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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 月 6 日，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

焦·洛蒂为周恩来总理拍摄了一帧坐在沙发

椅上的半身彩色照片。记者在拍摄过程中，

周总理特意将身边茶杯上的松树画面对准

镜头。总理逝世后，这幅珍贵照片在国内外

发行最多，流传最广。茶杯上用高温黑色颜

料绘制的松树图案树干遒劲有力，挺拔向

上，树枝婀娜多姿，像长臂伸向远方，加上密

密层层的针叶，使画面富于强烈的生命感，

象征着总理的伟大人格。

周总理使用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还得从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10周年，首都兴建十

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说起。这年国庆节

前夕，即 9 月 26 日下午，周总理视察人民大

会堂的室内布置。当总理看到主席台瓷质洁

白、画面雅致清新的茶杯时十分满意。主席

台 300套茶杯（均带托）是用釉下彩蝴蝶花装

饰的，根据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的

意见，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在制作这批茶杯

时，特地在正面蝴蝶花画面的右下方用西赤

红制作了一个从 001~300的顺序号红色小印

章。总理端起茶杯一边细细品味杯子的瓷质

和画面，一边笑着对陪同视察的董俊峰说：

“这个号编得好，想得周到。”1959年底，根据

人民大会堂意见，主席台增订了 300套茶杯，

并根据总理卫士长提议，又增加了 50套为总

理 接 见 客 人 的 专 用 茶 杯 ，也 制 作 了 一 个

01~50的红色编号章。印章为方形，以示区别

于主席台的圆形印章。后来，醴陵群力瓷厂

又为人民大会堂试制了一批松树画面的胜

利杯。松树画面是该厂陶瓷艺人吴景林创作

设计的。这个画面开始用手工绘制，其中每

件产品点画松针即达 3000 笔，生产效率低。

后来陶研所技工李丕雄、刘声远等创造了釉

下贴花新工艺，满足了批量生产的要求。周

总理对松树画面的胜利杯非常喜欢。根据人

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的意见，陶研所

又为周总理生产了 50 套带托松树画面的胜

利杯。

据原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回

忆，1965 年 12 月 10 日，湖南省轻工业厅厅长

薛瑞接省委指示，亲自到陶研所布置为国务

院赶制 100 套带托胜利杯，分别用釉下蝴蝶

花、釉下松树各装饰 50 套，要求在画面右下

角采用方形红色印章编 01~50 顺序号，而且

要求务必在元旦前派专人送达国务院。当时

也没有说明是为周总理特制的，但他们清

楚，只有给周总理用的杯子才用方形印章编

号。大家日夜赶制，从出模——制模——成

型——彩绘——烧制，前后只用了半个月，

于 1965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并于 29 日派陶研

所青年技工李仁义专程送往北京。12月 30日

国务院派专车从北京火车站直接将李仁义

接到了中南海，接站的人告诉他说，这批瓷

器是总理接待外宾用的，原来的损坏了不

少，现在等着要用哩。

1966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派专车将李仁

义从住地接到中南海怀仁堂，与周总理一起

观看文艺演出，并有意将李仁义安排坐在周

总理后面靠近的位置。李仁义回到醴陵后，

向同志们高兴地汇报了送茶杯进京的感受。

他说：“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碗古佬’，今天

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怀仁堂看戏，而且是

坐在周总理附近，只有在新中国，瓷业工人

才能享受到这种荣光和待遇。”

近当代湖湘人才风云际会，群星璀璨，贤达

云集，是中国近当代史中最亮丽的和最引人注目

的奇特现象，他们几乎注定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明代湖湘士子风流卓越，吸引万千学子前来求

学，垂范有王守仁、陈论、周式等，皆当朝鸿儒；清

季中兴将相，十九斯出，昭名者曾涤生、左季高、

郭嵩焘，俱一时俊杰；继之有王夫之、张百熙、徐

特立等教育家；周敦颐、胡安国、陶澍等哲学家；

田汉、丁玲、沈从文等文学家；魏源、谭嗣同、黄兴

等一批革命斗士以及毛泽东、任弼时、贺龙等一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优秀人才群体在中国的

