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社出版 社长、总编辑/谌孙爱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责任编辑/沈勇跃 朱朝阳 美术编辑/张 武 校对/袁一平 邓建平

微信公众号 知株侠 株洲新闻网

新闻热线 28829110 广告热线 28835396株洲日报社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61 总第8039期 今日8版

2024.10 31星期四
甲辰年九月廿九

五签：
分袂亭（21.8公里）

从 永 利 码 头 继 续 前 行 ，便 到 达 第 五 签 到 点

——分袂亭。可稍作休息，此时你已毅行了 21.8

公里，咬牙坚持，离终点不远了。

公元1167年，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南岳游

历之后来到株洲。为纪念朱熹、张栻在株洲的友情佳

话，元朝至正年间修建了分袂亭。该亭几毁几修，最

后一次毁于抗日战争，成为株洲人心中长久的痛。

70 多年后，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重修分袂

亭。如今该亭屹立于湘江之滨，成为了独具魅力

的人文景观和株洲市的文化地标。这里也因“朱

张分袂”“梨涡浅笑”的故事而被广为传播。

从分袂亭沿河而走，一路繁华。看着大家在

花丛中肆意拍照的样子，会觉得一切依然充满

着生生不息的希望。这或许就是阳光、夏日、花

的色彩以及城市的努力所要传递的积极能量。

此时，毅行了大半天的你除了被美景打动外，

还会为即将到达终点而兴奋不已。

向前吧，再走 2公里，就到达终点钢琴广场了！

一次毅行＝畅游株洲
株洲的文化历史、人文景点，尽可感受

株洲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株洲军分区

关于鸣放防空警报的通告
株政告〔2024〕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湖南省人

民防空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市人民政府、株洲军

分区在市区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鸣放。现就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鸣放时间：2024年 11月 1日 9时 30分。

二、鸣放范围：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渌口区。

三、鸣放信号：包括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

警报三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具体鸣放信号为：

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秒，反复 3遍为一个周

期（时间为 3分钟）；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为一个周

期（时间为 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长鸣 3分钟。

（在鸣放过程中，预先警报与空袭警报、空袭警

报与解除警报之间间隔 5分钟）

四、鸣放前，广播电视台、湖南有线株洲网络有

限公司应协助做好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网络传递

防空警报信号的准备工作；报刊、广播、电视等有关

新闻媒体要做好有关宣传，告知市民。

五、鸣放期间，电力部门要保障各防空警报点

用电，广播电视台、湖南有线株洲网络有限公司及

各有关单位必须明确任务，责任到人，认真做好防

空警报鸣放工作。对因玩忽职守、工作失职造成鸣

放失误的，将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六、鸣放期间，不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

序，对于借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的，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特此通告。

