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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虎贵提天子印，银鱼荣

傍老莱衣。”

唐人罗隐有《送霅川郑员外》诗，

尽管诗史将之归因为迎来送往的酬

应之作，价值不高，然而以罗隐之诗

才，并精炼之用字，依然不失为脍炙

人口的好诗，尤其是上引颔联，更因

其典雅对仗而成千古名句，至今仍为

人吟诵不绝。

此联颇简易，用典亦浅，上联恭维

对方的文治武功，“铜虎”者，兵符之谓

也，盖汉时调兵所用符印多为铜制虎

形，故得其名，后亦引申为官印；下联

用老莱子彩衣娱亲之典，喻对方致仕

之后，可回乡奉养双亲、一尽孝道。

无独有偶，株洲市博物馆内亦珍

藏 着 一 对 造 型 精 巧 的 铜 虎 ，黄 铜 质

地，虎呈伏姿，昂首垂尾，虽只半个指

头长短，却是小巧灵动，栩栩如生，显

示着塑造者细致的观察能力和高超

的艺术水准。当然，此铜虎与调兵遣

将的兵符无涉，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性

器物，或者作为某种宗教信仰下的墓

葬礼制，随同别的器物一并埋入地下

……要明了这点，首先得从铜虎的出

土往事谈起。

2007 年 5 月，攸县文物局接到举

报，网岭有人私藏一批铜质文物。当

日，县文物局派专业人员前往，并与

当地派出所共同调查。经查，攸县网

岭镇宏市村村民罗某于 2006 年在鹅

公 岭 建 房 开 挖 地 基 时 ，挖 出 一 批 铜

器，并私藏一年有余。在反复的思想

工作之后，罗姓村民最终同意将私藏

的出土文物上交国家。经攸县文物局

工作人员清点并造册，这批铜器共有

19 件，包括盉 1、鼎 1、钲 1、蟾蜍 1、虎

2、牛 2、斧 2、锛 2、凿 2、铲 1、刮刀 1 和

钻 1，并有砺石两条，显见是打磨这些

铜器的生产工具。

接到攸县文物局的汇报后，株洲

市文物局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派出考

古队到出土现场进行调查。文物出土

地点位于攸县网岭镇宏市村仁和寺

组鹅公岭罗某房屋左栋基础处，出土

原址因房屋建成已被毁而无法清理。

经罗某及其邻居们指认，这批铜质文

物出土于长约 3 米、宽约 1.5 米的范围

之内，器物距地表深约 2 米。在房前屋

后及正在砌的围墙墙基上，还有 4 座

土坑墓的墓口已暴露在外，周围还发

现有两汉时期的砖室墓 4 座……经调

查，鹅公岭一带系东周——两汉时期

墓地，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曾发掘过

一 批 东 周 越 人 、楚 人 和 两 汉 时 期 墓

葬，在现场调查并就铜虎等出土铜质

文物与周边考古资料比对后，株洲市

文物局判断，包括铜虎在类的这一批

铜质文物，极大的可能为东周时期越

人墓葬所出，只是囿于没有更多可资

比对的相关材料，暂不能确定更为精

确的入葬时间。

据佘意明《株洲文明史略》一书

记载，商周时期，包括株洲地区在内

的 广 袤 的 江 南 地 区 通 称 为“ 百 越 之

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类则

被称为越人，逐水而居，以种植水稻

为生，并结成松散的部族联盟以抵御

外来风险，而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争

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

转而向更为广袤荒蛮的长江以南地

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

产力的同时，亦带来了持续千年之久

的文明大融合——土生土长的越人

或者向更南的地区迁徙，或者被外来

强势文明彻底同化，成为范围更为宽

广的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出土于攸县鹅公岭的这批铜质

文物正好反映了这种文明大融合：墓

葬为长方形土坑，规制大小为典型的

越人墓特征；出土器类多为两两相对

的组合，契合越人死后以生前生活用

品和生产工具随葬之习俗；出土的鼎

之形制为敛口方唇、附耳垂腹，具有

典型的越式鼎特征，大概流行于战国

早中期，与同时流行的楚式敛口附耳

带盖鼎十分接近，更可见其时的文明

大融合。

与铜虎同时出土的这批铜质文

物，以斧、锛、凿、铲、钻和刮刀等生产

加工工具为主，配以两条砺石，一个

铿锵有声的生产加工场面呼之欲出

……而越式鼎等生活器皿则揭示了

墓葬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鼎为

礼器，非贵族无以享用——尤其是铜

