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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長沙、湘潭為中心的湘江北部水網密布，

地勢較低，湘江從衡陽而下，自南向北流經湘潭

縣域，在株洲市附近折為由東向西流，流到湘江

兩大支流涓水和漣水注入湘江的河口附近轉為由

西向東，在湘潭縣城附近形成一個河曲，轉成向

北，經過長沙一直流入洞庭湖。這一河曲使得湘

潭縣城上游的湘江北岸成為天然的避風港，有利

於帆船停泊，縣城及城廂一帶也因此從明中後期

一直到清末都是湘江中下游地區重要性超出府城

長沙的商業碼頭，也是清代湘江流域米穀貿易的

中心市場。這次對湘潭的考察也希望從城市、市

鎮和鄉村中找到一些遺存和感覺，來幫助我們進

一步思考和解決明清時期湘潭縣的市場發展與地

域社會變遷的相關問題。

　　2010年6月14日下午，來自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

大學、廣西師範大學的各路老師和同學匯聚於長

沙。到達湘潭市之後，我們主要考察湘潭市沿湘

江的老街區，亦即明清時期湘潭縣城外城廂一

帶，這一帶曾經碼頭、會館、行會、廟宇林立，

現在古建築所剩無幾，主要選取關聖殿（北五省

會館）、江西會館、望衡亭和窯灣老街四個點進

行考察。

　　我們首先來到位於十一總正街的關聖殿，

即北五省會館（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甘

肅）。據縣志記載，到嘉慶二十三年，湘潭縣

城廂有關聖殿（北五省商人）、三官殿（姑蘇商

人）、石陽賓館（江西廬陵商人）、江神祠（江

西臨江府商人）、天后宮（閩商）、廣東關聖殿

（廣東商人）、黃州公宇（湖北黃州商人）等會

館1，如今只有關聖殿保存下來。什麼是十一總

正街呢？「總」可以說是自清代以來當地用數目

字編號稱呼街區的辦法，從縣城東邊的宋家橋沿

河岸往上游到唐興橋，一共分為一總到十九總。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記載，到乾隆年間，

城西街道三層，包括正街、河街與後街，「正街

自九總起至十九總止，舊志載為河街，今居民叢

集，闤闠鱗次，南北相向，依總設立柵欄，名曰

正街」2，可見清前期就已用「總」來劃分正街街

區。由於商業的繁榮，外來人口的居住和經商導

致房屋店鋪的增多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康熙朝到

乾隆年間是城廂三層街巷形成的重要時期，原來

的河街改稱為正街，在靠河岸的一帶又形成新的

河街。當時「城總市舖相連幾二十里，其最稠者

則在十總以上，十九總以下。凡糧食、綢緞、布

匹、棉花、魚鹽、藥材、紙張、京廣貨物、竹木

牌筏，皆集於此，為湖南一大碼頭。」3 這段話後

緊接著一句「然客多江蘇，資之者則上游各府州

縣，而湘無幾焉」4，這句話提醒我們此時北五省

客商在市場貿易中的份額並不如江蘇和湘江上游

來的客商，以及湘潭當地人參與貿易之少。北五

省會館以「新關聖殿」的名字首次出現在縣志上

也是乾隆二十一年5，其簡單介紹為「在十一總，

山西眾商公建」6，可見北五省商人的興起應在乾

隆朝中期之後。1992年立的簡介碑文稱關聖殿曾

有三殿，總面積達四千多平方米。7 現在我們仍能

看到關聖殿門樓高大雄偉，殿內門窗雕刻和蟠龍

石柱等都非常精美，僅剩兩進的建築，第一進目

前作為湘潭市博物館和文物處的辦公樓，第二進

中間主殿為祭祀關公的春秋閣，四面高牆，牆上

嵌入清代碑刻共20塊，合計文章十餘篇，刊刻年

代主要集中在乾隆三十八年到嘉慶二十五年間，

可以推測這段時間對於北五省商人的發展來說非

常重要。從乾隆三十八年的《永垂不朽》碑和乾

隆四十五年立的《北五省祀田記》碑刻可以看出

當時北五省會館控制着土地、房屋、義塚等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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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從嘉慶二年到二十五年間有7塊碑，這些碑