株洲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株洲军分区

2024年9月27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2024

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将于 11 月 16 日在株洲盛

大举行。届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参与者将齐聚株

洲，迈出步伐，在脚步声中感受株洲的蓬勃活力。

今年的毅行活动会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株

洲工业文化、历史风貌建筑及现代化发展成果，

在延续上届途经多个地标性景点的基础上，进行

了进一步优化调整。

2024 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由株洲市文

明办、共青团株洲市委、株洲日报社主办，中国

体育彩票提供支持，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执

行承办。活动于 2008 年开展以来，已经成功举

办十三届。

今年的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为期一天，设

有常规组（23.8 公里）和亲子组（6.2 公里）两个组

别，预计吸引 4000人参与。

常规组的徒步线路精心选取了神农广场、清

水塘大桥、清水塘城市公园、石峰公园、永利码头

等景点。市民们在徒步的同时，将能领略到湘江

的自然风光，深切感受到株洲的独特魅力。

一签：
航模广场（6公里）

从神农广场出发，行至株洲大桥已历 2.7 公

里，毅行之旅才刚刚拉开序幕。株洲大桥，这座

于 1988 年通车的株洲首座跨湘江大桥，被株洲市

民亲切地称为“株洲一桥”。

接下来的路线是沿着湘江风光带前行。第一

签到达航模广场，这里是市民休闲赏花的好去处。

二签：
清水塘城市公园&双碳大厦（11公里）

经过被誉为“湘江最美大桥”的清水塘大桥

后，带着一份宁静的沧桑感，来到了第二签到点

——清水塘公园与双碳大厦，这里已近毅行路程

的一半。

清水塘大桥上层为机动车道，下层则是行人

和非机动车通行的景观通道。大桥南端不远处

是栗雨湖公园，北端则连着清水塘公园，桥下江

水滔滔。

清水塘工业区历史悠久，从清水塘城市公园

到双碳大厦，一处处崭新的“天际线”背后，是清

水塘现代产业体系的蓬勃发展。今年新增了清

水塘城市公园作为签到点，体现了线路形成了工

业遗迹体验环，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三签：
石峰公园（15公里）

继续前行，便到了第

三签到点——石峰公园。

石峰公园曾是株洲人闲暇

时 的 消 遣 胜 地 。 清 晨 锻

炼、晌午乘凉、傍晚散步，

到了周末全家人一起爬山

游乐或赏花，偶尔也会到

铁建重工门口品尝美食。

石 峰 公 园 于 1979 年

建成开放，因石峰山域而

得名，环山而建。株洲人

常 说 逛 石 峰 公 园 就 像 爬

山一样，一步一台阶。许

多 株 洲 人 喜 欢 在 石 峰 公

园里爬山，因为大家都知

道 蕨 菜 、蒿 子 、水 芹 菜 等

美 味 都 来 自 石 峰 公 园 的

“馈赠”。

四签：
永利码头（19公里）

从石峰公园出来，再行 4 公里，便到了第四签

到点——永利码头。这里或许会遇到一小段泥泞

路，请放慢脚步。

踏上永利码头，仿佛走进了时光的长廊。这里古

老的遗迹与现代的气息相互交融，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码头上昔日的繁忙景象仿佛仍在眼前浮现，

仿佛能听到船只的汽笛声与工人的呼喊声交织在

一起。而如今这里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你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留下美好回忆；也可

以静坐一旁感受岁月的流淌。

四签还将经过全民国防教育宣传长廊。这里

可以更直观地接受国防教育，感受国防氛围。

▶ 五签沿线风景：分袂亭。

记者/杨凌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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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健锐营
又是一年深秋时节，香山红叶进入最佳观赏

季，吸引游人陆续前去打卡。细心的游人会发现，

在香山地区，除了如画的风景，还散落着几座流行

于西南地区的石碉楼。北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建筑？还得从清朝的一场败仗说起。

乾隆十二年（1747）春，四川大、小金川地区土

司发动叛乱。清军赴川平定，叛军倚仗当地高耸

的碉楼使清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于是，乾隆皇

帝命工部在香山方圆十多里山地上仿建金川碉

楼，并从八旗前锋营和护军营中选拔一千精壮兵

丁，专门演习云梯攻碉战术。苦练几个月后，这支

部队随征金川，平定了叛乱，功成凯旋。

乾隆大喜过望，将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别立为

营，命名“健锐云梯营”，简称“健锐营”，驻扎在香山

地区。这些得胜之兵从京城内的营房里接出家属，

在香山脚下新建的八旗营房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健锐营以静宜园为中心，分左右两翼遍布香

