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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一直是商家赖以促销的手段之一，现

代生活中的广告可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鲜

为人知的是，形形色色的广告并不是现代商品

社会才有的新事物，至少在 2000 年前的东汉时

期，便出现了不亚于今日广告的商品促销手

段，当然，受制于彼时的传播手段，彼时的广告

远未如今这般手段多样，而是多在商品表面纹

饰商家的字号标识，以俟潜在消费者能按图索

骥，就譬如株洲博物馆珍藏的这面东汉“张氏

作”龙虎纹铜镜。

铜镜是在近代水银玻璃镜发明之前，古代

人最为常用的生活用品。大约在商朝中期，随

着青铜器的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学会了

用青铜打磨镜子，铜镜也便孕育而生。春秋时

期，随着礼乐的盛行，人们开始重视礼仪，尤其

是对自己衣冠的整洁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目的，

铜镜也就成了贵族们梳妆台上的寻常之物，为

了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尊贵，古代匠人还创造性

地给予铜镜雕花刻字的装饰，同时也为生活增

加了审美情趣。

时间到了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

盛的大一统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国力雄厚、经济

繁荣，手工业获得很大的发展，铜镜之铸造也进

入飞速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铜镜，制作精良，

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社会公认的我国古代文

化遗产中的瑰宝。而且，此时期的铜镜除了照面

视容和审美需求之外，更增添了通灵辟邪、随葬

镇墓、追求圆满之祈福功用，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时期的不少铜镜制造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在所铸铜镜上纹饰自家的商号标识，可以视为

2000年前的较为原始的广告之雏形。

即 以 株 洲 博 物 馆 珍 藏 的 这 面 东 汉“ 张 氏

作”龙虎纹铜镜为例。该镜直径 12.5 厘米，重

488 克，背面中心为一个大型圆钮，圆钮周围采

用高浮雕工艺，铸了一龙一虎环钮对峙，龙虎

皆张口露齿，附近纹有卷云纹，纹饰生动，铸造

精美，正是东汉时期最为常见的纹饰风格——

龙虎图案，源于古代天文上的四象，古代占星

术士以春分前后初昏的天象作为依据，把黄道

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划分为四个星座并想象

成四种动物形象，《礼记·曲礼》中说：行军之方

位“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用这四

种旗帜，象征四神的威力，可以御四方，辟不

祥，古人将它铸造在铜镜上，用以镇宅辟邪之

意，是东汉时期铜镜的杰出代表。

纹饰之外，铜镜并有铭文，曰“张氏作竟

（镜）大无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子九孙居高堂

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鸟玄武仙人羊为吏宜官至

侯王上有辟耶（邪）去不阳从今世昌”，凡 54 字，

笔力刚劲，笔法娴熟，内容则为颂祷吉祥的祝

福语，尤其是起首的“张氏作竟（镜）”语，言简

意赅指明该镜为张姓工匠所制，故此镜又被称

为“张氏作”龙虎纹铜镜。

无独有偶，株洲市博物馆珍藏的这面“张

氏作”龙虎纹铜镜并非孤例，考古研究发现表

明，全国各地都曾出土过为数不少的类似铜

镜，尽管其规制和纹饰风格不一，所纪铭文也

各有不同，但文首“张氏作”的字样却一以贯

之。这也说明，在东汉时期，张氏家族的一支作

为私家铸镜作坊在彼时的社会上已有相当的

规模，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汉时民间有“张王李

赵遍地刘”之称，张氏排名第一，在现当代张氏

也仍然稳居中国姓氏前三甲之列，宗族之盛，

在彼时对资金和技术要求都高的铸镜行业分

得一杯羹也就毫不奇怪了。

通观全国各地出土的诸多东汉“张氏作”