文說明到了嘉慶年間，五省商民、地方官員和地

方士紳都曾參與關聖殿的擴建與修葺，直到嘉慶

二十五年，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峻泰元記還單獨鋪

設關聖殿前地坪。其中最為清楚的是乾隆四十六

年刊刻的《棉花規例》碑（附錄1）8，碑文是當時

33家棉花商行公同議定的行規，對棉花商行的行

秤砝碼、價格、銀子成色、包袋錢、棧房錢以及

裝卸轉運的腳力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可見乾嘉

年間北五省商戶逐漸發展，並通過統一行業制度

來規範商業行為，通過合作贏得利益。

　　接下來我們沿河往東不到一千米處找到江西

會館，即九總萬壽宮，這裡與嘉慶二十四年江西

客商和湘潭本地人械鬥事件密切相關。9 破舊的

門樓上「江西會館」四個字依稀可見，可惜尋不

見其他遺跡。江西會館正對着的巷子直通湘江河

邊，仍舊叫做「萬壽宮碼頭」。從北五省會館

與江西會館的考察可以想見，乾隆中期到嘉慶末

年，湘潭市場中商業競爭非常激烈，甚至引發震

驚朝野的土客械鬥事件，對於這段時間前後地方

市場中心的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是考察地方歷史

的重要面向。

　　接着，我們沿着正街一直往西，達到十八總

望衡亭。這裡是湘江兩大支流涓水、漣水匯入湘

江後，湘江由西轉向東流的水口。我們站在望衡

亭上，湘江沿岸的形勢和風景一覽無餘。望衡亭

為民國二十一年倡建，內存民國十七年、十八年

和二十一年碑刻三塊（附錄2，附錄3，附錄4）

10。這些碑文記載了民國十七年湘潭市拆屋讓街、

拓寬街巷的經過，以及望衡亭的建築過程、形制

和相關人物。清末民初城市街道的規模、形制與

市場的擴張或轉型，以及城市居民和商人生活、

工作和習慣的變遷問題，或許也可以從湘潭這樣

一個個案來研究。

　　從望衡亭一直往西，經過唐興橋，我們進入

窯灣老街，逐漸看到很多青磚高牆的老房子。由

於湘潭市建設河西濱江風光帶，拆遷包含窯灣地

區的河西棚戶區已經開始實施，老街和舊房在不

久的將來將被夷為平地。其中李柳梁堂11，位於

窯灣沿江西路505號，在清代這裡屬於湘潭城廂

與下五都的交界處。李柳梁堂現為民居，後倚湘

江，前臨老街，長度約50餘米，寬度約30餘米，

分上下兩層，現存兩進兩開間。據70歲左右的老

住戶李先生說，他的父親、爺爺輩一直住在李柳

梁堂，這棟房子建於道光六年，當時是糧行，他

家祖上是湘潭縣十四都青山橋人氏，因為做米生

意搬到窯灣。這裡一直到解放前都是糧行，解放

後房子被收歸國有，他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合作

社運動的時候被調入糧食局工作。據湘潭市文物

處的羅強武說，李柳梁堂主要經營榖米生意，建

有倉儲多間，每間儲穀500至600石。我們很驚喜

地發現房子的正廳中間擺放着先人的照片，捲起

來的畫卷大概也是祖先的畫像，上面寫着「李隴

西堂歷代」幾個字（下面的字被遮蓋　　筆者

注）。第二層放置着龍頭，是下五都的龍船上裝

的龍頭，今年下五都沒有扒龍船，但旗子仍然掛

了出來，李先生說以前龍頭是放在下五都的老祖

廟，廟毀後龍頭就擺放在李柳梁堂。由於時間問

題，我們雖然還有很多疑問，也只能暫行離開，

但是這棟房子及其主家十四都李氏的歷史，對於

展現地方社會與當時米穀貿易的關係應該是一個

很好的個案，另外一個問題則是城廂一帶的龍舟

賽與廟宇、商業競爭之間的關係，也是值得繼續

追究的線索。

　　15日，我們早上首先考察我所研究的陽塘周

氏宗族聚居的陽塘村。陽塘村是位於湘江沿岸靠

近下攝司市、與易俗河米市隔江相對的一個村

落，因陽塘而命名。現在陽塘仍然存在，只是水

面僅剩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大小。陽塘唯一的祠

堂周氏祠堂現已無存，僅存周氏的龍王獅神廟以

及一個土地廟。我們去的時候廟門緊閉，龍王獅

神廟為一進，中庭右邊建一小間奉祀觀音，主殿

內奉祀龍王、獅神、南嶽聖帝和財神。其中，中

間神案上放置着三個龍頭，一個石頭的，兩個木

雕的一新一舊，另外還有新舊兩個獅頭。一位嫁

給當地李姓的73歲婦人告訴我們，萬福、向江、

下攝司、五星、聯合、霞城等周圍的村落只有下

攝司那邊有一個廟，附近村落的人都會來這邊

拜，龍王誕辰是農曆四月二十八日，今年還舉行

了廟會，主要由周氏的廟管會成員負責組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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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的牆上嵌有光緒年間的碑刻兩塊（附錄5、附錄