虎、铜牛、铜蟾蜍之类的小摆件，纹饰

细腻，造型精美，铸工精湛，无不显示

着墓葬主人生前的生活情趣，真实再

现了彼时越人贵族在文化交融的大

时代下的生产水平和审美追求。

历史上大凡跟朱熹或王阳明沾亲带故的书院，一

般都能声名鹊起，可地处醴陵西山的渌江书院却是个

例外。

渌江书院坐落在西山的山腰上，三面环山，大门

正对醴陵市的母亲河渌江。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冬至

时分。旅游大巴在一座山脚下停了下来，走下车，凛冽

的寒风不由得让人打了一个冷噤，我紧了紧棉衣，沿

着蜿蜒山路向掩映在山坡上几幢古色古香的建筑走

去，那便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渌江书院。

如今的渌江书院已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进书院要

经过一个高大灰白色的牌坊，牌坊的正后方是书院的

门楼和围墙，门楼上李岚清书写的“渌江书院”四个行

书大字格外醒目，两侧一副“尊贤以醴，积厚成陵”的

对联，将醴陵两字嵌了进去，同时也喻示这里是一个

崇尚儒学、培养国士的求学之地。

进了门楼，就到了书院。书院正门前用汉白玉石

栏杆围着的一个半月状、名为“泮池”的水池里，几尾

悠闲游弋的红鲤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听介绍，当初这

“泮池”不是用来养鱼的，而是用来消防防火的，古代

建房都是木质结构，一旦失火，正好就近取水。只是如

今再也不用这个“泮池”来消防了，就养了一些红鲤鱼

供人观赏。

正门又是一副“道尊东鲁，秀毓西山”的对联，由醴

陵籍著名书法家李铎所书，在这风景秀丽的西山吟诵

子曰诗云，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陶冶与净化呢！

渌江书院占地 7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4100余平

方米，设有头门、讲堂、内厅、和斋舍。像所有书院一样，

讲堂正中间悬挂一幅万世师表孔子的画像，前面那尊

孔子的雕塑应该是现代应旅游要求放上去的。斋舍分

东三斋和西三斋，依山形而建，上下两层，每间斋舍里

放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里面雕有一个真人大小的书

生蜡像，还原了当年书生在书院求学的情景，他们或伴

着油灯伏案疾书，或手释书卷闭目沉思，或推开窗户极

目远眺等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渌江书院始建于 1175 年，朱熹来书院讲学是在

1167 年。他应另一位理学大师张栻之邀从福建建阳出

发前往岳麓书院讲学，途经醴陵。当时渌江书院还是

一座学宫，即为政府办的学校。在这座学宫里，朱熹为

那些求知如饥似渴的学子们足足讲了三天的理学心

得，据说，朱熹离开后，很快在醴陵的学子中掀起了一

股崇尚理学的热潮。

朱熹在醴陵逗留了几天，然后北上岳麓山。

为了这次讲学，朱熹足足准备了两年多时间，与其

说是讲学，还不如说是与相邀者张栻“岳麓论剑”更为确

切些。据了解，朱熹这次与张栻的相见，实则是两位理学

大师观点迥异的辩论。在岳麓书院，两位大师激烈的、碰

出火花的辩论让岳麓学子们足足饱尝了一次次文化大

餐，几乎受益终生，最终两人都没有说服对方。学术上的

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都

把对方视为不可多得的知音和知己。

1194年，已 64岁的朱熹再次来到渌江书院，这次他

是去潭州（长沙）赴任，途经醴陵，顺便又为书院的学子

们授了一次课，此时距上次讲学相隔了27年。这次讲学，

朱熹需面对他人生中的一次严峻考验，他似乎预感到人

生中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途经醴陵时，肯定想

起了已去世多年的好友张栻，失去了知音，心中的苦闷

无处诉说，落寂、惆怅一路陪伴朱熹走到了长沙。两年

后，针对他的“庆元党禁”终于爆发，他的理学被称为“伪

学”，他被定性为“逆党”，有人甚至上奏朝廷要诛灭朱熹

九族，亲戚、朋友、学生都不敢与他接触，悲愤、无奈、孤

独伴随晚年的朱熹渡过凄凉的余生。

三百年后，另一位大师途经醴陵时，也到渌江书

院讲了一次课，那便是心学大师王阳明，他跟朱熹第

二次到醴陵相似，同因仕途不顺，被贬贵州，但研究心

学的王阳明心情没受到被贬的影响，他乐得把自己的

心学种子顺便播在了醴陵，随手还为书院里那棵千年

古樟题诗一首，“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古樟距现在 1500 多年了，它那苍劲有力的树干

