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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忠勇匡时难 洞烛机先建奇勋
黎亮

典籍里的株洲

800多年渌江桥成为
醴陵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

温琳

醴陵有一景，名为“古桥芳洲”。芳洲是状元

洲，它是醴陵人文荟萃之地，古桥是渌江桥，醴

陵人心中感情最深的建筑。一座渌江桥，记录着

800 多年的中国建桥史，从浮桥、木桥，再到石

拱桥，这里不仅有王阳明、范成大等文化顶流前

来打卡，也是醴陵城市文化的象征。

地处湘赣交界处的醴陵，历来被称为“吴楚

咽喉”“湘东孔道”。它是穿过罗霄山脉 4条古道

中最宽、最好走的一条，宋代就被定为官道。明

初“江西填湖广”，从江西来的移民要翻过罗霄

山，很多人选择走醴陵这条路进入湖南。渌江桥

就是这一“孔道”上的“咽喉”。对于那些跋山涉

水而来的远途移民来说，渌江桥是进入新生活

的标志。

1908 年，德国摄影师柏石曼来到醴陵城，

第一眼就被一座木桥吸引了。从他当时拍摄的

黑白照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 6 处石桥墩和木

质的桥面。一队行人正从桥上过，很多人挑着扁

担，桥洞下隐约可见对岸的醴陵城以及山坡上

的文昌阁。

而在更遥远的 800 多年前，南宋诗人范成

大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经萍乡入醴陵，去桂林

上任。他在日记《骖鸾录》中记述了翻过罗霄山

脉后，进入醴陵开阔山间平地的心情，“豁然弥

望，平芜苍然，别是一境，出陆，盖已是湖南界

矣”，眼前的渌江变得尤其秀美。来到渌江前，他

也被一座桥吸引。他在《醴陵驿》一诗中兴致勃

勃地说：“渌水桥通县，门前柳已黄”。

到了明万历年间，岳和声经江西去广西上

任，也是从这里走的。他仿照范成大也写了一本

《后骖鸾录》，记述了他看到的另一座渌江桥：

“桥袤四十二丈许，覆以长廊，度桥以行，馆面江

以居，有栅樊之，据行家云，不宜筑城，居然山

县，不废临流”。明代四十二丈就是约 140米，这

么长的一座木质桥，而且还是廊桥，在 400多年

前应该是一座很雄伟、秀美的建筑。

800 多年来，渌江桥从宋代开始建浮桥，毁

了修，塌了建，重修了 20多次，每次都是依靠民

间力量修成，醴陵人为这座桥付出了非常多的

心血。清人丁宗懋 1768 年就在修桥记中慨叹：

“屡成屡坍，卒无持久术，则斯桥之累邑人久

矣。”