6），刊刻着周氏宗族中無嗣的周先復父子向老龍

神廟捐入田產屋業的契據，其中強調仍由大祠堂

經理管理身後事。結合民國三十二年編修的《湘

潭陽塘周氏八修族譜》中〈慶元公圖〉一文可

知，周氏龍神獅神神案原來是「輪流供奉」，每

年新春出案，「眾姓歡迎，祈禱者不一而足」，

有香火田三十餘畝，到了光緒二十五年，周先復

父子捐入水田四畝及莊屋一棟，「顏曰：慶元

公，中堂稍為修餙，置龕立位，邑紳袁本偉題其

額曰「德符」，正中則棲靈，永得其所矣。」12

由此可見龍神獅神神案從輪流供奉到建廟供奉的

轉變過程。家案神廟在湘潭縣普遍存在，這種轉

變過程在湘潭縣其他地方的族譜資料中也曾經見

到，家案神廟與宗族的關係是探討地域社會變遷

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

　　接着我們驅車經過湘江二大橋和現在的湘潭

縣中心區，來到易俗河老街，這裡曾經是湘潭縣

最大的米市。湘江支流涓水流經上世紀60年代建

的涓水橋，注入湘江，易俗河市在兩水交匯的

狹長地帶。易俗河市在乾隆二十一年時，人煙

僅一百七十戶13，之後逐漸繁榮，到嘉慶末年，

「人煙稠密」，「西南各鄉稻米、柴、炭、紙、

筍，及衡陽衡山紙、筍，各處枯餅、煤炭均聚於

此」14。咸豐五年，立釐金分局於湘潭各巿集繁

盛處，易俗河即為卡局設立處之一。15 到了光緒

年間，「湘南穀豆咸萃於此，乃至下游舟載逆

輓來臻，富人建倉，輒儲萬石，寄屯之息，歲至

萬金，縣境最大巿也」16。曾經在清後期至民國

繁榮一時的易俗河米市現在給我們的印象是殘破

不堪，住戶零落。易俗河老街的建築，舊時吊腳

樓形式的木結構房屋所剩無幾，僅存的幾處也早

已人去樓空、搖搖欲墜。民國時期易俗河米市最

大的糧倉至今仍在，淪為住屋和小店鋪。沿着易

俗河老街走，涓水岸邊有多處碼頭，幾乎都雜草

叢生，荒廢無用，清末易俗河市最大的米商郭家

的碼頭已經荒廢，但在黃永豪的帶領下仍然找到

「正泰碼頭」碑的所在。沿著涓水流下的方向再

走百多米，石板路把我們引到蕭氏祠堂，蕭氏祠

堂大門緊閉，由於這是通往南嶽神壇和慈航閣的

小路，附近的碼頭還保存得清晰完整，碼頭附近

