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从走进学堂的第一天开始，老师

们就反反复复地教导——我们都是炎

黄子孙，是龙的传人。

由此，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便日胜一日地成了一种信念和信仰。我

们为之激动，我们为之自豪，因为我们

的始祖是如此的神圣与伟大，尤其是炎

帝神农氏爱民如子，亲身为民尝百草，

因误尝断肠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只是，我曾经一度以为炎帝与黄帝

离自己是如此的遥远，不仅他们的故事经

常乐于藏在晦涩的典籍里，就连他们的遗

迹也似乎喜欢躲在远距离的黄河边。

却原来，“圣陵”就在“圣山”中，炎

帝五千多年来就一直安睡在乡邻们的

身边，他的陵寝于我而言近在咫尺。

神州第一陵的“圣陵”——炎帝

陵，他就躺在中国革命的“圣山”井冈

山的怀抱里。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省的宁冈县（已并

入井冈山市）、永新县、莲花县三县和

遂川县、吉安县、安福县的部分，以及

湖南省的酃县、茶陵县，而宁冈县是今

天井冈山市的一部分，酃县则为今天

的炎陵县。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井冈山地

处长江以南和南岭以北的罗霄山脉中

段，按目前的行政区域应分属江西省

的井冈山市、永新县、莲花县、遂川县

和湖南省的炎陵县、茶陵县，只是井冈

山的核心景区在井冈山市。

炎帝陵，便位于井冈山西麓的炎

陵县鹿原镇鹿原陂，它是中华民族始

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也是全球

华人的精神家园。

二

据传，炎帝南巡，在为百姓治病

时，因误尝断肠草而亡，“崩葬长沙茶

乡之尾，是曰茶陵。”炎陵县，原名酃

县，古时曾属于茶陵县。因“邑有圣

陵”，1994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酃县为

炎陵县。

炎帝陵，早在西汉时就有明确的文

字记载。唐时，陵前曾立寺，时有奉祀，

炎帝陵开始有了官方的祭拜。宋时，官

府奉诏建炎帝庙，设守陵户，依例祭祀，

官方开始主导炎帝陵的建设、管理与祭

典。此后历朝历代，除了民间百姓的自

发祭奉，官方始终在炎帝陵的奉祀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炎帝

陵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与重修，国务院

将炎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更是亲笔题

写了“炎帝陵”陵款。

或许，“圣陵”在侧，灵气聚之，地亦

吉祥。炎帝陵所在的井冈山地区，自古

以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和人文福地。

这里自然风光秀美，五百里井冈

处处皆是奇峰秀水；这里长年风调雨

顺，山间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这

里历史悠久，文风昌盛，秦时即置庐陵

县与茶陵县，庐陵“三千进士冠华夏、

文章节义写春秋”，茶陵亦素有“四相

文章冠两朝”的美誉。

或许，“圣陵”在侧，冥冥之中，天亦

护佑。炎帝陵所在的井冈山，曾经在中

国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星星之火渐成燎

原之势，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里形成。

当年，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

队一进入井冈山地区，就犹如获得神

助。在莲花县喊出了“高滩不散摊”；在

永新县完成了“三湾改编”；在宁冈县与

袁文才进行了“大仓会见”；在炎陵县的

水口镇，第一次将党支部建在连队，开

创“党指挥枪”的基层实践；在炎陵县十

都镇，率部接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

起义部队，朱、毛两位伟人第一次会面

握手；在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

政权工农兵政府；最终在井冈山地区创

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从

此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华民族自此

开始看到了新的曙光。

三

炎帝陵在炎陵，民间其实也有不同

的声音，北方居然还有若干的炎帝陵。

北方乃炎帝的故里，南方才是炎

帝的安息地。这个共识应该没有太多

的必要去浪费口舌进行无谓的争议，

更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花费精力搞所谓

的考证。

从生活之常识看，炎帝南巡在湖

南境内因误尝断肠草而身亡，千里之

遥，山高路远，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条

件和可能性运回北方故里去安葬。炎

帝就地安葬，虽是无奈的选择，却也是

最好的选择。

从始祖之胸襟看，南北皆华夏，天

下皆子民。炎帝神农氏，胸怀天下，一

心为民，来到南方本就是为了帮助南

方的百姓，他当然希望死后能够长眠

在倒下的地方，继续护佑一方平安。

从民族之情感看，南方人都希望

炎帝陵就在炎陵。北有黄河，南有长

江；北有黄帝陵，南有炎帝陵。南北归

一，华夏一统，如此多好。

炎帝始祖，厥功至伟。北方故里，

建祠立庙，以兹纪念，其情可表；南方

安息地，寝陵居此，奉香以祀，更是理

所当然。

华夏儿女，慎终追远，不忘来路，

不惧归途，故而源远流长。

井冈西麓是炎陵。“圣山”之中有

“圣陵”，此地焉能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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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

