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5日 星期六

博物周刊 A14-16
博 /古 /通 /今 /格 /物 /致 /知 主编：任志方 责编：马纯潇 组版：颜莉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报料电话：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192 文字差错投诉：（0531）85193436 发行投诉：400659811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 . 5元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济南市长清区玉皇山路1678号）

□张书功

白浪河铁牛和临汾铁卧牛

白浪河铁牛1979年出土于白浪河西岸，
东风桥南约200米处。出土时铁牛里面灌满了
沙石，脊椎处有一个不规则的窟窿，前后腿均
有损伤。先是收藏于十笏园，后收藏于潍坊市
博物馆。

关于这只铁牛，清乾隆《潍县志》有记载：
“铁牛在城东南文昌阁下，卧白浪河西岸。”民
国《潍县志稿》补充说：“铁牛在城东南文昌阁
下，白浪河西岸。不知创于何时，康熙志失载，
乾隆志列入古迹，当非近代物。光绪中，旧物
残破，邑人铸新者易之。”

1960版《潍坊市志》和1985版《潍坊文化
志》在讲到一个叫陈柱的清末曲艺人物时，还
辑录了他创作的《铁牛诗》：“白浪河边一只牛，
独卧沙滩几千秋。北风凛冽毛不动，甘露细雨
汗自流。身边有草难入口，皮鞭绞碎不回头。水
长河发身犹卧，狂风巨浪不低头。”把它写成了
一只桀骜不驯、威武不屈、特立独行的牛。这铁
牛有何用途？民国《潍县志稿》曾有解释：“《华
阳国志》：“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此
盖仿其遗意所制。”也就是说，它和李冰石犀
一样，是用来“厌水精”的。

在山西临汾市博物馆也有一只与白浪河
铁牛个头、形态差不多的铁卧牛。它身长44厘
米，宽30厘米，高31厘米，重75公斤，头上长着
细长的角。这头牛身世颇为传奇，三隐三现，
被视为吉祥物。第一次是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也就是唐朝灭亡的第二年，梁、晋两军交
兵，梁军守城刺史徐怀玉组织士兵修补被毁
的城墙时，意外挖到铁牛，他认为是退敌之祥
兆，于是刻石纪念，并“置石函贮之”，原地掩
埋。第二次是明洪武六年（1373年），平阳指挥
使胡渊修筑临汾城时，在城东北角挖出一石
函，石函里面盛着铁牛，“高可尺余，长广相
称”。石函下面便是梁开平二年徐怀玉刻石。
胡渊将其视为“神物”，命人撰文记述，刻碑为
志，又恭恭敬敬地将铁牛装入石函中，连同两
块石碑一起埋在原处，并择吉日，斋戒沐浴，
为其操办了盛大的埋藏仪式。第三次是1965
年，一位叫郭德金的人，在城墙边挖土盖房时
又将石函并石碑挖了出来，后于1977年捐给
了临汾市博物馆。

徐怀玉和胡渊都把铁牛视为护城退敌的
吉祥物，这是一厢情愿。它的用途，如《唐代铁
牛出土处纪念碑》所云：“古有筑城埋铁牛以
避水害，保民平安之信规。临汾名缘汾河，符
合此论。”

蒲津渡黄河大铁牛

相对于上面两只小铁牛，位于山西省永
济市蒲津渡遗址的黄河大铁牛，则堪称“牛魔
王”。论数量，黄河大铁牛有四只，实际上还有
四只没有找到。论个头，每只牛高约1.9米，长
约3米，宽约1 .3米。论重量，每只铁牛重约30
吨。论规模，除了四只铁牛，还有四个铁人、两
座铁山、七根铁柱（北斗七星柱）。

这四只大铁牛是干什么用的，还要从蒲
津渡说起。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最南端黄河东
岸的蒲州古城西门外，是黄河古代著名的三
大渡口之一，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
通道之一。公元前541年，就有在此“造舟于
河”，即建造浮桥的记载。之后的秦国、曹魏、
东魏、西魏、隋朝、唐初都曾因为战争或经济
的需要在蒲津渡建造浮桥。

