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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趣谈 插着巨大鹿角的楚国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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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八旗军
清王朝以八旗驻防制度作为对全

国进行统治的根本政治军事措施，在全
国共设有八旗驻防点（即满城）97处，
但清政府在南方仅仅设有成都、荆州、
江宁、杭州4处满城。

湖北荆州府设八旗驻防，始于康
熙二十二年（1682 年）。荆州处于长
江防线的中间，上可援成都，下可助
江宁、杭州，它还是清军南下粤、桂的
中路前哨。因此，荆州满城成为清朝
在南方战略体系中重要的支撑点和
枢纽。

清入关初期的荆州驻防是3年一
换防，一般家属不随行，清朝统一全国、
平定三藩之后变为长期驻防，广大官兵
开始可以携带家眷。据《钦定八旗通
志》记载，驻防之初，一次迁至荆州城的
满、蒙官兵即达3543人，加上官兵家属
共有1.5万余人。

此后逐年增加，截至清光绪八年
（1882年），荆州驻防兵额为直省驻防军
人数之首，有籍可查的八旗军户近2.6
万人，荆州已成为清王朝在南方一个越
来越重要的基地。

八旗军在荆州城内设有满城，筑一
界墙将府城从中一分为二，城东设为满
城，城西为汉城。因为荆州城东部地
势较高，对西部有居高临下之势，既便
于监视汉城，也相对不受洪水灾害的
影响。

满城内设有炮营、箭亭、兵器库、
堆拔房、城上堆卡、火班房等100多处
军事设施，南纪门外是计纵横448丈
的演武厅，骑兵马场则分布在荆州周
边各县。

革命军来袭
武昌起义爆发后，荆州的驻防八旗

军的地位骤然突出起来。在革命军控
制的武昌上游，驻扎着一支实有兵员
7000人的军队，紧急时可调用一万人，
且武器装备精良，不但有大炮，还有水
师营，而且是清廷依信的满汉旗军，这
是清军和革命军都不能忽视的。

武昌起义后，荆州八旗军凭借自
己的实力也跃跃欲试，并准备与襄阳
的清军一起，谋划驰援武汉。然而，武
昌起义10天后，荆州的驻防营却接到
清廷临阵换将的指示，清廷下诏：“荆
州将军寿耆，留京当差，以湖北左翼副
都统连魁升补”。将原湖北左翼副都
统连魁任命为荆州将军，而连魁这人
生性怯弱，他见武昌革命军势大，惧战
不进，八旗军也失去了支援武汉的最
佳机会。

随着武汉三镇皆被革命军所占，对
于荆州八旗军而言，驰援武汉已无可
能，他们能做的就是固守荆州，以待援
兵。而此时，荆州将军连魁尽管怯弱，
但副都统恒龄却很是勇毅，是实实在在
的强硬派，他“于军事学颇有研究”，自
调任荆州副都统后，他就积极备战，日
夜训练八旗兵，并提拔了一大批学堂出
身的满洲底层军官。军队装备有克虏
伯大炮4门，山炮12门，可谓装备精良，
在他的训练下，荆州八旗战斗力倍增，
俨然已是强军。

原本怯弱的连魁是准备不战而逃
的，但是在恒龄强硬要求及荆州八旗军
全力支持下，连魁有了一丝抵抗之心，
对革命军也强硬了起来。为避免荆州
被革命军从内部攻破，连魁宣布“荆州

戒严”，限制百姓出入，更不允许外人再
进荆州。同时，为了加强防守力量，连
魁还下令征集新兵。在连魁和恒龄的
安排下，荆州不说固如金汤，但也不是
能被轻易攻破的。

激战一个月
最初，革命军并不想跟荆州死磕，

他们也知道荆州八旗军实力雄厚，硬拼
的话，势必会两败俱伤，因此一直是采
取劝降的方式。但此时，荆州将军连魁
却不愿接受革命军的劝降，在这种情况
下，革命军最终只能采取强攻。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起后，
荆州就有民谣曰：旗人必丧马河下。可
见荆州的民心已经开始倾斜，特别是饱
受旗人欺凌的汉族居民。

为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8
日晚，宜昌的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
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巩固长
江上游地区，于1911年11月19日率兵
分四路直逼荆州。