政治、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各方面都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动社会制度

的向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湘人才之

所以汹涌涛奔，层出不绝，关键是湖湘文化的云

蒸蔚起，潜移默化，对湖湘人群产生了深远地推

动作用。

所谓湖湘文化，有人概括为“湖湘文化是一

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

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

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①
湖湘文化正式起源于北宋周敦颐开创的宋明道

学时期，形成于南宋初年的胡安国和胡宏父子，

胡宏的弟子张拭将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张拭最早

创办城南书院，主讲于岳麓书院，同时他广邀名

师，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听讲，开创了湖湘自由

讲学的空前盛况。后经由王夫之和谭嗣同等人的

传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有自己地域特色、有自

身文化传统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对湖南人才群

体的影响，具体彰显在湖湘人的五大性格特征

上，亦即五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者不腐。即不以传统的思想坐而论

道，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就是理论

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

良学风。湖湘人文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

湖南人才群体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的求实学风。

最先体现这种学风的是先秦汉唐时期的屈原、贾

谊等人，自宋代后，张拭将“传道以济斯民”作为

宗旨贯穿于整个教学中，明代王阳明、张元汴等

人都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论，倡导躬行实践，王

夫之也把理论追求与济世实践结合，创造了一个

典范。近现代，曾国藩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

章并列，在理论上提高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在这

种学风的熏陶下，湖湘大地产生了一大批如杨昌

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政治、军事、思想、教育等

方面都有不俗表现的经邦济世的人物。

第二，勇者不惧。湖南曰革命圣城，伟人故

里。民风纯朴而骁勇，士林好学而尚义。敢于抗

争，不怕牺牲；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逮前朝，杜举

义，率流民反晋暴政；黄巢挥戈，引大军直下潇湘

抗元南侵，无人不祭李潭州；逐俄西遁，湖湘子弟

满天山。壮矣，天国将士血染湘江红；烈哉，征义

乡勇魂归青山恻。至近代，革命风起云涌，豪杰虎

跃龙腾。②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变法维新

流血第一人；唐人常“恨天不成我大事”，武装暴

动舍生取义冠烈士。民国元勋黄克强，有史必有

斯人；警世先锋姚宏业，存名必存浩气。噫吁兮，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毛泽东横空

出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十年潜龙星城，终究

席卷山河，文韬武略绝前后；刘少奇筚路蓝缕，追

求真理，矢志主义，二十载奋斗不止，毕竟酬得壮

志，安邦定国居伟功。米市起风暴，怒吼动天；秋

收策源头，星火燎原。柳直荀殉难，征人一去无消

息；杨开慧就义，长空万里舞忠魂。四次会战，倭

寇丧贼胆；和平起义，程陈识大义。也正是这种勇

武而不怕死的精神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湖湘

人才群体的性格和行事中。

第三，仁者不辱。“士可杀而不可辱”。湖湘地

域的爱国主义传统形成了湖南人才群体心忧天

下、舍生取义的情怀。爱国主义是人民对自己祖

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它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基