发刊词

传承神农文脉
讲述株洲故事

神农福地，动力株洲。
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神农文化生生不息，创新精神薪火相
传。在鏖战洪荒、创造文明的进程中，炎
帝神农氏展现的战胜洪荒的艰苦创业
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
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为民造福的崇高
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
信、自强精神的源泉，也涵养出株洲这
座城市的气质内核。

品读传承千百年的精粹，思接千
载、视通万里。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热爱这片土地
的读者构建起精神家园，凝聚起推动株
洲向新向上的磅礴伟力，是我们创办
《神农周刊》的初衷。

作为一份专注于株洲本土文化、描
摹株洲城市气质、记录株洲城市发展、
关注株洲市民生活的周刊，《神农周刊》
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历史的深
入解读，也有对当代株洲人文风貌的生
动描绘。既有文化场所里的百家争鸣，
体育赛场上的激情澎湃，田间地头的勃
勃生机，菁菁校园里的朗朗书声，工厂
车间里的热火朝天，有“中国速度”“中
国精度”“中国高度”背后的呕心沥血、
枕戈待旦，也有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
市井生活。我们用文字、用图片、用视频
记录株洲历史，用情感讲述株洲故事，
用智慧描绘株洲未来。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而传承的
力量在于共鸣。《神农周刊》的创办，不仅
是对株洲本土文化的守护，更是一场文
化的重塑与创新。愿他成为株洲人文精
神的镜子，成为记录城市记忆的图鉴，成
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我们诚挚邀
请每一位关心株洲、热爱株洲的作者与
读者，共同参与《神农周刊》的建设。

