌。这种恢弘与壮美的场

面，只有在隔壁井冈山的黄洋界才能偶遇到。而眼前直线距

离约一两公里最高、最亮眼的便是团苍山了，历经千年风雨

阅尽世间沧桑的团苍道观就在怪石突兀的山崖之间。

团苍道观，亦称团苍庵、团苍仙观，位于炎陵县东南之

大院、沔渡、策源、十都四地交界处，距县城约四十公里，是

云上大院风景名胜区的一处人文景观，已有一千二百一十

九年历史。这里不仅是道士修行、信众礼拜的场所，更是各

地游客观景览胜、避暑休闲的胜地。

团苍山为万阳山分脉，也谓之“少祖山”。清乾隆版《酃县志》

载：“团苍山，在县东七十里，海拔高度一千七百多米（今实测为

1625米），为邑脉分支处。石岩突悬约数仞，云木郁葱，四面缭绕，

升高望远苍苍焉，茫无涯际，故名团苍……真神仙窟宅也。”

清李琼诗作《团苍崖》云：“崖悬云际万山连，未到峰顶屐已

穿。读破南华第一卷，何须方外觅神仙。”道观处于石崖处，前方

崖壁峻峭，石崖悬约百余丈，山势险要，树木葱郁，四周苍翠，故

名团苍山。“道观”即道士修炼的地方，团苍道观因团苍山而名。

历史上，团苍道观建筑由铁瓦覆顶，以抵御高山暴风骤

雨。因此，当地老百姓大多只知道团苍山上有座铁瓦仙，而

极少有人知晓有团苍道观这一雅称。

登临团苍山巅，只觉耳畔天风呼啸，伸手可探天宇，千

山万壑有如波涛在脚下奔涌，气势极为壮观。晴日，放眼四

望，湘赣茶陵、安仁、桂东、遂川、井冈山等县市的界山尽收

眼底，自然风光如诗如画。

这里还可观日升日落，赏云山雾海，气势磅礴的云雾时

而冲上峰尖，时而跌入谷底，使人如临仙境，生发飘飘欲仙

之感。一九七六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炎陵拍摄电影《枫树

湾》，其中的日出、日落镜头，便取自团苍山。

据炎陵县文物专家考证，团苍道观始建于唐德宗贞元二

十年（803），元至正、明末、清康熙年间数次重修。相传道观为紫

衣禅师修心养性之所，下有李公垇、修目寺。李、修二人均为霞

阳长老，为人忠厚善良，为民排忧解难，相助为乐，一同学道于

颜公祖师而升仙。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两长老的功德，于元至正

年间（1341～1368），由尹文渊为首捐资将道观重修于崖前。

史料记载，团苍道观建筑相当壮观，道教活动频繁。道

舍依山垒石而建，有积石千余方，道观占地一千多平方米，

正殿石墙铁瓦，古朴庄重，殿宇巍峨，雕龙画凤，檐角飞翘。

殿后有一处三米宽、十一米深的岩洞，于峭壁悬崖中，如倒

悬的锅。幽深黑暗的洞中，一泉眼从石缝间涓涓流出至小

池。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曾在道观驻扎，炎陵籍

革命前辈张平化、周里等经常在此进行革命活动。

因山高风急，道观屋顶覆盖的大多是长五六十厘米、宽

二十厘米的铁瓦，共计八百多口，均由湘赣两省信士捐献。

每片铁瓦上都拓有捐献香客的名字，有的还铸有捐瓦缘由、

时间等等，团苍道观也因此又叫做铁瓦仙。

团苍道观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加之曾被当成“四旧”（指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拆除，导致道舍建筑、碑

刻、藏品、道具遭受严重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外地道

士慕名来到团苍山，在残垣断壁中斫木为梁、围石成墙、茅

草为盖，而栖息寄居于此，遂“化缘”积聚，在原址依原貌以

砖木结构复修，建有三公殿、三皇殿、慈航观音殿等。

二零一二年，团苍道观被列为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道观现存文物有宋代石碑一块，明万历十三年（1575）石

刻一处，清代石碑二十一块，民国残碑一块，铁瓦三十四口，

其中最大的一口铁瓦是“宋朝浙江信士王陵昌敬献”，瓦长

七十五厘米、宽四十五厘米，重达十三公斤。

道观依山而建，最下端是道士饮食起居用房，拾级而上

为庵堂。庵堂一半悬空而建，后墙紧贴石壁，红墙青瓦，堂前

用铁栏相护。从庵堂右侧往上，就是相传紫衣禅师修道处

了。几间低矮的泥砖房，折射出修道者修行生活的艰辛。

曲折上行，可见一石洞，石洞里有一小股泉水汩汩流出。

洞前有一两米见方的石坪，上设一座信众焚香烧纸的香炉。

民间传说，在这里的进香朝拜或卜签打卦十分灵验，能卜准

前世今生，所以尽管道观路遥地偏，地势险峻，仍香火不断，

每逢初一十五，总有善男信女，或乘车或步行慕名前来进香。

这里的道士待人和善，很有些仙风道骨，解签实在，极少诳

语。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一种信仰。

“铁瓦仙山树叩天，团苍古洞顶滴泉。楼危

角翘星辰上，雾淡烟轻峻岭间。老道童颜说

奥妙，残碑绿藓述从前。凭轩远眺心胸

净，倚殿冥思日月闲。”这是今人李园

平游览道观的咏叹之作。

团苍道观紧邻江西井冈山和

炎陵大院农场，成为炎陵旅游的

一大景观，现今朝拜香火不断，观

景 消 夏 者 日 盛 。尤 其 是 酷 暑

盛 夏 ，这 里 已 成 为 云

上大院旅游的第一站，

祈 福 求 平 安 的

心灵安放处。每当

曙光初现或是太阳

西 沉 ，各 式“ 长

枪短炮”在此聚集，一

幅幅沾满晨露的美景、一个

个 霞 光 映 照 的 画 面

被摄入镜头，通过抖

音 、快 手 、微 信

朋 友 圈 走 出

大 山 ，传 遍

大江南北。

团苍道观：
风雨沧桑阅千年

黄春平

文旅株洲

道观铁瓦。黄春平 摄

团苍道观团苍道观（（资料图资料图））

远眺团苍山远眺团苍山（（山顶建筑为道观山顶建筑为道观）。）。

黄春平摄黄春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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