唐朝开元年间，蒲州经济发展迅速，一跃
成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河东的盐，山西的
铁，关中的粮，拱卫京畿的部队，都在此地集
结。蒲津渡的交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唐开元
十二年（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熔
铁铸牛做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为揽代替笮
索（竹绳），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据推算，此项国家工程共耗铁约1100吨，
占当时全国铁年产总量的4/5。作为浮桥桥墩
的大铁牛是这项工程的主体和关键，每个铁牛
的肚子下面连接有6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

的铁柱，这些铁柱不是直上直下的，而是斜向
前方，就像是人拔河的姿势。每根铁柱上还伸
出倒刺，如同地锚一样牢牢扎入地下。它的原
理，就像是耕翻土地的犁，当人马货物行走在
浮桥上时，会产生向下向前的拉力，铁牛这个
犁就会越陷越深，桥桩也就更加坚固。

黄河大铁牛确实不负众望，它们所负担
的蒲津渡浮桥安全使用了500年。元朝以后，
蒲津渡的战略地位弱化，浮桥被毁后再未重
修，到了清代黄河改道，铁牛就消失在了河沙
之中。

除了实际功用外，为什么选择铁牛作为
桥墩呢？铁马、铁羊不行吗？浮桥项目负责人、
兵部尚书张说在《蒲津桥赞》中写道：“锁以持
航，牛以騺（zhì）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

“厌”，这里读作“压”，有镇服、压制之意。用牛
来制服“水物”，这就是古代的厌胜之术。厌
胜，《辞海》释义：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
以诅咒制服人或物。其实，巫术只是厌胜最为
原始的一种身份，它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转换
为了民间习俗，如春节放鞭炮、贴对联，端午
节插艾蒿，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喝雄黄酒，
这些都有厌胜的意思在里面。说白了，就是利
用一点道具、一种形式，把预想中可能发生或
已经发生的不好的事来压住，使事情向好的
方面转化。

那么，牛凭什么能制服“水精”“水物”？它
们又是谁呢？

天府石犀与李冰治水

接下来我们从山西翻越秦岭，来看一看
一个看似不相干，其实关系密切的石犀牛，也
就是前文说到的李冰石犀。这件石犀收藏于成
都博物馆，石犀长3.31米、宽1.38米、高1.93米，
重约8.5吨，是成都博物馆体积最大、重量最重
的“镇馆之宝”。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
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此
石犀出土于2012年，整体雕刻粗犷古朴，做站
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
干雕刻卷云纹（水纹）。经考古发掘人员研究判
定：石犀埋藏的地层时代在战国至汉晋，其形
态风格则呈现出早期圆雕石刻简约、厚重的风
格，因此其制作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或略晚。

那么，2000多年以前，是谁制造了这样一
头庞然大物呢？它的作用又是什么？汉代扬雄
在《蜀王本纪》中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
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
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东晋常
璩（qú）《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相同记载：

“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
水精。”这个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他主
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世界闻名。研究者
根据石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位置，认为这一
石犀很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李冰制作、安
置在“府中”的其中一枚。

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野生犀牛，但在战
国时期的蜀地是有犀牛生活的。古人看到犀
牛游泳的样子，认为犀牛“行于海,水为之开”，
也就是认为犀牛有分水的本领。这应该是李冰
雕刻犀牛的动机之一。但它为何具有“厌水精”
的功能？我们可在《易经》中找到答案：“牛象
坤，坤为土，土胜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牛
五行“属土”，能够掩水，这就是古人的理论逻
辑。不过，李冰是务实的，他之所以制作犀牛，
还有一层原因。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李
冰“刻石以为五犀，立于水旁，与江誓曰：‘后世
浅无至足，深无至肩。’谓之誓水碑。”可见，李
冰制作的石犀还是一种测水器。