石，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湖湘文化

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背景和必然。

最早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是屈原。屈原的主张虽

然得不到实践，但他不愿同流合污，为后人留下

了《天文》、《离骚》等表达自己深厚的爱国主义理

想的诗歌。随着南宋时期湖学派的创立和传播，

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胡安

国、胡宏、张拭等都积极主战，反对投降，表达了

崇高的民族气节。近代的魏源、左宗棠、谭嗣同等

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维护祖国统一，浴血奋

战，表现了大义凌然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后，毛

泽东、彭德怀、蔡和森等一批爱国志士不断寻求

爱国救国的真理，把反帝爱国与共产主义理想结

合起来，将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第四，智者不惑。近代中国国学大师梁启超

说过：“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湖

南人敢闯敢试，善辟蹊径，勇开先河，韬光养晦，

眼光与智慧都高人一筹，动作与举措均先人一

步，这就是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品格，“敢为人

先就是要勇于探索、追求创新，这是一种强烈的

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

精神，是一种独立根性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高

度责任感。”③胡宏首先提出“日新不息”的思想，

王船山进一步倡导“造化日新”的思想，从此，“日

新”的思想激励着湖南人自强不息，随机而发，把

握大局从而勇立潮头。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

提出“睁眼看世界”的思想，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

的中国人之一。曾国藩、左宗棠进一步把魏源的

思想付诸实践，倡导了历时 30 余年的洋务运动。

谭嗣同所著《仁学》中提出“冲决网罗”，成为湖南

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代表，更是

辛亥革命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湖湘文化中的求

索、创新、实践的精神在毛泽东的身上得到了完

美的体现。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有独立心，

是谓豪杰。”④毛泽东所推崇的“独立根性”是湖

南人的思想精髓，它反映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

的豪迈气概和高度政治责任感，是湖湘文化的重

要传统。

第五，实者不虚。湖湘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

湖南人才群体实事求是、勤勉笃实的行事作风。

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刻

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昭示着湖湘人才历来都

以此作为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湖湘文化的求真

务实精神是由楚文化发展而来，讲求认识事物要

根据前人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真理是非。魏源提

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湖湘学人实事求是精神

的最好体现。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所学的理性

认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成就了伟大的成就。湖湘

文化的务实求新，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影响了毛

泽东、蔡和森等人，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

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书本知识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学

风，更超越了它的原本涵义。

清湘北去意悠悠，千载光阴付碧流。多少辉

煌成往事，还将壮志写春秋。从湖湘文化的发展

历史来看，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地理

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湖湘人才的涌现绝

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因

此，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发掘湖湘文化中的思想

精华，要大力吸收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智慧，

结合湖南现代化的实际，实现湖湘文化的现代转

换，为湖南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富的精神动力。光

阴荏苒，日月如梭，岁月磨砺青春的容颜，但湖湘

流淌的厚重人文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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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铜钱窖藏
与曹成乱湘往事

郭亮
中国人大概是全世界最乐于储蓄的民族，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

3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还是因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居民收入下降、消费需求减

弱、预防性储蓄增加等因素叠加影响后

的数据，实际数据还会更高。

现实生活中亦是如此，身边友朋，

但有闲钱，多数会选择将其存入银行，

即便存款利率一降再降。而在古代，由

于没有银行，好储蓄的中国人则热衷将

钱财直接埋藏到地下，称之为窖藏，我

们耳熟能详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笑

话中的主人公，就是用的这种贮藏方式。但

是，这种储蓄方式也有一点不好，一旦有什么特

殊情况，窖藏主人来不及跟子孙后代交代埋藏地点，这窖

藏便成了无主之物，深埋地底等待重见天日，诸多如“窖金暴富”之

类的传奇故事也因之而生，现代考古挖掘中，也经常出土此类窖藏

财物，给考古人员惊喜的同时，也能略微拼凑出一些久被时光湮没

的历史烟云，就譬如攸县观塘坳出土的这一窖罕见的钱币窖藏。

1982年 10月 11日，大同桥乡大板村易家场村民易长林在观塘

坳取土作砖时，一锄头挥下，意外挖开一个呈圆立柱形，直径 2.1

米，深 0.9米的古铜钱窖。在当地农民和政府的协助下，窖藏铜钱得

到妥善保护，县文化局会同县公安部门及当地政府进行了清理，湖

南省博物馆闻讯后，派人会同原湘潭地区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赶

赴现场进行勘察，并回收古钱币。

经清点，此钱窖共出土铜钱 1.5 万多公斤，清理后统计有 44 种

114式铜钱，其中以北宋的年号钱最多——除未见北宋钦宗的年号

钱外，北宋九帝，凡改年号35次，此钱窖藏有29种年号钱，并有“宋元

通宝”“皇宋通宝”“圣宋元宝”等非年号钱——唐代、南宋钱次之；年

代最早的是西汉“半两”“五铢”，最晚的是南宋高宗时的“建炎通宝”。

据此，专家推断，窖藏时间应为南宋建炎年间或稍晚的绍兴年间。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怎样的富家大户能在南宋初年窖藏如

