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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

豚。”中国是农耕社会，社稷富强、百姓

安康的一个大前提便是庄稼地里的丰

收。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旱灾涝难则

是哀鸿遍野。为了祈求丰收，过去的人

在去世后，也不忘庄稼地里的那点事，

往往会在坟墓里随葬“谷仓罐”，以期在

另一个世界也能衣食无虞。

谷仓罐，又名魂瓶，亦称坟米罐、堆

塑罐，是专为陪葬而烧制的明器，据传

起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典——作为

殷商遗民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

薇而食，最终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后人

怜其死节之志，便在其随葬品中放入装

有五谷杂粮的陶罐，以期其灵魂不饥，

这是谷仓罐，或曰魂瓶之起源。北魏王

肃《丧服要记》记鲁哀公为父举丧事，孔

子因其未在陪葬品中放进五谷囊而问

责于他，哀公狡辩道：“五谷囊陪葬，起

自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恐其魂

之饥也，故设五谷囊。吾父食味含脯而

死，何用此为？”所谓的“五谷囊”，即谷

仓罐的原始形态，可见，至少在春秋时

期，以谷仓罐随葬便已成为丧葬礼仪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不然大儒孔子也不会

问责鲁哀公替父举丧未设“五谷囊”。

魂瓶，或者说五谷囊，作为随葬礼

仪之一种，最开始的功用或许只是寄托

着在生者对往生者魂灵不至饥馑的朴

素愿望，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朴素

的愿望也承载了更多的主题。汉代开

始，原本形制单一的谷仓罐开始在单一

的柱状物之外发展出更多形态，主罐加

四周小罐围绕而成的“五联罐”开始出

现，而后再发展出在罐体之上堆塑各种

造型的堆塑平台，所堆之物，多取子孙

繁衍、六畜繁息之意，在单一的温饱需

求之外，更多了对往生者在另一世界美

好世俗生活的向往，所谓“以死者之魂，

而慰生者之望”，“魂瓶”的正式名称也

于斯诞生。

到了宋代，这种在魂瓶之上堆塑各

种造型的习俗达到顶峰，生活场景之

外，更有各种主体造型，甚至有学者认

为，从魂瓶上的堆塑之物可以反推墓主

生前的社会地位,即越是身份地位高的

人，死后随葬的魂瓶上的堆塑造型就越

是繁复精美，而且，魂瓶上堆塑的造型

也随年代的不同而有着各异的风格，因

此也被考古学界作为对尚未找到墓志

铭的墓葬的断代起到指导和佐证之用。

湘东小城茶陵，隐于罗霄山脉一

隅，在宋之前的历史几乎湮没无闻，宋

后突然崛起，成为远近闻名的“进士之

乡”，论者多将其归因于北地移民的大

量涌入——两宋之交，北方持续动乱，

南方则较为安定，北人纷纷南迁，地处

要道、农业发达、社会又较为安定的茶

陵，成为一些南迁者理想的客居地，带

来北地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将魂瓶随葬

之俗及精美繁复的魂瓶堆塑技艺带来

当时还属艽野僻地的茶陵。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茶陵境内相

继出土了数件宋元时期的魂瓶，造型皆

精美大方，尤其是一编号为 CB255 的

魂瓶，造型之繁复精美，做工之细腻讲

究，充分体现了宋代魂瓶制作工艺中的

最高水准，诚为诸多出土魂瓶中的精品

之作。

该魂瓶现珍藏于茶陵县博物馆内，

其器通高 46.1厘米，硬陶质，施酱质釉，

分盖与身两部分。盖呈香亭状，身为双

口瓶。盖为尖顶，四角攒尖，每角各有一

鸟蛰伏，角下各有一“滴水”兽面纹。亭

身四方开门，下有托盘，盘沿并有护栏。

其上堆塑各种造型，共分三组。

第一组为盖上造型。亭内置方桌，

桌上置盘、碟、瓶等餐具及食物，亭外围

左右有食客，亭前门两侧有主人双手相

拥做应宾状，想是再现墓主生前宴客之

热闹场面。

第二组为肩部造型。以祭台为中

心，左右堆塑僧人孝子。其中僧人有七，

均着长袍，宽衣大袖；孝子有三，均着窄

衣长衫。僧人或敲木鱼，或击钹镲，或作

祈祷，形态各异，各司其责，显见是在做

法事。孝子则跪立于地，手持泪巾，表情

哀戚，当是还原墓主丧仪中超度亡魂的

水陆道场一节。

第三组为腹部造型。以立柱大门为

中心，门侧坐一守门家奴，左侧塑一龙，

龇牙吐舌，粗壮凶猛，右侧塑一人首蛇

身神怪，蛇身卷曲，手持短棒，当为传说

中的伏羲——《太平御览》云，“神之伏

羲，能缘天梯建木以登天”，正好寄托了

在生者对逝者的良好祝愿，逝者灵魂可

以借助伏羲大神的威力，去往庄严肃

穆、神秘奇异的天上仙界。

从初始的纯为祈望逝者不至有温

饱之虞的“五谷囊”，再到承载了往生

者能位列仙班良好祝愿的宋代魂瓶，

魂瓶之形制并堆塑物都在不断变化之

中，而出土于茶陵的这件魂瓶，无疑是

其中佼佼者，既有对生活场景（包括丧

葬礼仪）的再现，又有臆想中的天界的