有碑刻三塊（附錄7，附錄8，附錄9）17。附錄7和

附錄8兩塊碑刻主要呈現光緒年間易俗河市米穀買

賣相關的地方社會制度，如行、牌長、團等等，

以及船戶、斗箕、牌長之類的人物，這些與米穀

貿易相關的制度和人與周圍的鄉村如何聯繫，制

度形成和變化的過程與易俗河米市的興起有什麼

關係，具體的米穀流動是如何操作，市場與不同

人群之間的互動，這些問題或許在今後的研究中

會逐漸清晰。

　　我們在易俗河老街僅見到南嶽神壇和慈航寺

兩座寺廟，其中南嶽神壇建於1999年，守廟的是

一個住在其他地方的婦人，裡面主要奉祀南嶽聖

帝和一些佛教的菩薩，掛滿牆上案頭的紅色紙頭

和紙帶告訴我們這裡香火鼎盛，上面寫着祈福之

人所在的省、府、縣、都、甲、大王、土地的名

稱以及祈求的對象和內容。我們看到一張印刷的

黃色祈福的意旨，上面列出一些全國通行的神和

幾個湖南的地方神，比如南嶽聖帝老爺被排在第

一位，其中還有張公法雷、白馬大聖、戴家三爹

爹和上洞梅山李大王、中洞梅山胡大王、下洞梅

山趙大王等地方神。守廟人告訴我們張法雷是湘

潭本地的法師，戴家三爹爹是長沙三叉磯那邊的

戴公廟。香案底下是一個很小的神像，他的形象

是倒立的，一隻腳上頂着元寶，另一隻腳上頂着

一顆黑色丹珠。據守廟人說，這叫翻壇菩薩張五

郎。至於與張五郎故事緊密相關的白氏三娘，她

卻不甚清楚。然而守廟人對本地法師張法雷的故

事卻略知一二，她告訴我們張法雷是當地會法

術、神打點打的人，與外地放排來的排客七師老

祖鬥法，最後散了排客的排，自己也死了，當地

人為了紀念他就拜他。張法雷的廟在湘潭縣其他

地方也存在，比如沿著窯灣一直往西，快到楊梅

洲的地方就有一座法雷廟，另外在涓水流域的郭

家橋村也有。地方民間信仰的結構或許很難從南

嶽神壇找到的資料看清楚，仍需更多的考察。然

而就易俗河老街來說，從歷史文獻和實地考察來

看，這一帶地形狹隘，興盛時期主要作為米穀市

場，是否形成地域聯繫緊密的社會整合組織，這

些寺廟是否對米市時期的易俗河地方社會重要，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期　 2010.7.15第24頁