但后世为何多见铁牛呢？难道牛的质地
跟治水也有关系？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水
物”“水精”，到底是什么怪兽？

五行厌胜理论

《梁书·康绚传》载：“（天监）十四年
（515），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患之。
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
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鬵

（xín），小则鋘（wú）锄，数千万斤，沉于堰
所。”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南朝人认为水患
是由水中的蛟引起的。“蛟”是古代传说中能
兴云雨、发洪水的龙。蛟长什么样子呢？古代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母龙是蛟；有人说
蛟是一种无角的龙；又说蛟指小龙；还有的说
蛟像蛇，但是长着四只脚。蛟和龙的关系是这
样的，《述异记》：“虺（huǐ）五百年化为蛟，蛟
千年化为龙。”毒蛇生长五百年成为蛟，蛟修
炼千年就是龙。虽然蛟长得不咋样，也还没
变成龙，但是蛟不可貌相，它能使洪水横
流、地陷山崩，“能吞人”，但它也有一个致
命缺点，就是害怕铁器。

《大唐新语》卷一三载：“平地之下一丈二
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
土龙六年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铸铁
牛为牛豕之状，可以御二龙。”中国现存最早
的古都志，北宋《长安志》中云:“贞观中，役九
州夫匠，沉铁牛、铁剑以御魑魅，始就成功。”
这两则材料，加上我们前面讲过的临汾唐卧
牛和黄河大铁牛这两处实物，说明在唐代用
铁牛镇服蛟龙已经很普遍了。

在开封市龙亭区北郊乡的铁牛村，有一
个铁牛庙，庙里供奉着一尊铁犀牛，这尊铁犀
中为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任河南巡抚的
于谦铸造。铁犀高2 .04米、周长2 .66米，独角
朝天、双目圆睁、通体乌黑、雄峻威武。背上铸
有于谦撰写的《镇河铁犀铭》：“百炼玄金，镕
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
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行，冯夷敛
迹……”

在江苏洪泽湖畔大运河沿岸有一铁牛，这
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时任河道总督张鹏
翮（hé）遵循康熙皇帝旨意铸造的，牛肩胛上
铸有铭文：“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
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相较
于《镇河铁犀铭》，这则材料直奔主题，全是干
货，终于道出了铁牛治水的内在理论逻
辑——— 五行相克厌胜理论：铁为金，龙属木，
金能克木；犀通牛，牛属土，土能制水。这里还
有一个细节，虽然铸的是牛，但是还称为犀，
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常看到，大概古人将它俩
视为同类，没有鲜明的界限。或者李冰治水用
犀，后世之人没有见过犀牛，所以就用差不多
的牛代替了。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呆萌的铁牛为什么
能够战胜神话中的“蛟龙”了。正如与张鹏翮
一起治河的张希良在其编著的《河防志·铁
犀》中所说：“物有小而可以制大者，蛟龙畏铁
之类是也。”也就是说，不要看牛长得憨，不要
看牛长得小，但是“一物降一物”。

但话又说回来，这种镇水兽，无论犀形、
牛形、石刻、铁铸，都不可能对洪水泛滥起到任
何抑制作用，这只是人们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唐代诗人杜甫《石犀行》有云：“君不见秦时蜀
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
江水向东流……”要战胜水灾，必须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而不能坐等神的庇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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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河铁牛 潍坊市博物馆藏

近日去潍坊市博物馆参观，看到了白浪河铁牛。它是一头卧牛，身长五六十
厘米，高约30厘米，无角（或已损），高昂着头，好像在哞哞地叫。

除了白浪河铁牛，其他地方发现出土的“牛”也不少。比如山西省永济市蒲津渡
遗址的唐代黄河大铁牛，临汾市博物馆的唐代铁卧牛、成都博物馆的战国石犀
牛……这些“牛”是用来干什么的？都是用来“吓唬”水中的蛟龙，帮助人们治理水患
的。我这么说，你可能会有疑问：憨憨的牛能打败蛟龙？要解开疑问，还要说到中国
古代的压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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