山。香山北侧向东的山麓犹如左翼，分布正黄、正红、

镶红和镶蓝四旗；香山南侧的山峦向南似右翼，是镶

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依山而建的旗营并不规

整，有时一旗又被地形分成几营，如健锐营镶黄旗旗

营就分为南营、西营和北营。健锐营初期有营房

3500间，随着兵力不断扩充，全盛时有营房上万间。

每座旗营都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军事社区。四

周有虎皮石砌成的围墙，墙外是护营沟，营门早晚

按时启闭。据健锐营镶红旗后裔白鹤群回忆，由

于旗规较严，不许兵丁们随便串旗，无故不得外出

营区，妇女们也不倚门观街。逢年过节需要走亲

访友时，兵丁必须请假，其家属必须有人接送。串

门基本靠步行，有的姑娘外嫁给了圆明园护军营、

火器营或城里，营门外有经官方批准设立的大骡

车接送。

旗营内，街巷横平竖直，营房有序排列，呈棋

盘状。官兵按等级分配住房，朝阳四合院，无论大

小都有门楼、影壁，方砖铺地，院内种花养鸟。旗

人吃的是“铁杆庄稼”，每座旗营都有档子房，负责

发放俸银和口粮等。除此之外，营内还有学堂、马

厩、碉楼、关帝庙等。白鹤群称：“健锐营的营房

内，所供神灵多达二十多种，如王三奶奶、灶王爷、

土地爷、山神、龙王爷等。这当中，最为崇奉的是

武圣人关云长。”

旗营外，有供旗人消费的买卖街。健锐营的

集市主要集中在北边的四王府和北辛村，南边则

是门头村和南河滩。这四条买卖街与八旗旗营相

互交叉，形成了长达十多里的商业网络。街市上

商铺林立，粮店、肉铺、杂货店应有尽有。“较大的

铺面多是海淀镇或城里铺面的分号，山东商人多

重于粮米，山西商人多重于日常生活物件和放贷，

而回族同胞多重于食品和小吃。”

合练和阅兵在团城演武厅。这是一组集城

池、亭台、碉楼及校场为一体的建筑群，从北向南

依次包括团城、演武厅、西城楼门、放马黄城和实

胜寺碑亭等。其中，团城呈椭圆形，附近老百姓称

之为“鸭蛋城”。城墙上有南北两座城楼，城门上

端嵌有玉石门额，分别雕刻“威宣壁垒”和“志喻金

汤”，均为乾隆御笔。城上的门楼，又称阅武楼，是

皇帝阅兵时随行大臣观看军队演练的地方。南门

外是演武厅，皇帝阅兵时就坐在厅中央的宝座上。

清代皇帝对健锐营都很器重。自团城演武厅

建成后，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曾多次在此阅

兵。乾隆作为健锐营的创建者，阅兵次数最多。

每次阅兵后，他都会即兴赋诗一首，勉励将士勤加

训练。出征归来，乾隆总要对有功者晋官封爵，并

几次御制实胜寺碑记，以炫耀武功。

健锐营为清王朝南征北战，参加了两次平定

大小金川之战、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战和反击缅

甸犯滇之战等，在乾隆“十全武功”诸多战役中立

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健锐营的

大刀长矛终不敌洋枪洋炮，屡次全军覆没，死伤无

数。1912年清帝逊位，健锐营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旗营里的旗人拆砖卖瓦，艰难度日。