還需要進一步考究。

　　下午到達姜畬鎮易家山村的時候，當地端午

節龍舟賽已經比得如火如荼，兩岸村落的上百村

民在河堤上騎着摩托車追着看正在比賽的龍舟，

其中大概以男性居多，而婦孺小孩則坐在岸邊聊

天觀看，場面頗為熱鬧有趣。我們也在易家山的

碼頭觀看，並與當地人聊了起來。他們說今年扒

龍舟的花銷主要是村裏一個姓李的挖沙船老闆負

責，煙、酒、檳榔這些獎勵以及賽龍舟獲勝的獎

品都由他來出錢置辦。我們從捐款名單的紅榜也

可以看到李的名字，捐款五千元，另外還有一些

單位和個人的捐款都不及他，總共獲捐兩萬多

元。有趣的是，在這張捐款名單的紅榜旁邊貼着

一張15日早上出版的《湘潭晚報》，它的頭版頭

條題為「誰動了十萬壠的堤腳？」，主要在談漣

水沿岸非法採砂行為對河堤的破壞，配的圖片卻

是易家山的龍舟隊伍意氣奮發地在扒水，不禁讓

人感覺到報紙有意或無意傳達出來的易家山鄉民

對挖沙船老闆的複雜情緒。另一張易家山龍舟委

員會名單開列組織人姓名，姓李的佔一半以上，

據說這一帶姓李的也比較多，隔壁上游的河頭村

也以李姓居多，至於是不是同一個宗族，則需要

進一步考察。村民還告訴我們，龍舟以村為單位

組織，沿漣水河兩岸的村子都有自己的碼頭，從

上游南北塘到下游梅花渡，這一次大概有十多條

船，每條船大概有五六十人組成，例如易家山的

龍船就由60人組成，另外還有標船上4人。問到是

否需要進行一些什麼準備活動或者儀式時，當地

人說初一那天有放鞭炮將船從龍舟室抬出來，殺

了豬，並沒有其他拜祭的活動。當地86歲的孫老

書記也在觀看龍舟，據說他是姜畬人民公社第一

任黨委書記，他告訴我們解放前他就扒過龍舟，

當時是跟漁民借雲湖缽子，雲湖缽子就是當地漁

民使用的一種船，可以坐二三十人，以前龍舟上

裝龍頭龍尾，但是龍頭礙事，扒船的時候經常弄

壞了，還會引起爭鬥，後來就不裝龍頭了。孫老

書記還告訴我們，這裡扒龍舟沒有固定起點和終

點，兩條船船頭並齊了說開始就開始，也沒有終

點，最後會有人認輸。我們觀看了易家山與河頭

村龍舟的比賽，易家山的龍舟回來說自己贏了，

姓李的老闆給他們發煙獎勵。我們後來得知河頭

村的龍舟回去也說自己贏了，這樣他們都得到了

一定的獎賞。這與去年端午節我在湘潭市看到的

龍舟協會組織的龍舟賽大異其趣，讓我們體會到

鄉村生活中實實在在的一面，同時也引起我們許

多問題：端午節與扒龍舟在鄉村生活中扮演怎樣

的角色？村民是否通過這一節日調節或緩村民之

間由於利益分配懸殊引起的複雜情緒？扒龍舟與

河道的管理有怎樣的關係？如何從扒龍舟的地域

範圍來看鄉村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有

興趣的問題。

　　一天多的湘潭考察之行很快就結束，我們接

着轉戰汨羅和岳陽。雖然行程匆忙，這次考察仍

然將湘潭的城市、市鎮和鄉村的印象映入我們的

腦海，隨即也帶出太多有興趣的問題：城市中的

外地商人與本地人，以及他們內部不同的利益

主體在商業中的競爭與合作如何影響着市場的變

遷？城廂一帶的市場與近在咫尺的易俗河市之間

又是怎樣的關係？兩地的市場中形成的一些管理

制度為何存在着明顯的差別？引起易俗河米市的

興衰過程有哪些因素？鄉村中的廟宇和節日在村

民生活和資源控制中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城市、

市鎮和鄉村空間之間的關係如何？不同空間中與

其之間人群的關係又如何？清代湖南米穀貿易的

繁盛對以湘潭米市為中心的城市、市鎮和鄉村的

社會變遷有怎樣的影響？等等。

註釋

* 本次考察獲得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

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支持，特此感謝。

1  嘉慶二十三年《湘潭縣志》，卷十九，〈祠墓

一〉。

2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卷六，〈城池〉。

3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卷十三，〈風俗

志〉。

4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卷十三，〈風俗

志〉。

5 由於此殿建築以前，在同一條街道上已建有九總

的大關聖殿（明萬曆時潭邑進士張嘉言捐金鼎

建）和十二總的關聖殿（清初廣東商人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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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稱新關聖殿。參見康熙十九年《湘潭縣志》，

卷六，〈方外〉和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

卷六，〈城池〉。

6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卷九，〈祀典〉。

7  參考1992年立〈關聖殿〉碑，嵌在關聖殿大門左

側牆體。

8  參考《湘潭市文化志》，第五章，頁4-6，湘潭

市博物館印，1989年4月。

9 參見Peter Perdu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 Modern China, Vol.12, No.2 (Apr., 1986), 

pp.  166-201；邵鴻，〈利益與秩序　　嘉慶

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縣的土客仇殺事件〉，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4

