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贺天鸿

王阳明与醴陵
张毅

醴陵，作为一个东汉置县、两千年未

易其名的江南古邑，在漫漫的岁月长河

中，与无数历史名人结下情缘。她是湖湘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浓重的一

笔，就是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与醴

陵的佳话。

王阳明先生一生曾两次经过湖南，每

次住的时间虽不长，却扎扎实实留下了自

己的足迹，并培养了两个弟子群体，使明

代心学在湖南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醴

陵作为湘东门户，也因此与先生有过两次

对话。

醴陵第一次结识先生，为正德三年，

也即 1508 年。据王氏年谱记载：正德元年

（1506）二月“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

丞”。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上书救戴

铣而得罪宦官刘瑾，触怒正德皇帝，被廷

杖 四 十 ，发 配 贵 州 龙 场 驿 站 。正 德 二 年

（1507）夏，“赴谪至钱塘。”其间，因避刘瑾

谋害，乃伪装投江，潜入福建武夷山中。至

同年十二月重返杭州，并启程赴贵州。道

经江西广信（今上饶）、分宜、宜春、萍乡进

入湖南醴陵。然后沿湘江抵达长沙，赶赴

贵州。

王阳明在《游岳麓书事》记载：醴陵西

来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风雨。不独病齿畏风

湿，泥潦侵途绝行旅……

醴陵与先生的初遇，可能是落花时节

的相逢。先生一路风尘，满腹心事，想必醴

陵这座号称江南“小杭州”的古城给疲惫的

先生带来了一丝慰藉与明媚。

醴陵与先生的第二次遇见，则为正德

五年，即 1510年。

正德四年（1509），先生由贵州驿丞，调

任江西庐陵知县。顺江而下，再次途经醴

陵，并于次年三月抵达庐陵就职，开启了心

学大师知行合一、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

征程。

提及王阳明先生与醴陵的缘分，不得

不提到两个地方，泗洲寺与渌江书院。

泗州寺，始建于唐朝。据《醴陵县志》

载：泗州寺，在城西，又名崇林寺。始建于

唐，明洪武重修，崇祯间毁。清复修，道光六

年圮于水，上坊众姓重建。

正德三年（1508），先生正值被贬，一叶

孤舟，只身向西。途经醴陵渌水，在水边的

泗州寺借宿。寺院僧人不惧权贵，对先生热

情款待，一扫羁旅风尘，了却胸中抑郁之

情，故诗云：风雨偏从险道当，泥深没马陷

车厢。虚传鸟道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

远道渐看连暝色，晚霞会喜见朝阳。水南昏

黑投僧寺，还理羲编坐夜长。

三年后，刘瑾伏诛，先生被启用，再过

泗州寺，心情大好，是故诗云：渌水西头泗

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

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

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

外缘。

由此可见，醴陵的山水故人，是先生漫

漫人生中一抹色彩明朗的朝阳。

从贵州龙场到江西庐陵，王阳明先生

曾一路讲学。途经醴陵时，也曾在醴陵西山

渌江书院传经布道，并留下《过靖兴寺》诗

二首。

其中一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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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首为：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磐来。

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洞天藏日月，潭

窟隐风雷。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泗州寺与靖兴寺，一水之隔，遥相呼

应，仿佛先生与醴陵的两次相遇，是命中注

定的相遇，也是等待千年的情缘。先生的学

识，先生的风骨，为醴陵文脉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记。

“铁牛生来在茶州，不知流落几千秋。狂风呼

呼毛无动，细雨霏霏汗直流。青草遍地懒开口，金

鞭任打不回头。牧童尽力牵不去，天地为栏夜不

收。”

这是茶陵古代一位无名氏讴歌茶陵铁犀的

一首佳作。诗歌生动描述了茶陵铁犀的来历、习

性和神情，深刻揭示了其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坚

忍不拔、刚强不屈的“茶陵牛”精神。

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令刘子迈“强敏有

才”，铸铁犀镇水妖，“以杀冲决之水，洣江而南无

漱啮害。”近千年来，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铁犀不

锈不斑，光芒熠熠。尤其令人称奇的是，铁犀问世

之后，常年兴风作浪的“水妖”再也不敢肆行无

忌，洪水再也未曾漫过牛头。铁犀因之被奉为图

腾，茶陵人也因之以“茶陵牛”自诩，“决烈而劲

直”，吃苦耐劳，忠诚善良，坚毅执着，正直刚强，

创造了一方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十至十八日，徐霞客

于其大西南游历行程中途经茶陵，历时九天，游

览考察了茶陵皇雩仙、云嵝山、灵岩、云阳山、秦

人洞、麻叶洞等名胜。九天八夜的时间转瞬即逝，

但是，那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茶陵地理风貌，特

别是那一个个宅心仁厚，古道热肠，急人所急，舍

己为人的“茶陵牛”，却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深深

铭刻在他永不磨灭的记忆里。

热心的“茶陵牛”