种种，是好的艺术品，更是一幅生动的

古代风俗画，着实值得我们后人好好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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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攸县县城在攸县县城，，提起赵家铺提起赵家铺，，大多能晓得其所指是江桥街道乌坳社区的一大多能晓得其所指是江桥街道乌坳社区的一
个居民小组个居民小组。。这个如今再普通不过的居民小组曾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拿下数不这个如今再普通不过的居民小组曾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拿下数不
清的荣誉清的荣誉。。

赵家铺是攸县原上云桥公社江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赵家铺是攸县原上云桥公社江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曾获湖南省农业学曾获湖南省农业学
大寨先进单位称号大寨先进单位称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农林部原副部长朱荣等都曾农林部原副部长朱荣等都曾
来此参观来此参观，，这一切要从朱洪富同志下放驻点说起这一切要从朱洪富同志下放驻点说起。。

1966 年，时任攸县县委书记的易晚珠

被当作“走资派”关押囚禁，主持面上工作

的攸县县委副书记朱洪富和颜家兰被开除

党籍，2 名公社书记被判刑，其他有关人员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或撤职处分。1967年 1月

省委恢复了朱洪富、颜家兰等人的名誉。朱

洪富虽然恢复了名誉，但却离开了县领导

岗位。

1968年 5月，朱洪富下放到上云桥公社

劳动。他自愿要到贫穷落后、情况复杂的瑶

塘大队，驻点该大队的老屋冲生产队。从瑶

塘返回县城要经过赵家铺生产队。初次经

过时人生地不熟，后来他到赵家铺生产队

的田边走走看看，与碰到的群众、党员谈谈

情况，关系就密切了。他见到赵家铺的禾苗

长得不一般，社员们劳动积极性高，做事舍

得出力，不见偷懒现象，与其驻点队大不一

样，打心眼里佩服赵家铺。后来多次路过，

他特意与赵家铺生产队队长陈道林、陈忠

林等党员进行座谈，询问队里的情况，对赵

家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觉得这是一个

好生产队。秋收分茶油时，朱洪富路过赵家

铺，见仓库晒坪上摆放各种装油的瓶子，保

管员陈忠义给各家瓶子过秤装油。朱洪富

停下脚步问道：“户主不在场，他们相信

吗？”陈忠义回答：“他们回家可以过秤，我

们年年是这样分，免得误工，分任何物资都

不用守，散工后各自带走回家便是。”朱洪

富频频点头，好风气。

1968 年冬季，朱洪富见赵家铺的田土

都种上了油菜和红花草籽，无闲田闲土，丘

丘田里有肥堆，更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个生

产队。赵家铺的社员，认定这位遭受挫折的

书记没有半点垂首低眉的悲观，也投以敬

佩的目光。年底，一口山塘干枯，社员见朱

洪富回城，请示队长送 2条草鱼给朱洪富可

不可以，队长说：“当然可以，捉大的，不要

钱，给书记过年吃。”一个社员跑步赶上朱

洪富，鱼送到他手上，朱洪富硬是不要，后

来在王家场供销社门市部，由营业员皮翠

英过秤，按社员自食价付款后才带走。

1970年 1月朱洪富复任县委书记，原本

就重视农业、关心群众生活的他，在攸县工

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对赵

家铺十分器重，他认定这里是可培养出来的

好典型。他虽然在桃水大队办点，可年年派

人住在赵家铺，可以说，赵家铺生产队实际

上是县委书记和县委办的没排名的点或者

说是直属生产队。由于赵家铺生产队的干

部、党员、社员都非常听话，团结一致，在当

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后

被评为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赵家铺离攸县县城不远，南是江桥，北

是瑶塘，西是乌坳，东是高岭，现属江桥街道

乌坳社区。旧时，这个地方很穷，多数户穷得

锅底朝天，打单身的人也多，有句民谣流传

甚广——“赵家铺，卖烂布”，意思是有人衣

衫褴褛，鹑衣百结到外地讨米要饭。赵家铺

生产队由原赵家铺、安冲、小塘3个小生产队

合并，计 75户，296人，水田面积 635亩，旱土

156 亩，山地面积 2460 多亩，遍山薄壳野油

茶。酒埠江水库未修建前，队里虽然有 17口

山塘，但长年天干地漏。西干渠通水后，生产

条件变了，可粮食产量仍然上不去。

该队党员陈忠林原任过江南大队党支

部书记，为改变群众生活，曾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偷偷将水田分到各户耕种，分田后