仍牢牢地吸附在书院的院子里，茂密的枝叶支撑起了

一片苍翠欲滴的天空，一批批学子在这棵樟树的庇护

下茁壮成长，就像书院脚下那眼千年不竭的泉水，潺

潺流向渌江，进湘江，入洞庭，汇长江，奔大海，最终走

向五湖四海，走向人生广阔的舞台。

1836年，书院迎来了新的山长左宗棠，在他的倡导

下，书院注重培养文人士子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情

怀，此后，从书院走出的不仅仅是意气风发的白面书

生，更多的是血性男儿，程潜、左权、李立山、宋时轮、李

明灏、陈明仁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等又对渌

江书院多了几分崇敬之意，他们先后在这里寻找民族

复兴之计，探求国家强盛之策，然后走向军旅生涯，走

向救国救民之路，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悠悠岁月，漫漫人生。转眼间千年一晃而过，曾经

的辉煌经过渌江的翻滚拍打和激浪扬浊，沉淀下来的

是一个宁静恬逸而又清新脱俗的读书环境。按说，有

朱熹的捧场，王阳明的站台，左宗棠的加持，渌江书院

不敢说与岳麓书院齐名，至少应与白鹿洞书院并驾齐

驱，可几百年过去了，渌江书院依然默默无闻地淹没

在南方众多的书院之中，低调而又内敛，平凡而又普

通，甚至在一些文人墨客的心里，根本就不知有渌江

书院的存在。

有人说渌江书院是一位养在深闺里的邻家少女，

而我则认为更像一位气质、容貌俱佳的报幕员，她甘

愿退居幕后，把舞台中央让给每一位来书院求学的学

子们，把光环、鲜花和掌声送给书院中的每一位成功

者，而自己则默默扎根在醴陵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只

问耕耘，不求回报，悄无声息地隐藏在醴陵的群山环

抱中，为每一位来参观、瞻仰的游客静静地展示自己

那曾经的辉煌和荣耀，深深地震撼每一位参观者的心

弦和灵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遇见渌

江书院，让我那颗浮躁烦恼的心多的一分淡定和从

容。站在江岸，注视江水，忽然发觉，人性中的欲望不

就像这渌江里偶尔泛起的浪花，最终随这滚滚江水一

道湮灭在茫茫大海，变得无影无踪了吗？

湘 东 边 陲 茶 陵 县 因 南 宋 古 城 存 世 而 闻 名 ，

有 南 浦 犀 城 之 美 誉 。追 寻 历 史 的 足 迹 ，县 城 东 北

方 高 陇 镇 的 龙 匣 村 ，偏 安 一 隅 却 声 名 赫 奕 ，那 是

“ 茶 陵 诗 派 ”领 军 人 物 李 东 阳 的 祖 籍 地 。两 三 年

前 ，本 人 学 起 了 对 联 ，于 是 遣 兴 拾 笔 ，试 为 该 村

拟 联 如 下 ：

气象龙开，观邓阜朝阳，茶陵诗派拨云见；

情怀匣启，循西涯归楫，荷韵溪声带露惊。

龙匣村古称砻溪，也称陇匣，乡音呼作龙溪、龙

下、龙集，是茶陵“上乡”（茶乡、三八区）的中心地。

史传当年茶陵同知庐陵人李余去官后，安家砻溪中

洲，为龙匣李氏开基祖，生有三子，“族开三院，植枫

以守”。这片红土平阔肥沃，背靠邓阜仙，即古茶陵

八景之一“邓阜朝阳”所在，千百年来，天然造化，人

文藩衍，得一方名胜。庐陵、茶陵山水相依，南溪滚

滚，茶水悠悠，着实流传着一门两翰林、三村三宰相

的故事。有联云：桃李梓桑，龙溪邓阜；德贤家国，孝

友门庭。

龙匣首屈一指当然是出了云阳、东阳祖孙两翰

林，身居高位，著书立说，皆编入《四库全书》，《清明

上河图》画卷留下两人题跋，跨越时空，翰墨齐辉，亦

是书画史上的佳话。时值李东阳 18 岁，其随父返乡省

亲祭祖，写下《南行稿》，让茶陵竹枝词大放异彩，开

创文坛先河。敬佩之余，赞叹不已，冒然题联：