“神庙初，孤舟大师开山建刹，遂成丛林。今

孤舟物故，两年前虎从寺侧攫一僧去，于是僧徒

星散，豺虎昼行，山田尽芜，佛宇空寂，人无入

者。”“途遇一人持伞将远出，见余问道，辄曰：‘此

路非多人不可入，余当返家为君前驱。’余感其

意，因随至其家。其人为余觅三人，各持械赍火，

冒雨入山。初随溪口东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峡

透隙出，石崖层亘，外束如门。导者曰：‘此虎窟

也。从来烧采之夫俱不敢入。’”

这是徐霞客在其日记中所记入茶陵后次日

的行程。这一天是正月十一日，徐霞客在云嵝山

探幽。

云嵝山是今茶陵火田镇境内的一座深山，山

高林密，豺狼成群，虎豹昼行，人们轻易不敢进

山。明神宗万历初年，高僧孤舟大师来到山中，驻

锡建刹，成为僧众聚集的佛寺。后孤舟大师去世，

老虎叼走一个僧人，佛寺渐至冷落荒芜。因此，每

当徐霞客问路，当地人都正告他千万不能进山。

一位老哥正要出门远行，听说这个外乡人要进

山，担心其安危，掉头返回家里，召来三个乡邻，

带上器械火把，冒着大雨，护送他登山拜寺。这个

连姓名都不曾留下的老哥，想来断非一个巧舌如

簧之人，他十之八九讲不出“助人是快乐之本”或

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类的大道理，但

是，他却留下了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问路外乡人关

怀备至的时代背影和古道热肠的乡村记忆。

十六日，在东岭。这一天，在东岭段姓村民引

导下，徐霞客游览考察了秦人洞。“是日导者先至

东洞，以水深难入而返，不知所谓西洞也。返五

里，饭于导者家，日已午矣。其长询知洞水深，曰：

‘误矣！此入水洞，非水所从出者。’复导予行，始

抵西洞。余幸兼收之胜，岂惮往复之烦……返宿

导者家。”

秦人洞是茶陵云阳山西南山麓的一处天然

溶洞，相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儒士避难之所，

故称“秦人古洞”。秦人洞幽深峻峭奇特怪异，闻

名遐迩，自古为茶陵八景之一。这一天，向导老哥

先把徐霞客带到了东洞，因为水实在太深，无法

进洞，望水兴叹，不得不返回。吃饭时，其长辈听

说洞里水特别深，就知道弄错了：这是进水的洞，

不是出水的洞。下午便带着徐再去观赏那个出水

的西洞。

又是餐宿，又是导游，有求必应；引导有误，

还非得带着客人再次赶赴现场，非得探明究竟，

弄个水落石出。一个过客，素昧平生，萍水相逢，

主人家毫无机心，全无戒备，披肝沥胆，相见以

诚，耿直厚道，无与伦比。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亦

真亦幻，如梦似幻！直教人无语凝噎。

十七日，在麻叶湾。“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

应，而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

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

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

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

身殉耶？’”

游览了秦人洞后，徐霞客接着到了麻叶湾，

要去游览麻叶洞。因为相传洞中有神灵精怪，害

怕不能制服，所以许以重金也没有人敢给主仆俩

做向导。虽然如此，那些素不相识的麻叶湾人成

群结队地聚集在洞旁，大祸临头一般，诚惶诚恐，

为主仆俩牵挂守候。一直等到他俩从洞中出来，

他们才以手加额，如释重负，千恩万谢。“洞外守

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以为大法

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

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摄服，安能

得此！’”尽管无人敢为其导游，但是这些乡民心

地善良，慈悲忠厚，怎不让人感激莫名！徐霞客激

动不已，道谢说：“我不过依我的行为准则做事，

我探寻我喜爱的名胜美景罢了。劳烦各位为我守

候这么久，我拿什么来感谢大家呢！”

末世微光

吃住餐宿，是行走天下的一张“路引”。没有

“路引”，寸步难行。茶陵地处湘东一隅，经济落

后，人民生活十分贫穷。但是，对于这位不速之

客，人们依然一见如故，餐宿吃住，热诚相待。而

且贫富僧俗，无一例外。

且看徐霞客在日记里的记述。

初十日，在皇雩仙。“索饭于道士，复由旧路

登仙宫岭。”