铜镜，大多采高浮雕工艺铸就，纹饰更是繁复

生动，展现了彼时高超的工艺水准，亦从侧面

反映出当时铸镜的张氏家族的行业领军地位。

而株洲市博物馆珍藏的这面“张氏作”龙虎纹

铜镜，铭文语句如此之完整，没有减字假借，且

字字清晰，内容表达直接，言词通俗易懂，吟诵

朗朗上口，则更是罕见，特别是集中表达的铸

镜作坊对拥有这面铜镜的家族后人寄予厚望

和期待的铭文内容，祝福他们个个都聪慧睿

智、为官步步高升、子孙蕃昌、享乐富贵、长生

不老，则更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这种对现实

美满生活赤裸裸的追求和强烈呼唤也是其他

时代铜镜铭文所不及的。

总而言之，这面珍贵的汉镜不仅如实反映

汉代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也反映当时社会

繁荣的文化艺术和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

展示出大汉帝国蓬勃发展的盛世雄风，从另一

个层面，也展示着当时张氏家族显赫一时的社

会地位和雄厚的财力基础。更重要的是，此镜

的“张氏作”铭文，让现代社会被无孔不入的广

告不胜其扰的我们明白，原来，早在 2000 余年

前的东汉时期，广义的广告就已经开始流行。

八团大英分水坳是一个位于茶

攸交界的小山村。几栋依山而筑的房

子，掩映在青翠的树丛中。一座瓦楞

青砖被岁月剥蚀得摇摇欲倾的老房

子，兀立在蓝天下，与周边的民居形

成强烈反差。只有那突兀在风雨中的

危椽与飞檐，衬画出来的建筑物的形

制，依旧显现着一股威严，似乎在诉

说它当年的辉煌。走近前去，可以发

现，在这个建筑物后面的坡缘上，矗

立着两根约一米高的方形麻石石柱

——人称“桅杆”的“旗杆”石，石柱上

刻着“黄昌峻立”四个两寸见方的楷

书字。这建筑物就是黄氏家祠，清代

的云阶书院，前清举人黄昌峻就是这

所书院的创始人和掌教。

然而在《历代茶陵书院》等介绍

茶陵书院历史文化的书册中，却没

有介绍云阶书院，黄昌峻的事迹被

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本着溯本探

源的初衷，笔者两次探访大英田，采

录《八团乡志》及黄氏族谱中相关的

文字材料，结合清代的历史背景作

了一些考察，试图还原这所被遗忘

的书院及其创始人的种种。

●黄氏族谱里的记录

分水坳这个小山村多数姓黄。黄

氏在大英算不上大姓，1993 年《八团

乡 志》载 ：“(小 英)黄 氏 于 乾 隆 庚 寅

(1770)盛章由江西赣州府长宁县迁居

分水坳，现 16 户，男 38 人，女 35 人。”

但该氏在清代却是旺族，只因为该家

族在当地办学 80余年。掌教是从一个

贫困人家走出去的学子，被清廷敕封

正五品官衔，故名声大噪，曾经引得

茶陵、攸县子弟前来向学。

八团乡志《历史人物选登》有黄

昌峻的资料介绍：“黄昌峻，号云阶，

八团乡小英村分水坳人，道光元年

(1820)。幼时颖悟，才思敏捷，读书过

目不忘，家贫，受里人赏识，纷纷解囊

相助，得遂其志。同治三年(1864)甲子

科江西乡试中举人，会试四次，留京

一年，圣恩勅授文林郎，钦加国子监

学正五品衔。任江西永宁龙江书院掌

教一年，赣州长宁石溪书院掌教一

年，嗣后归里，绝意仕途，官府三召三

谢，倾心于桑梓教育事业。因其品学

兼优，攸茶学子从学者众。光绪二十

年(1894)殁，享寿七十四岁。”

在 黄 氏 家 谱 中 也 有 相 类 似 记

载 ：“ 名 宗 三 子 世 崧 ，讳 昌 峻 ，号 云

阶，行三，敕授文林郎，钦加国子监

学正五品衔。由府廪生同治甲子科

(1864)江西乡试中式一百一十二名

举人，会试四次，留京一年。品学兼

优，茶攸士子从游者甚众。在吉安永

宁县龙江书院掌教一年，又在赣州

石溪书院掌教一年。”