此一大笔钱呢？从窖藏的数量来看，这些重达 1.5万余公斤、囊括西

汉至南宋初年各年代的巨量铜钱，显然不是一般的乡间富户能聚

敛得起的；再从窖藏方式来看，钱窖全为挖掏而成，窖前有一甬道，

长约 1.1 米，宽 0.7 米，成斜口通入窖内，窖面封土仅 0.5 米，铜钱则

用麻绳小串入窖，放置散乱无序，且无任何包装，也无任何防水防

潮设施，显然非有准备的精心窖藏，更像紧急情况下的随意掩埋。

根据这些线索，再结合南宋初年的窖藏时间来判断，这批窖藏，极

有可能与曹成乱湘的往事相关。

据史载，曹成是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因杀人投军，跟随

名臣宗泽参加过第二次开封保卫战。靖康之变（1127年）后，曹成树

起抗金大旗收拢溃散军兵，被推举为“中华盟主”。绍兴元年（1131

年），曹成接受朝廷招安，被封为荣州团练使、知郢州。他带领十余

万大军驻扎攸县，拥兵自重，不受节制，祸乱一方。翌年正月，朝廷

任命都统制岳飞为权知潭州（今长沙）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

军都总管，前往讨伐侵扰湖南、两广的曹成。岳飞先向曹成晓谕上

意，劝其投降，可曹成执意不从。经过数月鏖战，岳飞大败曹成于

全、桂、贺、连诸州，曹成败走邵州（今邵阳），最终接受韩世忠招安。

如是看来，攸县这一方藏量巨大的铜钱窖藏就有了相对确切

的来源：绍兴元年（1131年），原义军领袖、现荣州团练使、知郢州曹

成，因不满南宋朝廷的某些政策，奋而起兵，领众数万，自鄂州经鼎

州（今湖南常德）而入湖南境，连克岳州（今湖南岳阳）、潭州（今湖

南长沙）诸地，并屯兵攸县，前后达三月之久，在此期间，更是分兵

袭扰安仁、永兴、郴州等地，湖南全境震动，史称“曹成乱湘”。及至

岳飞等率兵来剿，数度鏖战，曹成自知不敌，乃转而向广西等地转

移，布帛、金银等贵重财物可以随身携带，而铜钱这类既粗笨、单位

价值又不算太高的流通货币（可能是军饷，也可能是后勤部门的采

买款项），只能就地掩埋窖藏，以待他日再行取出，再加军情紧急，

自不能如乡间富贾窖藏金银那般精细讲究，故只能匆忙掩埋，所以

才会出现无任何包装、也无任何防水防潮设施这样不专业的窖藏

方式，并给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只是奇怪的是，

曹成招安之后，却没能派人前来取走这批“巨款”，直至深埋地底

80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由于史料记载阙如，“曹成乱湘”的往事一直缺乏更多细节的

支撑，只知其屯兵攸县，前后达三月之久，如果观塘坳出土的这个

铜钱窖藏确属曹成埋下，那便说明，至少当时的曹成，是想将攸县

做为战略要地长期经营的，只是形势不如人，没想到朝廷会派名将

岳飞前来平叛。

除了佐证“曹成乱湘”的往事之外，攸县出土的这个铜钱窖藏

还填补了我省钱币收藏品种的遗阙，如其中的“开元通宝”铅钱，便

是在我省首次发现的钱品；再如存量最大的北宋钱币，亦有不少可

以称之为精品的“对子钱”——指同一种钱币的钱文、大小、内外轮

廓、厚薄和铜质完全相同，惟采用不同的书体、但字形笔势仍互相

吻合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如出土中的“绍圣”“元符”“政和”

“宣和”等几种小平钱的对子钱，都是其中的典型。

总之，攸县出土的这批窖藏货币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资料，湖南省博物馆、株洲市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攸

县博物馆都有收藏这些货币，当你徜徉在这些博物馆，欣赏馆藏的

某些精美古代钱币时，不要忘了，其中部分钱币精品，很有可能就

是出自攸县观塘坳的这个古钱窖。

株洲往事

▼ 北 宋 时 期

流行的“御书对子

钱”之政和重宝。

（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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