11月19日，以管带邓金标、参谋胡
冠南率兵一部于夜12时向八岭山袭
击。此部击溃了荆州外围八岭山至秘
师桥一带主力约2000人。

11月23日夜，欧阳超又率一部偷
袭了万城堤敌营，将敌逐至梅花桥。
至此，八岭山和万城堤都落入革命军
之手。

11月25日拂晓，革命军进攻梅花
桥敌阵，将敌压缩在戴家湾西南山地及
秘师桥一线。此时，关克威已克荆门，
截断襄阳与荆州的通道。唐牺支得到
这些情况后，就在当夜开会商定于26
日早发动总攻击。

11月 26日拂晓，部队刚刚行动，
敌左都统恒龄却集中了3000人开始
反扑革命军梅花桥阵地。欧阳超部寡
不敌众，势颇危急。好在八岭山邓金
标部从侧翼出击，一举击溃敌人的戴
家湾西南阵地。

滨江的沙市，同时亦被喻洪启部占
领。这一仗，总共歼敌600多人，大获全
胜。沙市被革命军占领后，革命军士气
更加高昂，争先杀敌，将敌军压缩在荆州
城内，杜绝粮草进入，并不时袭扰敌营。

为了稳定城内民心，奠定群众基
础，革命军对荆州的汉族父老乡亲发布
了告示：“尚望我父老释此疑团，处以镇
定，坐看我部指日破城。破城之日，誓
当扫尽腥秽，与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饮
一觞，以洩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
愤，我父老其拭目俟之。”革命军通过宣
传把矛头直指清军，城内汉族百姓坐观
其变。清兵内外无援，依城死守。

1911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经
过艰苦战斗，各路会攻荆州，并占领草
市。7日，湖南西路安抚使王正雅、安襄
郧荆招讨使季雨霖也过来增援，三路大

军汇集，革命义军军威更盛。
荆州八旗军实力虽强悍，但是此时

荆州已是孤城，清廷及各省的清军都自
保不暇，根本无暇去救荆州。在革命军
猛攻数日，荆州八旗军损失惨重，死伤
过半，弹尽粮绝。12月10日主战派的
左都统恒龄在旗民责骂声中，知败局已
定，深感有负圣恩，举枪自杀。

光复荆州城
左都统恒龄自杀身亡，八旗兵军心

涣散，旗人家属更是恐惧的不得了。连
魁和右副都统松鹤见大势已去，乃再请
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中文名）与革命
军重开和议。

1911年12月13日，革命军代表李
桂林等4人和旗兵代表长龄等4人，外
加日本领事、英国税务司及有关人员
28人，在荆州城内天主教堂达成了出
降七条：一、满族将军之主营各旗兵，上
缴一切军械弹药及军用物品；二、城内
满人与汉人军民同一法律，其主权及其
支配也要享受同一的权利和义务；三、
满汉人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保护；四、驻
防满洲清军之公田、公产及其他财产均
一律没收；五、满族人孩子的教育要和
汉人一样，可以报考各种学堂；六、满族
人中极度困苦的旗民要帮助他们谋生，
当兵的给他们发给六个月的恩饷；七、
旗兵缴枪一支，赏十块银元，不许私藏
枪支。（投降条款在 1911 年 12 月 31 日

《时报》刊登）
这七条决议，可谓有理有据有节，

既体现了革命党人的基本要求，也体现
了对旗民的关怀。1911年12月17日
（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连魁、松鹤
持印信恭立道左，迎接革命军进城。八
旗军部队在进行近一个月的抵抗后，终
于向革命军投降。

次日，唐牺支自宜昌到荆州，设荆
宜司令部于道署，并奉黎元洪之命驻荆
州办理善后。王正雅部驻满城，设本部
于将军署，解散旗营残部。

荆州将军连魁（清庆王第九婿），家
产丰厚，因为连魁是主动投降归顺的，
所以革命军入城时并没有没收他的财
产，连魁心怀感激，特捐出了15万银元
作为革命军的军饷，以求平安。同时还
率先上缴了来福枪340支，军火两箱。
在他的带领下，1000多名旗兵也主动
上缴了枪枝，革命军也按照承诺，给每
位交枪的旗兵10元的奖励。城内外躲
避战火的市民也陆陆续续回到家中，商
贸市集开始恢复，沙市的戏院也开始进
行演出，城市在革命军的治理下井然有
序。