十二日，在灵岩。“先过碧泉、对狮二岩，而后

入灵岩，晓霞留饭，已下午矣。适有一僧至，询为

前山净侣六空也。饭罢，即托六空为导……是日

雨仍空漾，而竟不妨游，六空之力也。晚即宿其方

丈。”他说，十二日这一天仍然细雨弥漫，却并没

有妨碍我的游览，都是凭六空的帮助啊。晚上我

就住宿在六空的方丈中。

十三日，在云阳山。“渡涧即青莲庵，东向而

出，地幽而庵净。僧号六涧，亦依依近人，坚留余

饭……时日过下午，闻赤松坛尚在下，而庵僧楚

音，误为‘石洞’……索饭于庵僧镜然，遂东下山

……直下三里抵赤松坛，始知赤松之非石洞也。

遂宿庵中。殿颇古，中为赤松，左黄石而右子房。

殿前有古树，松一株，无他胜也。僧葛民亦近人。”

十六日，在东岭。“饭于导者家……返宿导者家。”

“晓霞留饭”“六空之力也”“亦依依近人，坚

留余饭”“僧葛民亦近人”“饭于导者家”，这些记

述，撰于旅途，草草而成，言词极其简约。但是，惜

墨如金之尺牍，他却依然不厌其烦，每饭必记，感

激之情，跃然纸上。是什么，让这位踏遍青山，坚

如磐石的豪杰心旌摇动，饱含热泪？那是因为，王

朝末世，烽火连天，帝国江山早已风雨飘摇，朝不

保夕。偶尔邂逅的这一路凡夫小民，却是如此的

祥和，从容而温良，让这片山野僻壤在一个兵荒

马乱的末世透出熠熠的光芒。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不似往年的晴朗高

温，连日的雨水低温，搅得人心郁郁，但株洲的街

头巷尾，市民却兴致勃勃，十分热闹。原来，首届

株洲马拉松大赛拉开。

国内 A 类的马拉松赛事，以北京、上海、厦

门、重庆几个一线城市举办的最为著名，都是纳

入国际田联认证的国际性赛事。我揣测，作为三

线城市，株洲的城市体量与影响力，也许尚不具

备举办高规格的国际性大赛的条件，但这次由湖

南省体育局和株洲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株洲

城市级马拉松大赛，主办方是做足了功课，筹备

得非常充分的。5 月 3 日晚，湘江江心三艘渔舟，

万发礼炮响彻云霄，一场声势浩大的烟雨焰火晚

会，给大赛做了最隆重最热烈的预热和铺垫。当

整个城市的夜空被光耀夺目的五彩烟火照得一

片通明之时，我们知道，万众瞩目的株洲马拉松

大赛，就要来了！

（一）

彻夜如注的雨水，丝毫没有打湿株洲人的激

情。湖南工业大学东门外起终点，人头攒动，水泄

不通，一场由 1.5万人参与的欢乐 party，在充满激

情和欢乐的期待中，在“神农福地，制造名城”株

洲的大舞台上，即将拉开帷幕。

身着五颜六色运动装的跑者，密密麻麻拥堵

在起跑线后，一个个摩肩接踵，蓄势待发。

早七点，随着发号枪响，人流如同放闸的潮

水，迎风冒雨，气势如虹，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涌。

有跑者意欲争先，似离弦之箭，瞬间脱颖而出。

后续人潮，个个从容欢笑，步伐矫健，专业运动

员迎接挑战勇创佳绩，业余跑者只为健体强身，

孩子追逐因为梦想，老人信步能量尚存，更有残

障者手推轮椅勇毅前行。万众一心，风雨无阻，

这一幅波涛汹涌壮美宏图，不正是株洲这座年

轻又充满活力，以工业制造闻名遐迩的新城的

真实写照吗？

长长的队伍，一路奔涌在珠江北路，一马当先

者已经接近清水塘大桥——株洲人口中的网红打

卡地八桥，它出世即巅峰，一跃而成株洲市地标建

筑之一，横跨湘水两岸，双层结构人车分流，入夜

灯光璀璨如同一道彩虹，绚烂夺目。队伍涌上大

桥，即使在茫茫雨幕下，依然气势宏伟，十分壮观。

想象一下，当一股强大的连绵澎湃的五彩洪流漫

过钢铁型铸的彩虹大桥时，那种人潮壮美的豪迈

场景，那种步伐铿锵的浩大画面，会怎样地令人惊

魂摄魄、震撼不已呢！

（二）

人潮继续前进，距离渐渐显现出来，跑者的

专业素养决定了在人群中的先后次序。

全程马拉松路线，一直沿着湘江两岸风光带

南北交替。株洲人太聪明，将老百姓引以为傲的

湘江风光带，当作主赛道。来自国内和其他八个

国家的运动员们，奔跑在宽广洁净的马路上，满

眼都是扑面而来的各色景致。

有句话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公不

作美连日下雨，本给赛事添了诸多不便，但被大雨

冲刷后的街道，雨后的绿植花团，却分外清新洁美，