让我们相约每周日，共同开启一场
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之旅！

（李卉）

蝶变沩山
黄金云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提起釉下五彩，必说醴陵瓷业；提

起醴陵瓷业，必说沩山。因为，醴陵瓷

业的根在沩山，那里是醴陵瓷业的发

源地。

今日的沩山，已经成为旅游区，也

是醴陵新八景之一。

沩山古窑，静卧在醴陵市沩山镇

沩山村葱郁的青山脚下，小桥流水的

月形湾内。昔日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

早已戴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桂冠，惹得游人流连忘返。

《醴陵县志》关于沩山古窑的记

载，散发着瓷泥的古老气息。瓷窑中的

烈火反复锻炼，沉淀出沩山瓷业的久

远和厚重。2009年，考古专家在沩山村

深山老林中，惊喜地发现了宋代瓷窑，

还有大量的瓷器，更让沩山古窑身价

倍增。

据史料记载，沩山鼎盛时期，瓷厂

达八十多家，一家瓷厂就有一座瓷窑，

每一座瓷窑就是一个小钱庄。沩山人

有钱，牛气哄哄的，都知道沩山人不吃

隔夜米，引得商贾熙来攘往。沩山那时

有“小南京”的美称。

离古窑后门二十米左右，山脚下

有一个石洞。当年，点炮炸石，凿洞挖

泥，沿泥脉掘进，泥脉有多长，洞就有

多深。泥脉走向哪里，洞就挖到哪里。

主洞三百多米深，到山的另一头有一

个出口。支洞有几十米深的，有一百多

米深的。

洞旁，依山傍洞有土墙老屋，名

“石洞人家”，贴红纸黑字对联，“传奇

石洞藏百福，积善人家纳千祥”，透着

山里人的质朴和善意。

这样的石洞，当年就是瓷厂的生

命线。如今在满是茅草荆棘的山岭边，

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一个。

古窑前面，坚石之上，耸立着一座

沩山古塔，塔高六级，取六六大顺之

意。这是沩山古塔的子塔。在子塔旁边

的小路上，砌着一座高近三米的古塔，

呈四棱锥状，是沩山古塔的母塔，全用

青石块垒成，苍老沉稳。像这种子母塔

建塔的风格，在醴陵境内别无二处。

一座古庙雄踞在沩山村的竹山

坪，号称“古洞天”。据古籍记载，天下

有三十六洞天，此处名列第十三位，唐

太宗李世民下令尉迟恭监修古洞天。

后来高僧鉴真东渡前，就在此处受戒。

每年的九月十九日起，连续七天，各路

高僧云集此处，敬神者络绎不绝。古洞

天原占地面积三千多亩，建筑面积四

千多平方米。如今的古洞天，历经劫难

后重建，红墙黑瓦，灯火重明，庄严肃

穆，钟声悠然。

山村的民居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依山而建，黄土墙，青色瓦，红漆大门。

这样的土墙屋，在别的山村里找一栋

两栋可能不是问题，但整个村子清一

色的土墙屋，又保存完好，在醴陵已找

不出第二个地方。

这个僻静的山村，还刻着红色的

印记，留下了地下党当年战斗的足迹。

耿在孝(耿飚将军的弟弟)根据湘潭游

击队的指示，到沩山开展地下活动。为

了不连累当地老百姓，他把游击队的

指挥部设在沩山村的葡萄坳。在月形

湾组的红线冲，有一个五人堆，那是国

民党秘密处决地下党的地方，这里至

今长眠着五个无名烈士的英灵。

山一程，水一程，身在沩山那边

行。沩山水库储蓄的是青山和绿水，蕴

藏的是历史和文化。那时，一条笔直的

青石板街，从如今的大坝向里延伸，两

边店铺林立，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

有。

其实，以前的沩山在醴陵就很出

名。不过，那时沩山是穷出了名。当时，

有这么一句顺口溜，“有女莫嫁沩山，

吃了上餐冇下餐。”

沩山穷不是沩山人懒，而是这里

山多土少田更少。“六分山岭三分土，

一分稻田让人愁。”人们想方设法开梯

田，连一丁点大的地方，都没放过。

除了没有吃，这里的路也不好走。

沩山的山路远远不止十八弯，初次到

沩山的人，一旦进入沩山的山路，那是

困惑的，甚至是痛苦的：这里的弯路何

时是一个尽头!

沩山人穷怕了，到处寻找出路。

贫穷遇上翻身的机遇，落后遇上

政策红利，沩山的机会终于来了。自身

这么好的资源，没有发掘出来，沩山只

是一个偏僻空落的山村。思路打开了，

方向看准了，沩山就是一个有资源、可

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股。十多年的

砥砺前行，沩山终于成了一个旅游文

化名村。如今，沩山村村民开餐馆，建

民宿，种植玫瑰，养蜂酿蜜，研磨沩山

豆腐等等，沩山人在自己家门口就能

够挣钱。现在，沩山正在努力打造旅游

公园和考古公园。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迅扫妖氛六合清，匣中宝剑气犹横。

夜观星斗鬼神泣，昼会风云龙虎惊。

重整山河归北地，两扶圣主到南京。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滔滔问姓名。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 1156 年的

某个春日，资福寺门前来了群气度不凡

的客人。为首那人两鬓已然泛白，自是上

了年纪，神色却是异常的精神，跨坐在马

上的身姿也甚是挺拔，想是惯于在马上

讨生活之辈。

见来人不俗，知客僧赶紧迎上前去

打招呼，自报家门后也问来客姓名表字，

来客却不答话，只唤笔墨伺候，大笔一挥

便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下如上一首气势磅

礴的律诗——有宋一代向有题壁诗之传

统——知客僧这才知道，来人便是赫赫

有名的抗金名将、十六年前在顺昌大败

金兀术、年前刚被起用为潭州知州的刘

锜。

纯从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格调

并不算高。首联、颔联基本是大而化之的

套话，颈联简述自己曾有的“辉煌战绩”