上面这些貌似简洁的信息，似

乎透露出某些玄机：一是湖南人到

江西乡试，原因何在？二是“会试四

次，留京一年”蕴含的信息量很大，

既是黄昌峻与命运的拼搏，又是现

实的无奈。三是“绝意仕途，三召三

谢”透着古怪：前有四次拼搏，后又

隐 居 不 出 ，服 务 乡 梓 教 育 ，原 因 何

在？四是当地人称黄昌峻旧居屋前

的两根麻石石柱叫“桅杆”，难道与

行船有关？

●江西中举与黄氏家族渊源

谱牒记载，黄昌峻是参加江西

乡试中举的。黄昌峻本为茶陵人，何

以到江西乡试？

清代举人参加乡试，遵循“分区

定额，原籍应试”原则，到非居住地

应试，则称为“冒籍”，是违法的。但

有一个情况可以例外，这就是“寄籍

应试”。据大清法典，考生因其祖父、

父亲流落在外地超过 20 年，且在寄

籍地有房产、田产，或已在当地安葬

有 祖 父 、父 亲 的 坟 墓 ，以 兹 证 明 落

籍。考前通过当地官府向上呈明批

准，就能在寄籍地应考。黄昌峻可能

因为这个原因到江西应试。

查黄氏家谱，黄氏系上古传说

人物陆终后代。陆终之后有孙南陆

公兄弟三人受封于黄，因以国为氏，

后为楚所灭，其后裔始南迁，进入楚

地。战国时，黄歇（前 314 年一前 238

年）为楚相春申君。与魏国信陵君魏

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

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唐代之前，歇公后裔辗转迁徙

于湖北鄂州（今武昌）、河南析州、陈

州、光州，湖北蕲州，福建的延平、南

剑等地。至化公在江西建昌府南丰

县（今江西抚州）龙池乡二十七都双

井头落足，开宗立派，是为南丰双井

黄氏开基祖，也是黄昌峻这一支的

祖先。

化公后裔各有迁徙，其家族成

员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据

《黄氏族谱·黄氏源流记》载：“化、井

二公之脉棋布星罗，纷纷不一，迁徙

靡常，随处有之。盖我化公之裔居于

萍 乡 后 迁 徙 吉 安 莲 花 厅 及 攸 邑 等

处，惟我井公之裔徙迁靡常，各择其

居，处处咨询，居茶城者广，住攸邑

者多，而且莲花、萍乡亦有居焉。”由

此看来，广泛分布于吉安、萍乡、攸

县、茶陵者，皆化公、井公二人后裔。

大 英 黄 氏 裔 孙 盛 章 在 乾 隆 庚 寅

(1770)由江西迁来开基，恰好在乾隆

时的江西填湖广时期。旧时，世家望

族，人丁繁衍快，而一地资源有限，

往往要求子孙离土创业开基，这是

一种常态。客家沿山而迁，是典型的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 1820 年黄

昌峻出生时，大英黄氏已经迁来五十

年。据《八团乡志》记载，至少在黄昌

峻中举前，其家境贫寒，当地村民热

心助学，“解囊助学”才完成其学业。

黄氏在茶陵的家境贫穷，势力平平，

但其家族在江西却是世族，在当时

应该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黄昌

峻寄籍祖地参加应试无疑是一种较

好的选择。

●“会试四次，留京一年”

黄昌峻“会试四次，留京一年”