我看过很多国际马拉松大赛的直播，镜头里的城市

景色，风光各异，唯有株洲的湘江两岸，宛如一个巨

大的城市花园，处处透着崭新的年轻的活力，自然

与人文景观和谐统一，把整个城市的文化和建设成

果有机地展现出来。在跑者经过的每个路段，每一

个拐弯，每一座亭台，每一尊地标，在烟雨迷蒙的湘

江映衬下，犹似纷纷向勇敢朝前的跑者，讲述着这

个江南城市或新或旧、或长或短的动人故事。

东岸跑道，途经湘江风光带旁的神农公园，

一座新城最为古旧的城市公园，几易其名，最终

以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命名，神农阁居高临下俯

瞰湘江，也见证了株洲新城近几十年工业文明取

得的辉煌成就。

由北向南，风光带矗立着一座雄伟典雅、充

满着书卷气息的木质建筑“分袂亭”，它纪念着八

百多年前朱熹与张栻在株洲留宿、作诗和依依惜

别的深情。

半程马拉松选手们，从天元大桥跨越湘江，

来到西岸火车头广场。株洲，火车拖来的城市，

“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也是轨道交通产业笑傲

江湖的资本与底气。时至今日，株洲轨道交通的

核心产品和配件链接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可以说哪里有高铁在飞驰，哪里就显现出

株洲的影子。

脚步飞奔，热情不减，成绩不断刷新，跑者矫

健的风采被镜头一一捕捉，透过镜头，他们一边

飞跑，一边挥手，面带笑颜，向我们展示着株洲这

座新城给予他们的欢乐与惊喜。

（三）

小雨初停。忽然，一架轻型飞机摇展着双翅，

翱翔在湘水上空，陪伴着跑者们一路向前，株洲

生产的通用飞机来了！它在江面盘旋起舞，隆隆

的轰鸣，像一首奏鸣曲，给大赛增添了更多艺术

氛围和热闹气势。

株洲人真的很牛，不但造得地上跑得最快的

动力机车，还造得了空中飞得最轻盈的通用小飞

机，还有大街上夺人眼球的智轨交通车……国内

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城，山河通用航空城，还有

高科产业园，中南最大的服饰产业城，一齐聚集

在新城株洲。

你能相信吗？解放初期，株洲还只是一个仅

仅七千余人的湘江小镇，七十多年后，已经飞速

成长为一座常住人口达 380 余万的现代化工业

重镇，一座以传统工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为创新发展方向的、具有强大竞

争力的新型城市，“神农福地，制造名城”，名符

其实！

最 终 ，中 长 跑 强 国 肯 尼 亚 的 选 手 Muthike

Peter Murimi 获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国内

选手白丽获女子组冠军。他们用飞奔的脚步，飞驰

的风采，丈量着株洲这片热土超群的厚度与速度，

体验着株洲这座城市独有的动力与魅力。大赛只

是一个契机，一个载体，成绩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无论是国际友人，还是外地选手，首次

来到株洲，第一次参加株洲马拉松赛事，感受最深

的是，株洲城市很漂亮，株洲人很热情，借用央视

著名体育主持人韩乔生老师一句话：“株洲是座年

轻有活力的城市！”

株洲马拉松大赛已经落下帷幕，可株洲飞速

发展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作为株洲“制造名

城”名片最新、最直观、最广泛的宣传窗口之一，

株洲马拉松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更高规格、更广泛跑友参与的大型马拉

松赛事，还会在株洲的大地上延续下去。我们的

株洲，美丽湘江江畔的新城，一座融合性包容性

很强的制造名城，定会一直稳健而快速地奔跑在

通往富强和幸福的大道上。

古道热肠，急人所急

徐霞客笔下的“茶陵牛”
苏铁军

株洲马拉松，一座城市的惊艳亮相
宏 远

冲出起点的马拉松选手们。 株洲马拉松组委会供图

▲现安置在茶陵古城墙下的南宋铁犀
▲巍峨壮美的云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