至此，存在了256年（1655 一 1911
年）的荆州驻防八旗军终于淹没在辛亥
革命的洪流中，标志着清朝八旗军队在
湖北的覆灭。火炮攻城的革命军。

取得胜利的革命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911年10月
18日晚，湖北宜昌军政分府的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
昌的压力，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唐牺支带队于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
荆州……

古希腊神话里有个“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他盗取天火，
把光明带给人间，被奥林匹斯众神之王宙斯惩罚，钉在高加索山
上，每日承受风吹日晒和鹫鹰啄食之苦。

而华夏的传说中有一个“盗土”英雄，他就是大禹的父亲鲧。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
以定九州。

上古时候，人间洪水滔天、一片汪洋，鲧受命治水。为了治
水，他窃取了天帝的法宝“息壤”。天帝大怒，派遣火神祝融将鲧
杀害于羽山之郊。鲧遇害后，尸身三年不腐，有人剖开其腹，诞
生一子名“禹”。后来禹得到“息壤”，继承父亲遗志，平息水患，
鼎定九州，从此人间太平。

据说，在大禹治水的最后时刻，有一处“海眼”怎么也堵不
住，无奈之下，大禹只能以重宝“息壤”镇压“海眼”，方得大功告
成。而这个“海眼”，就在荆州。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天帝的法宝“息壤”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呢？我也很好奇，于是检阅典籍，希望从古人的字里行间找到一
些蛛丝马迹，还原“息壤”真相。

唐末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江陵书生》载：江陵南门之外，
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三尺许，具体而微。询其
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
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
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

‘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
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
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
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
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

这是我找到的最早的关于荆州“息壤”的记载，讲了一个“江
陵书生”的故事。说是几百年前（五代再往前几百年应该在唐朝
时期），荆州发生了千年一遇的洪水，大半个州境都被淹没了，州
帅惶恐忧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对州帅说，乡间有一位书生，
知识很渊博，或许会有办法。州帅把这位书生请过来询问，书生
说：“大帅，您知道吗，荆州乃是息壤之地啊，具体位置就在南门。
我以前读过一本叫《息壤记》的书，里面记载，大禹治水，发现这里
有海眼，于是用一块石头，雕刻了一座小型龙宫，把它镇压在海眼
上，这样才阻断了水脉，这块石头就是‘息壤’。现在可能是因为

‘息壤’发生了损毁，才导致水灾，您让人把它挖出来查看一下。”
州帅让人一挖，果然挖出了这样一块石头，雕刻的宫殿都已经损
坏了。于是请人重新修葺好，埋入原来土壤之中，洪水就平息了。

这则故事里说“息壤”是大禹镌刻而成，且形如龙宫，具体位
置在荆州南门。

五代时期另一部典籍《溟洪录》载：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
元和初，裴宙镇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规模楼橹，悉仿荆城。其
中空，径六尺八寸，甚工致。命徙之藩篱间。是春淫雨，四月不
止，潦涨莫遏。人抱为鱼之忧。会欧献乘居楚山，驰问之。对以
事迫，凿石弗及。令陶范为江陵城，内广六尺八寸，楼堞门阙无
少差，于南门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当止。宙始惊叹昔人所
填，从之。既瘗，祭之。夕复隆起。

说是在唐朝元和年间，裴宙（应是“裴胄”之误）担任荆南节
度使。有一次他从荆州城南门处的地下挖到了一块石头，这块
石头大小“六尺八寸”，形状与荆州城很像。不久，淫雨连绵，下
了四个多月，把整个荆州城都快变成龙宫了。裴宙急得焦头烂
额，但却束手无策。这时候有个叫欧献乘的人对裴宙说：“您是
不是挖到过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啊？那是禹王治水时填海眼所用
的息壤，您赶快把它重新埋到原来位置，雨水就会停止了。”裴宙
惊讶地说：“是呀，我是挖到过这么个小玩意，可是我把它给扔
了。现在事情紧急，一时半会肯定也找不到啊！”欧献乘说：“那
你让人以荆州城为原型，重新雕一块大小相同的石城作为替代
吧。”裴宙听从欧献乘的话，制作了一个“息壤”的高仿品，埋到原
处，并进行祭祀，果然雨就住了。