似乎透露出清代举子对科举考试的

醉心与执着，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世

俗的人生价值观。

黄昌峻家境贫寒，要在京城生活

一年，首先涉及的是生存问题。清代

的学子在考取举人后，地位上升，但

没有实际收益。一般如果功名无望，

往往以教书为生。如果没有江西黄氏

家族给予他足够的支持，恐怕也难以

支撑他在天子脚下的巨额花费。虽然

参加会试的考生每年的旅费由朝廷

报销，但生活费也是个大花销。

史载，清代名臣曾国藩 1834 年

参加会试落榜，因 1836 年为太后的

六十大寿，朝廷会另加一次考试，叫

“恩科”。于是他留京一年参加恩科

考试仍落榜后，盘缠耗尽，只好借盘

缠回家。黄昌峻留京一年是谱牒所

载，当为真事。按清制，每逢丑、辰、

未 、戌 年 为 会 试 的 时 间 。他 1864 年

(甲子)中举人，那么他第一次参加会

试的时间至早是 1865 年（同治四年

乙丑），之后的会试时间分别是 1868

（同治七年戊辰)、1871 年（同治十年

辛未)，1874（同治十三年甲戌)，期间

没有恩科。至光绪 1876 年（光绪元年

丙子），因光绪登基才有一次恩科，

一年后，1877 年（光绪二年丁丑）又

是正科。

按此推算，如果黄昌峻留京一年

是诸如曾国藩那种情形，那应该是

1876 年到 1877 年为免除旅途劳顿和

往返费时“留京一年”。如果没有参加

恩科考试，那么留京一年，又当是另外

一种情况。若前一种情况存在，那么黄

昌峻在五次正科中应有一次缺考。

●“三召三谢”隐居办学

黄昌峻官授五品，若愿意在朝

廷效力，自然不会回乡甘守清贫。清

朝官员有候补制。但黄昌峻却只选

择了山长（校长)。前有十多年执着科

考，后有隐居不出，甚至三召三谢，

安于乡梓教育是何故？

黄昌峻选择当山长极有可能是

迫于财力匮乏。黄昌峻四次会试，留

京一年，所费甚巨。仅舟车费就为数

十两之巨，这对农家子弟，确为天文

数字。此外，还有雇人付费、食宿，处

处费银。有钱人出门，须有书童，断

不让书生孤身上路，或请武师，沿途

保镖。京畿之地，天子脚下，其费用

更非比乡下僻壤。且一连四年往返

京 城 ，即 便 有 宗 族 襄 助 ，也 恐 难 支

撑。在此种情形下，迫于口腹之需，

黄昌峻不得不收起功名之望，脚踏

实地，为生存而奔忙于西席之间。

黄昌峻任职的两所书院都在江

西，龙江书院和石溪书院都是省内

较为有名的书院，龙江书院更为江

西四名院之一。在龙江书院历任掌

教中确有黄昌峻之名。该院在江西

井冈山市龙市镇，始建于清道光二

十年(1840)。由原宁冈、酃县、茶陵三

县的客籍绅民捐资修建，据说为当

年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因面临

龙江河而得名。

黄氏自盛章 、盛瑞在由江西赣

州府长宁县迁居分水坳，家族渐有

枝繁叶茂、人丁兴旺之势。而后裔的

繁 荣 给 家 族 带 来 了 诗 书 传 家 的 可

能。开基祖盛章公本身也有一定文

名，族谱称其“敕封文林郎”，其子名

祖、名宗（黄昌峻的父亲）皆为“例授

文林郎”。按古制，帝王自上命下，称

为“敕封”，“按例授予”称为“例授”，

文林郎相当于正七品的文散官。从

这一点看来，自盛章这一代往下，也

算是“诗书传家”了。

按儒家的经世观，“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四种境界，所谓“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若不能

治国平天下，则以修身齐家为要。因

此，黄昌峻退隐办学，当为理智的选

择。一则他虽为“敕授文林郎，钦加

国子监学正五品衔”，但文散官终究

是个赋闲的官职，与他所追求的“达

则兼济天下”相去甚远，因此，退而

独善其身，当为明智的选择。二则，

家族已隐有发达之势，家庭成员众

多，家族遍布茶攸两邑，与其当个龙

江书院的山长，名声在外，不如回归

家族，掌教家塾，培育后人更利于家

族的兴盛。三则黄昌峻少年求学，曾

受大英田父老恩惠，服务乡梓，是回

馈乡情的最好方式。所以，他放弃掌

教优遇，回乡办学，当为振兴家族、

报效地方的一种彻悟式的选择。于

是，我们不难解读黄昌峻先执着科

考，后安于乡梓教育的原因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黄氏家训。

双井黄氏家训有八则：明孝悌以敦人

伦；教诗书以光门闾；崇礼仪以序尊

卑；别男女以正闺门；尚勤俭以厚衣

食；戒游赌以败名业；崇祭祀以报祖

德；施恩爱以贻亲族。黄氏八训将“教

诗书”放在第二位，可见黄氏把耕读

传家中的“读诗书”放在首位。这是客

家崇尚儒家价值观的表现。

黄氏家族有隐世的传统。井公

在七十大寿时，也曾对后代示下诗

训。诗前有序：“大用公之子太安，奉

饬南征大功。赘为驸马，诏封井公金

紫禄大夫、大柱国。”是说其孙儿太

安（大用之子)奉皇命南征，大胜立

功，喜沐皇恩有感而作。诗曰：“书罢

吟哦记此篇，我今归隐乐悠然。椿萱

堂上难追慕，桂萼阶前竞秀妍。霜鬓

尚沾金阙泽，紫衣犹惹御炉烟。苍天

不负男儿志，辅佐江山亿万年。”

诗中满是功成身退的悠然 、双

亲 在 堂 的 陶 然 、兄 弟 和 睦 的 乐 然 ，

当 然 也 有 尊 崇 尊 长 、垂 爱 后 昆 的

孝 悌 精 神 和 一 生 勤 谨 、忠 君 报 国

的情怀。

尚诗书重教，修人伦齐家，是黄

氏家训的中心，它构成黄昌峻一生

的行为准则。这种精神与客家人的

儒家文化节操一致，是茶陵地方文

化传承中的瑰宝。

最后说说“旗杆”。此旗杆非为

塾学之旗杆，实为功名之旗杆。按清

制：一、科举考试中考上可以入国子

监深造的贡生，或副贡，甚者官方资

助的秀才都可以立旗杆，但旗杆上

没有安装“旗斗”；二、乡试中考中举

人者可以立旗杆，旗杆上有一个“旗

斗”；三、殿试中考中进士者可以立

两个“旗斗”的旗杆。如果考中状元，

家乡就可以立起三斗的旗杆。如果

祠堂前立起了四斗旗杆，应是本族

子弟中有人受封赐为朝廷一品高官

了。立旗杆的目的不是家庭为了炫

耀，而是为了鞭策后人仿效。因此，

黄昌峻旧居路边上的麻石柱应该是

“功名旗杆”。

总之，黄昌峻及云阶书院是藏

在深山里客家文化的瑰宝，是庐陵

文化对茶乡地方书院文化浸润濡染

的产物，代表了茶乡耕读文化的传

承，值得大英村和茶乡人好好挖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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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张氏作”龙虎纹铜镜

年代：东汉

材质：青铜

规制：直径 12.5厘米，重 488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大英村内废弃的老房子

▲前清举人黄昌峻的举人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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