月），頁83-98。

10  參考《湘潭市文化志》，第五章，頁23-28，湘

潭市博物館印，1989年4月。

11 湘潭市文物處的羅強武先生曾撰寫〈百年老屋 

魅力新現　　湘潭驚現充滿民俗風情的古建築

李柳染堂〉（未刊稿）一文介紹這棟老房子的

建築結構和簡要歷史，認為是「李柳染堂」，

至於是「梁」還是「染」，甚或是「柒」，

住戶李先生亦語焉不詳，筆者傾向於認同為

「梁」字，故文中提及該棟房屋皆用「李柳梁

堂」。

12 〈慶元公圖〉，載《湘潭陽塘周氏八修族譜》

卷四，〈建置〉，民國三十二年修，見於美

國猶他家譜學會縮微膠卷VAULT INTL Film 

1905156。

13  乾隆二十一年《湘潭縣志》卷五〈疆域〉。

14  嘉慶二十三年《湘潭縣誌》之〈城池〉。

15  光緒十五年《湘潭縣誌》卷三〈事紀〉。

16  光緒十五年《湘潭縣誌》，卷四，〈山水下〉。

17 參考文略、李紹元，〈易俗河米市〉，《湘潭縣

文史》，第一輯，1985年12月。

附錄1：《棉花規例》碑文

棉花規例

北五省眾商議立湘潭棉花行規腳力仍照舊額碑記

竊見國有常典，市有成規，此皆前人斟酌損益以定章程。如湘邑馬頭，名駕南楚，而各行規例，無不

备舉，即棉花一行，其行規腳力亦舊有定章。邇來因年歲偶歉，事多參差，各行友洵，宜盡心竭力，整理

生意，招商認賈，俾馬頭復興，誠為今日之急務，奈何徒任行役加增腳力耶？雖然□□為貨少力微起見，

正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猶欲之來而為之閉門也。情節雖細，馬頭攸關，予等不忍坐視。因於辛丑

春，糾我同人，邀請行友，公同酌議：其行用以及上下腳力，仍照舊章，無容增減，永為定規。今幸眾行

友業已演戲刊單，遵照舊規。予等惟恐日久廢弛，又有變更，故將議定一應條例，鐫列於石，以垂永久云

爾。

晉絳國學怡齋王光惠撰文並書。

今將商行議定條規開載於後。

一、議行秤砝碼，俱較準畫一，如有故輕故重者，查出，公罰戲一本。

一、議遠近水客，舖店買花，當時看花作價，必收樣銀，交單為定，過後不得捏情反悔，如違，公

罰。

一、議淨花行用，每佰觔銀價貳錢，錢價貳佰文；子花行用銀，每兩用錢三十五文。

一、議子花布包裝者，每包買客補賣客包裝錢八十五文，席包裝者，每簍除皮索五斤。

一、議子花起行發賣，多寡聽客起卸，惟照舊例，不得轉行，如違查出，花用公賣。

一、議淨花轉行發賣，每包賣行補原卸行棧房錢，大包二十文，中包十二文，口袋十文，毋得推卻。

一、議子、淨花上下腳力，舊額規數，淨花上坡每大包腳力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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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本客將花下河，裝往別處，腳力照上坡額數，轉行照上坡腳力，如外行賣貨與客送錢無腳力

錢，包下河，每十幹腳力四文。

北五省眾商恒足合記，雷隆盛號，張雙盛號，合義和記，永成明記，恒茂生記，趙永興號，趙天順

號，恒聚合記，世寧臨記，魯裕述記，萬順通記，天裕順記，元泰合記，復興生記，興順儀記，祁永和

號，繪當盛號，南大隆號，劉和聚號，恆聚張記，恒升大記，興盛李記，義順廷記，益全盛號，劉恒盛

號，馮德盛號，黃大有號，永盛宋號，通順裕記，當模發記，賈永盛號，常金興號公立。

時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前五月甲午吉  日榖旦  石工王九河刊。

附錄2：《湘潭石觜頭碑記》碑文

湘潭石觜頭碑記 (圖一)