（顺昌大捷后曾短暂收复黄河南岸大部

失地，更曾两度扈从高宗赵构辗转江南

诸地），尾联则针对当下场景而发——我

都说了这么多了，你这不晓事的知客僧

怎么还问我是谁呢？但作为一名行伍出

身的马上将军，刘锜此诗之气象宏大，也

算契合本人的身份。

对刘锜等主战派将领而言，刚刚过

去的这一年无疑是特别重要的时间节

点。这年年底，力主议和的奸相秦桧病逝，朝野上

下主战的呼声又多了起来，偏安一隅的宋高宗赵

构倒也是个机灵人，知道秦桧一死，自己镇不住

这帮子战功赫赫的主战派将领，更何况，宋金虽

议和有年，却也是摩擦不断，那弑兄夺位的金帝

完颜亮又是个雄才大略的主儿，早就垂涎南宋朝

廷的膏粱锦绣，厉兵秣马也早非一朝一夕之事，

还真缺不了这些个在战场上历练多年的主战派

们。反正秦桧死了，就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秦桧

一人头上，以往秦桧安插的那些个主和派官员也

被翻了个底儿掉，一个个都被主战派所取代，朝

野上下咸呼“皇上圣明”，中国数千年来的宫廷政

治莫不以此循环反复。

刘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起用为潭州知

州的，在此之前，绍兴十一年，宋金签订《绍兴和

议》，在合约签订之前，宋高宗和以秦桧为首的主

和派担心主战派抗议，先行解除了韩世忠（后辞

官郁郁而亡）、张俊（后投靠秦桧，成为主和派重

要代表）、岳飞（同年年底被构陷赐死狱中）三大

将的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尽管岳飞一再恳

求不要罢免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

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到了绍兴十七

年，干脆去做了江州太平宫的“提举”，这是一个

闲职，专为安置老病无能的大臣及高级冗官闲员

而设，坐食俸禄而不管事，称为“祠禄之官”。可刘

锜并不是老病无能啊？他时年四十有九，正当壮

年，又有赫赫战功在身，怎能坐食朝廷俸禄而诸

事不管呢？只是形势比人强，现在是主和派的天

下，他刘锜再有能耐也不能逆潮流而动，岳元帅

的惨死犹在目前，留得青山在，日后才有柴好烧，

且夹紧尾巴做人先，风水轮流转，总有主战派扬

眉吐气的一天。

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一直到绍兴二十五

年，秦桧死后，他们这些个主战派才一一得到重

用，接到朝廷重新起用他为潭州知州的消息时，

刘锜哭了，这距他淹留“提举江州太平宫”之位已

过了整整八年！

赴潭州上任后，刘锜稍事整理，第一件事便

是南下株洲，秘密查访两年前的一桩“冤案”：绍

兴二十四年八月，湘潭县丞郑玘、主簿贾子展酒

后“坐防语嘲毁朝政”（想来无非发泄下对议和派

的不满，顺带为被冤杀的岳飞鸣不平之类言语），

不想却被在场的湘潭县监酒税雍端行告了密。几

天后，潭州府来人锁了二人，直接送到京城临安

（今浙江杭州）问罪，因未找到贪腐证据（向来政

敌攻讦，多从经济问题入手），只得依大宋律例，

分别发配至容州（今广西北流）和德庆（今广东德

庆）严加看管起来。

查访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告密的雍端行虽只

是一个小小的监酒税（大致相当于现在国税局的

某个科长，最基层的公务员），却与一代奸相秦桧

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虽说秦桧已死，可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谁知道那些心有不甘的主和派会

闹出什么幺蛾子？只是，那资福寺的知客僧却不

晓事理，一再询问刘锜姓甚名谁，刘锜也是烦了

——行伍出身，本就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便明白

告诉你姓名，变暗访为明察又待如何——信手便

在寺壁上题诗以答之。

在刘锜的明察暗访下，这一“冤案”很快“平

反”，当年六月，郑玘、贾子展被召回湘潭，官复原

职，而揭发告密的雍端行则被发往宾州（今广西

宾阳县）监管，“后不知所终”。

后人将刘锜题于资福寺壁上之诗刻于碑上，

并嵌于寺内——碑于解放后作市政府大礼堂基

础建筑材料用掉——寺址原在河东南湖街一带，

民国年间毁于兵燹。1998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资福寺迁往河西五马奔糟山现址，濒临湘

江，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由南岳南台寺释妙开大

师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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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陵”就在“圣山”中
阿贵

炎帝陵景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