北宋苏轼《息壤诗·叙》：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
中，而犹见其脊者。傍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复如
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北宋王子融《息壤记》：
庆历甲申，余以尚书郎莅荆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
申，与郡僚过此地，无复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请掘取验，虽致水
沴，亦足为快。因具畚锸，置土数百担以备，俟旦从事。是夕雷
雨大至，远近沾洽，亟以馨俎荐答。

苏轼与王子融虽然没有记录唐朝的这则传奇故事，但也以
亲身经历讲述了荆州“息壤”的种种神奇。

南宋《舆地纪胜》：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宇牧
荆州，掘之，得石城，与江陵城同，中径六尺八寸，徙弃之。是年，
霖雨不止，遂埋之。这里把“裴宙”换成了“裴宇”，最后埋的是

“息壤”原件，而不是替代品。
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又略有不同：江陵城内有法济院，

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掘之，深六尺，得石城，与江陵同
制，中径六尺八寸，弃徙於墙壁间。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涨。
从道士欧阳献之谋，复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这里“欧献乘”变
成了“道士欧阳献”，最后也是埋的“息壤”原件。

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载：息壤在子城南门外，旧记以为不可
犯，畚锸所及，辄复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为牧，掘
之六尺，得石楼如江陵城楼状。是岁，霖雨为灾。用方士说复埋
之，一夕如故，旧传如此。近岁遇旱，则郡守设祭掘之，畚其土于
傍，以俟报应。往往掘至石楼之檐，而雨作矣，则复以故土还覆
之。不闻其壤之息也，然掘土而致雨，则辛幼安云“亲验之而
信”……

范成大是当时诗坛领袖，辛弃疾是词派宗师，他们都是正气
凛然之辈，不是信口雌黄之徒，既然他们说“亲验之而信”，想来
荆州南门“息壤”之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了。

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地部二》中记载与《游宦纪闻》和《吴
船录》大致相同。

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中还记载了另一则与“息壤”有关的
故事：荆州南门有息壤，其来旧矣，上有石记云：“犯之颇致雷
雨”。康熙元年，荆州大旱，州人请掘息壤出南门外堤上。掘不
数尺，有状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许，启屋而入，见一物正
方，上锐下广，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
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历四十余日，江水泛溢，决没城堤，
几坏城。

说是康熙年间，荆州发生旱灾。当地百姓请求把“息壤”挖
掘出来，也许会带来大雨。果然从南门外挖到了“息壤”，也果然
当天夜里就开始下大雨。但料到了开头，却没料到结尾，这大雨
一下就是四十多天，导致“江水泛溢，决没城堤”，差点把荆州城
都给毁了。

看到这里，我终于知道：原来不仅荆州是“息壤”的最终所在
地，而且荆州城就是“息壤”的原型，或者说，荆州城其实是天帝
法宝“息壤”在人间的映照吧。

鲧是城郭的发明者。《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
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其实鲧本来筑的只是“堤”，“堤”围起来就
成了“城”。想来，鲧筑堤造城应当都是受到了“息壤”的启发。

大禹治水功成后，在荆山铸九鼎以定九州。似乎这“鼎”与
“城”“堤”，在外形上都比较相似，可能也都源于这“息壤”吧。

突发奇想，说不定我的家乡荆州城就是古来最早的城郭呢。
人间“息壤”地，天下第一城，想想都激动啊！

在荆州，有两种独特的、完全不同
类型的“国宝”，但却有着相同的特征
——珍奇动物麋鹿与拥有巨大鹿角的
战国中期出土文物。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古时
的荆州，拥有广袤无垠的云梦古泽，湖
泊密布，河流纵横，非常适合麋鹿的生
长与生活。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
期，以荆州（楚国）为中心的云梦古泽盛
产麋鹿。在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
虚赋》里，就有大量的关于楚王在云梦
泽游猎麋鹿的细致描绘。

在历史的演变中，由于气候的变化
与人为的因素，麋鹿在汉朝末年就几近
绝种了。后来，残存的麋鹿被官家捕捉
后，集中运送到皇家的猎苑内饲养，供
皇族游猎所用。后来，在北京南苑子里
圈养的一二百头麋鹿，全部被八国联军
给捕捉走了。于是，麋鹿这一物种在中
国就彻底消失了。幸运的是，1898年
英国一位公爵购买了世界上仅存的18
头麋鹿，后来繁殖到了255头，其家族
后人于1983年将部分麋鹿送回中国。