《湘潭縣志》載：「縣城三方隔水，壺山自湖頭分支，迄於湘岸，片為石體，謂之石觜頭，為此邦名

蹟之一。」建國十七年，吾友王捷俊，以師長駐軍縣城，督工修街。街寬若干尺，道旁房屋，各令拆讓，

石觜頭突出街心，截去一角，芝蘭當戶，所在必鋤。王君意甚惜之，則人情然也。余意湖南讓街之議，始

於遜清宣統二年。當時弟令新造者讓出三尺。厥後，吾兄典球筦市政，復令拆讓。衡陽鎮守使謝國光之於

衡陽，常澧鎮守使唐榮陽之於津市皆如此。毀漫裂瓦，茹苦從公，曾不經期，忽遭后命，然今之所以役之

者，於前日之呻楚，猶未復也。始基之隘，過豈在民？雖為君子不忍之心，究非達人慮遠之道，夫萬流競

進，如火如潮，以力求生，因循則死。故任事而至於擾民，孰無能避所求者，遠為利者多，區區如石觜

頭，雖蹴而去之，將復何惜。陶士行、張南軒、何雲從之餘烈，未嘗滅也。湘潭街道，舊狹逼屈曲，每數

百千步輒名一總，今既為大道，更名中山、民治各路，用張革命之績，此固一勞永逸之業，眎長沙、衡

陽、津市，規模備矣。余嘗至九龍，與英工部局長論事，局長告我：「中國先築屋，故零亂，各國先修

路，故寬整。」此語可存，並紀於此。

長沙曹孟其撰。

長沙周介陶書。

中華民國十七年夏立。

附錄3：《望衡亭記》碑文 (圖一)

望衡亭記

湘潭為湖南鉅鎮，居市之民約二十萬。榖米、藥物、草木、山貨、豆醬之屬，航舶來往，朝夕喧豗。

街市湘水西岸，南北蜿延二十里，析為城區、總區。總區復析為正街、河街、后街，在昔自由城市，市道

零亂。中華民國十七年，捷俊率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四師，在籍駐防，因集父老議事，有提議整理市道

者。八月，復建議於縣務會議，設湘潭市整理街道委員會，推縣長劉振群、黨務指導委員朱非、挨戶團副

主任何廣熊、公安局長范新元、財務委員馬頌芬、教育會委員王洪波、教育局委員胡志仁、商會委員胡思

亮、城區挨戶團主任徐壽昌、李錦帆等為委員，捷俊被推為委員長，置秘書處，以第四師政治訓練部科長

莫運選，會同各公法團選派之。劉鑑臣、涂桂生、齊峙南、萬燮堂、楊紹白、段哲明、莫筱嵐等司其事，

風聲所被，群以大和，拆屋讓街，爭先恐后，甫兩月而城總、正街規模備矣。漸及后街，河街及通行各要

巷，為時亦僅四月。自城區三義井，訖總區之萬壽宮，計寬營造尺一丈八尺；自萬壽宮訖長寶汽車路，計

寬二丈二尺；餘則為一丈四尺或八尺。於是，名三義井經縣署至生湘門為民治路，名大步橋至十一總為平

政路，自十二總至十四總為三民路，十五總至十八總為中山路，上十八總至十九總為建國路，黃龍巷經河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期　2010.7.15 第27頁

街通后街為建甯街，居仁巷自正街通后街為居仁街，倉門前馬頭通洗硯塘為自治街，黃龍廟馬頭自正街通

河下為湘清街，自瞻岳門至馬家觜雨湖沿岸為雨湖街。其臨河屬某路者，則曰某路河街，又更大馬頭為中

山馬頭。壺山石觜腦盤錯臨江，貧民百戶，依崖以居，因醵資為之起屋，而后鑿石開道，既平且直。會捷

俊有事江右，劉縣長繼任為委員長，湯之聘管秘書處事，劉鑑臣、張益貴任監修，又經數月，工事具畢。

因即石觜腦為園林，籍共遊賞。昔陶士行駐兵於此，曾作兩亭，歲月遷除，傳聞漸異，今仍築一亭，名之

曰望衡，從其朔景遺行也。嗟乎！艱辛泰甚，所得方甘，但有精誠，決又難事，遂刻石亭中，彙列當事姓

名並詳其始末，草創之局，豈曰無遺？惟我邦人庶幾興起。王捷俊撰，彭紹香書。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

附錄4：《建築湘潭縣望衡亭碑記》碑文 (圖二)