1924 年 ，醴 陵 人 重 建 了 这 座 桥 ，保 留 至

今。大桥的主修人是南社创始人之一的傅熊

湘。拥有建筑行业经验的工程经理陈盛芳建

议，将渌江桥建成石拱桥，并捐了很多钱。捐

的钱还把桥下的状元洲建成公园，并从桥中

间架一座引桥到洲上。引桥修得十分精巧，它

与正桥垂直，连接江中小岛状元洲。引桥长约

45 米，宽约 4 米，共有六拱。和正桥相比要小

巧得多。

醴陵在历史上还没出过状元，桥下状元洲

的名称来自一句古谶“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

元”，故取名“状元洲”。它坐落于渌江之中，洲呈

纺锤形状。1925 年渌江桥建成后，有了引桥与

洲相通，并在洲上建公园，慢慢地变成醴陵人文

荟萃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兴建了文化馆、图书

馆、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上世纪九十年代，这

里还建起一座高达 30 米的状元阁。它飞檐五

重，高耸洲头，气势雄伟，登阁可环眺醴陵全城。

有洲有桥，桥上还有引桥，桥头不远就是渌江书

院，怪不得醴陵也有小长沙之称。

渌江桥一经建成，就成为当时湖南省境内

跨度最大的石拱桥，现在依然是湖南境内最长

的石拱古桥。它采用错位叠砌法垒成极为坚固

的桥体，经受住了历次洪水的考验，现在看起来

依然稳固如初。

虽然现在建桥技术已经非昔日可比，渌江

桥也失去了交通要道的位置，但是醴陵人永远

不会忘记这座桥。这样一座桥俨然已是醴陵城

市文化的一个象征。

看过《风声》《密战》《惊蛰》《麻雀》《伪装

者》等影视剧的观众，无不被抗日谍战情报

战线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所吸引。然而，却

很少有人知道，侦测日方重要军事情报最功

勋卓著的一位人物，就来自于湖南醴陵板杉

镇的一个小山村。他多次洞烛机先，精准搜

集到“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珍珠

港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兵力部署，最早知道

日军会侵占东南亚并提出抢先修建滇缅公

路，打破日军封锁，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

出非凡贡献。

他，就是当年被誉为一代“谍海枭雄”的王

芃生。

寻机刺袁未果
公费赴日留学

王芃生原名大桢，1893 年 3 月出生于醴陵

县板杉区八步桥乡枫树桥村（现醴陵市板杉镇

七里山村）一个清寒的读书家庭，自幼聪颖好

学，5岁入私塾就读，1908年转入设在醴陵姜湾

的官办湖南瓷业学堂，免费习学瓷画。年底进

入官办湖南瓷业公司，成为一名瓷画工人。

虽然才 15 岁多就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具有强烈忧国忧民思想的王芃生并不满

足。他将几个月的微薄薪资积累起来，作为

路费和生活费，于 1909 年春赶赴长沙求学。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王芃生投身由黄兴

主持招募的奋勇队，随革命军苦战汉阳。后

又 与 陆 军 小 学 同 学 余 兆 熊 、刘 敦 桢 一 起 北

上，寻机刺杀袁世凯。不幸为袁部下侦知，余

兆熊等被捕杀，王芃生侥幸逃脱。

1916年冬，王芃生以公费派遣赴日本陆军

经理学校留学，1920年春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

学经济部学习，在日期间，王芃生日夜苦读。

精准洞察两大“事变”
提前预警未被采信

毕业回国后，王芃生进入外交界，曾参与

北洋政府收回青岛的谈判。1927 年，他接受同

乡何键的邀请，先后出任 35 军少将参谋长、江

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安徽省民政厅代厅长、

湖南省政府顾问等职。

多年在日的学习 、游历和交往，让王芃

生对日本军政界的动向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1935 年夏天，王芃生结合日本报刊、日语广

播、日本友人来信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综

合 观 察 ，判 断 日 本 将 在 半 年 内 实 施 武 力 侵

华，东北是首选之地。乃求见在北平养病的

张学良，欲告知详情。不料被张手下阻挡，无

缘一见。

他又紧急南下，于 7 月下旬赶到南昌，将

日本将要侵华的情报呈送给蒋介石。但蒋一

心督促剿共，并未将如此重要情报放在心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王芃生忧愤成疾，几乎

一病不起。

病愈后的王芃生再度投身外交界，出任中

国代表团顾问，前往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

状告日本侵略行径，欲使国联调解中日矛盾，

可惜无功而返。1935年担任驻土耳其公使馆参

事，半年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更加潜心研究

日方动态。

1937年春，王芃生回国述职。5月中旬见蒋，

两度向其汇报，推断日本将于7月上旬在华北发

动事变，以扩大侵华事态。蒋仍未采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幡然醒悟，并于

1938 年 4 月设立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

任命王芃生为中将所长，专事对日情报工作。

建言修建滇缅公路
珍珠港事件预言成真

1937 年 11 月，王芃生建议说，日本对华

发动全面战争，必利用其强大海军优势，封

锁我出海口，宜早建设西南通道，以利抗战。

蒋 纳 其 言 ，任 命 他 为 交 通 部 次 长 ，亲 赴 滇 、

缅、越、印等国考察国际公路建设事项，勘定

滇缅公路路线，并预早在沿线布置情报点。

当时国内恐日者众，“亡国论”“投降论”甚

嚣尘上。王芃生为此先后撰写了《抗战过程应

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等文章在报

刊发表，从日本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

量、自然资源及国际政治格局出发，谓我只要

坚持抗战，日本必败，与毛泽东所主张之持久

抗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1 年 11 月，王芃生通过非常隐秘的渠

道，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偷袭珍珠港。太平

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先后占领香港、广州、海

南岛等地，中国的国际出海口无一幸免，大量

援华物资只得转道缅甸仰光，从滇缅公路运到

重庆等大后方。

可惜天妒英才，1946年春，王芃生因日夜奔

忙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双重来袭，于 5月 17日病

逝于南京，享年53岁。后葬于南京紫金山小白龙

山下，其墓现为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芃生在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时，不

少醴陵籍青年才俊也跟随他加入了对日情报

作战阵营，比较知名的有：郭福生，1949年 11月

在重庆参加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

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组织的“两航”起

义，为中国民航事业发展保留了一大批技术业

务骨干；中共地下情报员、英文编译王亚文，其

系王芃生族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政法大

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第四组组

长潘世宪，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

研究所教授。

（参考资料来源：《湖湘三千国民党将领》
《方志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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