次 云 阳 东 阳 余 韵 ，有 桃 李 竹 枝 ，邓 阜 朝 阳 播

金 玉 ；

叩 都 府 台 府 同 根 ，自 吉 茶 龙 集 ，长 沙 相 府 拜

枫 人 。

龙匣村中的龙福寺、杜陵书院已销声匿迹，余公

墓和古枫幸存，南溪河上石窝潭涛声依旧，学士井尚

在，后人已易名状元井，李氏后人尘封的《怀麓堂》

木雕印版或是至宝吧，惺惺相惜这块文脉

发祥地，乃撰两联云：

允武允文，大义忠贤

诗祖泽；

且耕且读，中堂孝善咏赓酬。

龙下自成蹊，栽枫积荫儿孙福；

李前元见地，凿井开源社稷图。

邓阜山是座宝山，昔为国营湘东钨矿矿场，开发

有一百多年历史，主峰与皇雩仙、太和仙三足鼎立，

山下可谓群龙簇拥，周围分布有大龙、小龙，梯龙、龙

头，墨龙、白龙、界化龙等地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

动，龙匣出现千亩荷田，逐渐唤醒了乡亲们对历史人

文的挖掘力度，每年的荷花节也搭上文化快车，李氏

祖上文化名人效应值得大作文章，遂撰联如下：

千余年守望，绵绵瓜瓞；

十八子开来，叶叶英华。

近年来，李氏子嗣及宗亲寻根问祖呼声高涨，重

建李余家庙的议程随即上马，历时一年，巍峨壮观的

宗祠拔地而起，大门三连廊，门楣取名“大师里”“状

元第”“顺聚堂”，鉴往知来展现出龙匣的新风貌。盛

事一桩，乃欣然命笔为联：

百世陶篱龙下水；

三朝杖国李东阳。

春种秋收，果实年时谷旦；

东阳北斗，光华岁月椿期。

——题龙匣李氏家庙

赫赫门庭，家国投名桃李颂；

煊煊嫡裔，烝尝训式德贤祠。

大盛楩枫正叶，邓阜苍苍西涯里；

师宗礼法名门，南溪滚滚李家庄。

——题大师里

世胄耕耘万状，蓟客明臣元宅第；

家声肇绍千年，茶乡望族相祠堂。

龙骧皇雩脉，诗魁阁老状元井；

匣启里居图，棠棣杉松翘楚材。

——题状元第

顺天时地利，乐以和之桑梓敬；

聚湛露英风，教以化之子孙贤。

——题顺聚堂

龙匣是个好地方，文化渊远流长，值得广为弘

扬，神来一笔，再拟七言联试作嵌字格：

龙蟠虎伏发祥地；

匣剑囊诗望楚乡。

青龙起蛰骑鲸客；

玉匣开新怀麓堂。

自有龙吟诗殿本；

犹能匣鉴画堂春。

如凤如龙枫子夥；

枕琴枕匣李桃繁。

英才各异龙中凤；

故土常新匣里珍。

茶乡古老神龙集；

楚邑山川宝匣开。

文正李青莲砚匣；

墨藏王逸少神龙。

搁笔三叹，意犹未尽，辞不达意，奈何不得，又经

数日绞尽脑汁，终于得个升级版，一呈如下：

李门豁目，龙蟠虎伏发祥地；

枫子开眉，匣剑囊诗望楚乡。

霞蔚云兴，青龙起蛰骑鲸客；

荷风蕙露，玉匣开新怀麓堂。

槐宰三朝，自有龙吟诗殿本；

蓟门一品，犹能匣鉴画堂春。

叶茂枝荣，如凤如龙枫子夥；

承祧锡福，枕琴枕匣李桃繁。

赛陈天马，英才各异龙中凤；

赓李云阳，故土常新匣里珍。

一脉承流，茶乡古老神龙集；

千秋遗润，楚邑山川宝匣开。

诗才八斗，文正李青莲砚匣；

书草五车，墨藏王逸少神龙。

古有进士陈天马者，茶乡人氏作《天

马赋》陈泰是也。我亦茶乡人，因缘巧合，

祖母李氏居龙上，再拟一联，聊寄真情：

我亦姻连世系，龙上吾家祖母，

龙下君家祖籍，远源从陇右；

子当嗣续功名，开宗郭氏汾

阳，开山李氏东阳，祥发洎茶陵。

至 此 ，即 告 一 段

落，率尔操觚，博

君一粲。

文物名：东周铜虎

年代：东周

出土年代：2006 年

出土地点：攸县网岭

材质：铜
规制：长 2.6厘米，高 1.4厘米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龙
匣
古
村

和
我
的
嵌
字
联

郭
斌

龙匣村里的相国第

遇见渌江书院 朱封金

渌 江 书 院 内 ，朱

张西山会讲雕塑

渌江书院山门

东周铜虎，古越人贵族的
随葬礼仪一瞥

郭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