建築湘潭縣望衡亭碑記

湘江自廣西流入湘境，折而東下，經數千百里至潭域石觜腦，折而東南經文昌閣循山東下。湘潭都市

之盛，甲於東南，實賴石觜腦巨石辟立，嵯峨拔峙於江頭。障湘水而東之，帆檣千萬，鱗渠水曲，所由致

也。遜清末葉，鐵道通於株洲。株洲位於湘江東岸，潭市之商務遂衰。民國十七年，邑人王振寰旅長慨商

務之銷沈，街道湫隘有以致之，遂倣長沙拆讓街道，自城以達石觜腦，次弟興工，不一年而成。鑿石觜腦

而闢望衡亭基，長沙曹孟其曾為之記。今振寰死矣，葬衣冠於亭基之下，寧鄉魯師長滌平、長沙朱師長耀

華、寧鄉洪旅長振楚，集鉅金以促成斯亭。而志同人景仰，莫梅初廣為募集，鄉之人以斯亭為邑之名勝，

合鄉間人士籌募鉅金以完斯亭。今亭已建成，亭之前為王故旅長振寰墓。亭以石為基，步石蹬以登至亭

樓，石闌周環，憑闌四顧，江干風景掩映眼中。自亭樓左旋，循鐵梯而上，為亭之中層，再上則平臺矗

立，南望衡峰，朝陽碧色，隱約於煙雲縹緲間，而大江環繞，邐迤以達於麓山，疊嶂層巒，出沒於風沙，

望裏上下，波光帆鳥翔集，蓼渚蘆汀，參差夕照，風景如斯，誠足樂也。每值四時佳日，游斯亭者，憑高

遠矚，萬里孤懷，觸感興亡，塵念俱寂，能不有江海無涯之慨乎？益令人不能忘情於斯亭者矣。

建築委員蕭鵬、齊廷襄、胡思亮、莫運選、黃政衡。邑人廖兆熊書。承修人陳子明、謝雨亭。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七月穀旦刊。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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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陽塘龍王獅神廟碑刻1

湘南陽塘周先復，號一元，琚房于海公曾孫也。少尠期功之親，老□鰥獨之慽，雖□□好□清為嗣，

奈數娶不育，再續維艱，今余年八十有一，現屬病葉難支，是以叮囑清男，央憑戶族，願將十二都九甲陽

塘頭劉家園水田四畝，粮餉注蔭概照契額，又將祖遺關分十二都九甲陽塘頭深坵塘老屋基地手造茅瓦屋壹

棟，前抵禾坪壕基槽門要路，後抵菜園圍壕坑邊，左右俱以壕坑為界，合捐入本族慶元公，永作老龍神

廟，並香火田產，捐後任聽經理修造施為，另佃輸稅，余父子絕無異言，余身後煩經理提歲租五斗交大祠

經理，為中元化大寒擢坟之費，惟冀慎始慎終，庶余瞑目于九原矣。

所有田屋捐契壹紙、老契壹紙、老屋分關壹紙，概交經理輪收。

憑遠渚  雲蒸  長生  和生  敬生  廣德  金山

  金釗  子美  蓮江  震湘  新廷  弼廷  厚生

  廷弼  長盛  田芳  瑞生  護邦  席珍

光緒貮拾五年己亥歲三月穀旦立。

附錄6：陽塘龍王獅神廟碑刻2

十五派孫澤清，號鏡明，乃琚支玉旦公裔也。光緒二年生，母賀氏，体先父俊公意，以清承于海房先

復嗣，奈命途多舛，數娶不育，迄今年近五旬，孑然鰥獨，清夜自思勢難再續，爰請父命，央憑戶族愿將

手置陽塘深坵塘劉家園洲上二契，水田壹拾貳畝，注蔭糧餉契載朗然，概捐入大祠雍睦堂永作祀田，並為

身後化包擢掛之費，敬懇經理善始善終，庶無負清之本願云爾。

計捐契壹紙、接買契貳紙、老契壹紙，憑交經理手收。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歲仲春月穀旦立。

附錄7：易俗河老街碑刻1

易俗河，榖米聚集之處，買賣憑行交易，斗箕由行招募，登冊給牌，公擇牌長，總理其事，如有舞弊

等情，為牌長是問，若未登冊無號牌者，不准在河　戽。特此豎碑以記。

附錄8：易俗河老街碑刻2

今有船戶運米來市售卸，因起貨越規，凶毆不遜，比即鳴團理論，自知虧悔，甘愿罰碑。光緒十九年

十月吉日立。

附錄9：易俗河老街碑刻3

黑夜網魚涇渭莫分  自此禁革如违禀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