户户粮食自给有余，可他却戴上了“分田单

干急先锋、阶级路线不清的糊涂虫”帽子，

被免职后参加浏阳社教。社教回队后，恰好

陈道林从部队退伍回家，这样全生产队便

有了 7名党员，他们在一起合计怎样发展生

产，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分田到户上级

不同意，此路不通。1964 年毛主席发出“农

业学大寨”号召，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

向大寨学习。

经大队、公社党委同意，7 个党员成立

了党小组，由陈忠林任党小组长兼生产队

政治指导员，推举陈道林为队长。在生产队

成立党小组和设政治指导员当时在全县是

绝无仅有的，也得到了朱洪富的肯定，他多

次鼓励陈忠林不要背思想包袱，大胆勇敢

地甩开膀子学大寨，并表态：“我会派人常

驻赵家铺生产队指导你们的工作，但一定

要干出成绩来。”

第一个到赵家铺生产队办联系点的是

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罗桂文。他深入实际，

与群众打成一片。尔后连续不断，蹲点时间

较长的有株洲市原副市长袁征敏、县政府

原副县长陈之强、县政协原主席刘炳然、县

委办公室原主任王运端，以及唐延山、罗恒

芬等，他们食宿在陈福元、陈桂元家，后来

社员要求轮饭，以表达对上级派来干部的

敬意。凡在赵家铺生产队蹲过点的干部，都

与社员同劳动、同学习，关系甚为亲密，工

作调动时都不愿离开。朱洪富虽然在赵家

铺未住宿过，但每一年要在赵家铺农家吃

几顿“三两粮票，一角二分钱”的农家饭。

1971 年正月初一日，朱洪富与罗桂文、小车

司机萧师傅在陈忠林家开党小组、队委会

成员座谈会，相互拜年。朱洪富陪上级领导

到赵家铺参观是常来常往的事情。

1972 年是个旱灾年，通过抗旱，这年攸

县粮食大丰收。

赵家铺生产队早稻获得了大丰收，但

插晚稻用水困难，17 口山塘的水全部放干，

小塘冲里仍有 150多亩无水翻耕，晚稻秧苗

枯黄，干群十分焦急，如不解决水的问题，

就有荒田的可能。当时我任上云桥公社党

委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现场察看，

我与赵家铺生产队干部商议，打算利用下

清塘入高岭小江内的余水，在杨柳荷花形

建立抽水机机埠。与公社党委同志商量后，

大家也一致同意。因赵家铺田多劳少，农事

繁重，20 个大队每个大队派身强力壮、劳动

肯干的民兵 10 名，计 200 人，公社管委会副

主任贺福初同志主动要求和武装部长带

队，8 月 1 日劳力全部上工地，分日夜两班，

土法作业，故称“八一”机埠，决心 10日之内

上水。

此举措汇报到了县委，得到朱洪富的

赏识。朱洪富放心不下，亲赴现场察看机

埠、渠道，见民兵们个个汗流浃背、埋头苦

干，进度很快。当朱洪富了解到民兵们吃的

是蔬菜，便表态每个民兵每日拨 4角钱伙食

费。现场，他也脱掉长裤在工地和民兵挥锄

挑土，极大地鼓舞了民兵的积极性。察看现

场后，8月 6日，朱洪富把县有关局厂负责人

叫到赵家铺，察看干枯的旱田，察看动工的

抽水机埠，决定县林业局供电杆、县物资局

供铝线、县电力局供变压器、县水利局和县

氮肥厂供其他设备和派技术人员安装，要

求 3日之内到位，5日后安装完毕。经过昼夜

苦干，8 月 12 日上午，抽水过坳，进入渠道，

流进小冲。小冲早晨还是一片“白”，傍晚就

变成一片青，五日时间所有干旱田全部插

上了晚稻。8月 20日，朱洪富和副书记、县武

装部政委于福泉来到赵家铺，见条条冲里

都插上了晚稻，二人由衷地高兴。

这一年，赵家铺生产队获得双季大丰

收，人均口粮 400 公斤，人均储备粮 500 斤，

人均卖余粮 1吨，每个劳动日分红 1.5元。这

年下半年，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丁升明和

办点干部合写了一篇“红太阳照亮了赵家

铺”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上。

1970 年开始，全县学习桃水、学习赵家

铺的口号不断响亮，1972年和 1973年，县内

各个生产队队长、上云桥公社周边社队的

社员、湘潭地区所属各县（市）的公社书记

和大队书记都前来赵家铺参观学习。其声

势 之 大 ，人 员 之 多 ，至 今 仍 留 在 我 的 记

忆里。

在当时的条件下，赵家铺生产队确实

办得很出色，不仅粮食产量年年提高，而且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建有 3 个养猪场，有 6