1991年，国家在荆州石首天鹅洲
建立了1533公顷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先后于 1993、1994 和 2003 年分 3 次
引进了94头麋鹿。经过10多年的繁
殖，石首麋鹿保护区及荆江故道一带
麋鹿野生种群达到2300头，成为世界
上最大麋鹿野生种群，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称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成
功范例”。

目前，麋鹿在中国的种群数量接近

1万头，已有24个省份引进了麋鹿，饲
养点和放归地共计81个。其中，江苏
大丰麋鹿保护区的麋鹿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种群。石首能赢来“世界之最”，
靠的是“野生”二字，即在6处、4000多
头中拥有2300头！

麋鹿在北京被八国联军掠夺而在
中国消失之前，麋鹿这个物种在荆州已
经消失很久了。不过，这个“消失”，却
是另外一种形式——被深深埋入到了
地下。于是，考古人员在2000多年后
从荆州的一些楚墓葬中发现了那些消
失的“麋鹿”。

原来，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从荆
州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些造型十分独特、
头插杈桠横生的巨型麋鹿角的镇墓
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从
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的“镇墓兽”。高
达170厘米，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颈
下端合而为一，插入覆斗状的方形底座
正中。两只兽头雕成变形龙面，巨眼圆
睁，长舌伸至颈部，两头各插一对巨型
鹿角，四只鹿角枝节盘错，转侧变幻，意
象奇异，抽象意味极其浓厚。用华南师
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皮道坚的话来说，这
件镇墓兽“最为壮观”。镇墓兽，是古代
用于殉葬的神兽造型偶像，以兽类为主
体造型，主要功用为镇墓安魂，所以称
之为“镇墓兽”。只是，楚墓中出土的镇
墓兽一般由木质方形底座、曲形兽体和
真鹿角（分梅花鹿和麋鹿两种）三部分
组成。这些头顶麋鹿角，独特的、唯有
楚地才有的镇墓兽，有着单首与双首之

别，其形状怪异，面
目狰狞，口吐长舌，
凸目叉角。这种造
型，有人认为是山
神，有人认为是冥界

“土伯”，也有人认为
是龙。不过形象诡
异，头顶鹿角的镇墓
兽，具有非常浓厚的
神秘色彩。考古发
掘出土的镇墓兽，战
国早期的比较少，主
要集中在战国中期，
而战国晚期的则未
发现过。

众所周知，凤鸟
是楚人的图腾。我
们在考古发掘中，除
已发现了插有鹿角的镇墓兽外，还出土
了不少插着鹿角的虎座飞鸟。这种楚
墓中特有的神器，一般由鹿角、飞鸟和
虎座三个部分组成。比如，从荆州天星
观2号楚墓里出土的虎座飞鸟，鸟立于
虎背，两眼鼓实前视，长嘴尖喙，作鸣
状；双翅伸展，作飞翔状；鸟背上有一对
鹿角。虎呈匍卧状，虎头上昂。凤鸟及
虎身黑漆为地，鸟身及虎身用红、黄二
色描绘花纹。考古专家认为，此类器物
为荆州楚墓所特有，造型独特别致，极
具审美艺术价值。再有，1978年荆州
天星观1号楚墓中出土的虎座立凤，又
被称为虎座鹿角鸟。在卧虎背上，立着
一只矫健雄壮、振翅欲飞的凤鸟，两翅

平展，昂首张口、气宇轩昂，作长鸣状。
在凤鸟的背上，插着一对枝桠横生、角
端尖锐的鹿角。全器通体髹黑漆为地，
用红、黄、赭、银等色分别绘鸟羽纹和虎
纹，神采飞扬，绚丽壮美！

古代凤和虎、鹿被视为神鸟和神
兽，具有沟通天地、兴瑞辟邪的功力。

古人在制作这件艺术神器时，意将
凤鸟置于中心地位，并将虎、鹿的功力
集于凤鸟一身，使凤具有更加强大的
神力。对此，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
执行院长徐文武教授认为，“木雕虎座
立凤将虎、凤和鹿角组合在一起，正是
在原始思维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一个神
的形象”。

镇墓兽（战国中期，高170厘米，1978年荆州天星观1号
楚墓出土，荆州博物馆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