岁月变迁，健锐营昔日营房早已所剩无几，只

在一些村庄里还有少数传统的旗人。香山脚下的

团城演武厅、碉楼、八旗印房等，依旧向人们诉说

着这支清代特种部队的兴衰。

（据《北京日报》）

王安石的“强辩”
熙宁二年（1069 年）到熙宁八年（1075 年），这 7

年，是两宋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喧嚣时代。

这个时代，以宋神宗从江宁府（今南京）召王安

石入京，迅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推

行“新法”而拉开帷幕，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

退归江宁而奏响终止符。王安石在宋神宗全力支

持下，紧锣密鼓推出了均输、市易、青苗、免役、方田

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将兵等十余项“新法”，

期待以近似大规模政治动员和国家运动的方式，一

举解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重压下的

北宋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痼疾。

这一揽子新法在朝野引发了轩然大波：在风气

日趋保守的朝堂之上，围绕每一项新法的酝酿制定

出台，新法派和反对派都要吵得面红耳赤，势不两

立。不论是贤名甚著的元老重臣，如富弼、欧阳修、

范镇、文彦博、吕公著，还是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

如苏辙、程颢、范纯仁、陈襄、刘挚，一旦与新法派议

论不合，便以各种方式被摈斥出中央决策层；同时，

一些比较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很快出现在官僚体

系的各个关键岗位上。

在两宋迄今的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众多史料

中，对王安石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评价，就是说他

性喜“强辩”：“强辩自用”（赵抃），“强辩背理”（《宋

史》本传），“率以强辩胜同列”（邵博），“直是强辩，

邈视一世”（朱熹）……王安石等人的“强辩”，先在

传统史学中被脸谱化、污名化，后在聚焦社会经济

层面的现代史学中被边缘化，其实还有值得重新审

视的价值。

广泛而激烈的政治辩论，在北宋历史上不止一

两次，不过，熙宁时代尤其独特。朱熹说，比起汉

唐，本朝胜在“议论”，“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

是太祖时，虽有议论……无许多闲言语也”。所谓

“熙丰”，主要指熙宁。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早已退

出政治舞台，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国是既定，喧嚣不

再，议论反而显得沉闷，甚至有些压抑，到了元祐初

年，之前被压抑的议论又得到了一轮释放，可视为

熙宁的延续。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

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

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

场域。

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

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

了人物、事件、制度等。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

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作为政治思想

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

（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

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

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

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

发展得十分成熟。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

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

和选择。 （据《王安石“强辩”考》）

古人过冬花样百出
在没有空调暖气、手机电视的古代，如何抵御

严寒，消磨时光，度过漫长的冬季？聪明的古人为

了过冬，可谓花样百出。

早在文明诞生之初的史前时期，古人就学会

利用建筑来取暖。半坡聚落的房屋建成半地下室

样式，中间有一个坑可以烧火取暖，称之为火塘。

秦汉时期，古人发明了火墙。墙的内部是中空的，

里面放上柴火，把墙烧热后，整个屋子都会很暖

和，很像现在东北地区的火炕。

从西汉开始，用花椒作为建筑涂料来保暖，成

为王公贵族过冬的独家法宝。花椒磨成粉末掺到

胶泥里粉饰墙壁，会释放出温和芬芳的香气，再挂

上锦绣壁毯，设上屏风等，颇有一番西域风情。《陆

氏诗疏广要》曾记载：“汉室皇后称椒房，取其实曼

盈升，以椒涂壁，亦取其温暖，故长乐宫有椒房。”

后来，“椒房”几乎成了皇后的代称。当然，一般的

达官贵人也会在家中修建暖阁。有的暖阁墙为中

空，在地底有一条通道，连接房外火炉，便于把热

量传到屋内，或者是把与大屋子隔开的小房间，作

为设炉取暖的小阁。

饮酒是古人驱寒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不过古

人喝酒前，会把酒烫一下。不仅如此，古人还会吃

“火锅”，所使用的炊具就是五熟釜，它可以烹饪多

种食材，釜中有五个格子，不同的格子中盛满不同

味道的汤汁，再将食材放入汤汁中烫熟，即可食

用，与如今的“鸳鸯锅”颇为相似。到了后来，还出

现了陶瓷火锅、涮肉火锅等。

古人对赏雪一往情深，而烹茶听雪也是妙不可

言。古人喜欢用雪水煮茶，唐人陆龟蒙有诗：“闲来

松间坐，看煮松上雪。”赏雪之余，还可观梅。唐朝著

名诗人孟浩然曾骑驴在风雪中过灞桥，踏雪寻梅。

岁暮天寒，冷风凛冽。读书最能抵御精神的

寒冬。古人爱读书，在寒冷的冬季也不会松懈。

为了读书，有人程门立雪，有人囊萤映雪，有人绕

着城墙走以暖足……在闲暇的冬季，古人的精神

过冬必不可少。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早已

不是问题，但是对古人而言，他们需要运用智慧，

创造出一系列应对寒冷的办法，才能度过无数个

寂寥的冬天。 （据龙源期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