个专职饲养员，20 头母猪，生猪发展 500 多

头，2 个牛场，发展到 120 多头，每口山塘都

养了鱼，有专人放草。县外贸局定点收购，

是 县 农 业 局 、县 畜 牧 水 产 局 优 良 品 种 的

试点。

多年来，赵家铺生产队不欠国家的，不

欠社员的，社员也不欠国家和集体的。有人

怀疑朱洪富要县里特别支持了赵家铺，其

实不然。有关单位只是适当支持了点物资；

其次是保证了赵家铺生产队农产品和畜禽

的收购，确保了农药化肥的供应，给予了农

业技术指导；再就是对赵家铺思想政治工

作的鼓舞，先进事迹的宣传。

由于县委和朱洪富对赵家铺的重视，

赵家铺先后五批次举办了全县农业学大寨

骨干学习班。时任省领导毛致用、曹文举、

卜占亚、杨大易等先后在赵家铺视察和指

导工作。1977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全国

南方水稻工作会议在攸县召开期间，国务

院原副总理陈永贵、国家农林部原副部长

朱荣、13 个省市区负责人、部分科研部门负

责人共 430人到赵家铺参观，朱洪富拿着喇

叭筒，边走边宣传。老红军甘祖昌，带领江

西省莲花县参观团到赵家铺参观时，特地

把赵家铺的水稻良种带回老家种植。

宋代魂瓶
古人丧葬习俗一瞥

郭亮

文物名：宋代魂瓶

年代：宋
材质：硬陶

出土地点：茶陵

规制：通高 46.1厘米

馆藏地：茶陵县博物馆

1973年 8月，朱洪富恋恋不舍地离开攸

县故土，赴湘潭地委任职。

在离开攸县前，他与几位曾在赵家铺蹲

过点的干部来到赵家铺，在陈桂元家吃晚

餐，晚上开队委会、党小组座谈会。在会上他

虔诚地感谢赵家铺父老乡亲对他工作的支

持，为攸县发展农业生产树立了好榜样、好

典型。赵家铺人听说老书记要离开攸县，一

种离情割爱的心绪涌上心头，都在思索着怎

样答谢老书记对赵家铺的厚爱。那天晚上月

色如银，社员相互传开，不一会队委会坪内

挤满人群，多数送来茶油、花生、鸡蛋等，有

的送来布鞋、袜底。目睹此情，办点干部和队

里干部不知所措，明知道老书记不会收，也

不能收，可如何说服盛情之下的社员呢？陈

忠林、陈道林商议后，陈忠林站在高桌子上

对大家说：“同志们，物资朱书记肯定不会收

的，我和道林也不同意朱书记收，莫害了朱

书记。但一户都不收，也太不合情理，我表态

只收下陈福元和陈桂元家的，其他户都拿回

去。”朱洪富也只好收下陈福元的 10斤花生

和陈桂元的 10斤茶油。午夜，朱洪富和罗桂

文等回县城，唐延山留在赵家铺，临行前他

与唐延山耳语。小车开走后，队委会还有数

十人，唐延山当着大家的面，将10斤茶油、10

斤花生按时价折算交给户主。陈忠林趁机向

大家讲述了 1971年年底私人送了点土特产

给朱洪富的家属，事后不仅物资叫人送转，

反而遭到一次痛骂。所以凡在赵家铺蹲过点

的干部，未接受过赵家铺生产队和私人任何

物品，也不在赵家铺生产队购过任何物资。

天地可鉴，人心皆知。

朱洪富调离攸县后，在湘潭地委、株洲

市人民政府工作的 15 年中，凡到攸县检查

工作，都要过问赵家铺的情况，并四次亲临

赵家铺，见这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农业

机械化试点队，半数以上农户住上了集体

建成的“居民点”，房子多子，道路宽了，红

旗没有褪色，劳模老当益壮，次次都含着满

意笑容与干部、社员话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朱洪富虽然

不在世了，但攸县人民怀念他，赵家铺人传

颂他，他把芬芳余香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把

工作业绩镶嵌在攸州的土地中，把廉洁从

政的口碑立在人们心坎里。

缘结赵家铺

旗耀赵家铺

情系赵家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