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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莱子墓为何在株洲 

鲁新民

（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老莱子晚年自江陵蒙山下江南南移，穿过水网密布的松滋、监利和公安一带的江汉平原，过长
江后进入湖南常德地区，经洞庭湖溯湘江而上，最后隐居在距湘江河边约２０华里的株洲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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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老莱子墓在株洲，古籍有载，地点清晰，古碑留证，维修有序，全国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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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有老莱子墓，而且全国惟一，这是不争的

事实。多年来，除了少数学者，大都没有细细探究

其缘由。近年，株洲湖湘文化志愿者们在进行老莱

子的研究和遗迹保护中，发现某些文章资料说法不

一、有待厘正。如老莱子墓的原址究竟是株洲荷塘

区的余家
$

还是良图
$

，老莱子墓的最后维修是清

光绪年还是同治年，以及老莱子自蒙山隐居株洲的

线路、理由，等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２０１３年

秋，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部分同志，通过对株洲仙

庾岭“莱子捐碑”的现场考证、拓片和解读，走访曾

目睹老莱子墓被破坏情况的老人，求证文博专家，

查阅相关资料等，对老莱子墓为何在株洲有了一个

更清晰的认识。

　　一　“莱子捐碑”与“老莱子”墓

据株洲文物工作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调查考证，

老莱子墓原位于株洲市荷塘区余家
$

余家祠（现株

洲车辆厂内），座南朝北，圆形墓周，周长４．１米，中

嵌祁阳石墓碑，中刻“古孝子老莱子墓”，侧刻“清

乾隆壬子年三月”（公元１７９２年即乾隆５７年）。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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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石华表一对，墓地面积达１９０平方米。距墓约

１０００米处，有古孝子祠，坐落于杉坡里，是一栋民

居形式的土木结构房，面积 ３００平方米。门额书

“古老莱子祠”，左右有对联“灵钟楚国，迹继蒙

山”。［１］２０４今天我们看到的“莱子捐碑”，当年就嵌于

祠左壁中。

１９５１年，株洲从原湘潭县撤镇建市，开始了共

和国工业新城的建设，成为南方最大的铁路交通枢

纽，故株洲有火车拖来的城市之说。１９５８年，占地

面积１４５万平方米、职工６４００余人、年产５０００车

辆的株洲车辆厂开始兴建，它的厂址就在株洲宋家

桥，即当年的良图
$

。老莱子墓也就是在建厂时被

毁了，现株洲有不少老人曾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居住在株洲车辆厂生活区的许盛梅先生，已到

耄耋之年。１９５５年他在市城建局规划科工作，参与

了株洲第一个五年城市规划工作。据他回忆，自己

曾经到过老莱子墓，并目睹老莱子墓被毁。现年８２

岁的刘斌先生是位离休干部，曾任铁路公安民警。

１９５３年初秋，他与战友韩某、梁某从株洲市区步行

到宋家桥执行任务时路过老莱子祠。他回忆道：

“当时天气还很炎热，发现一处有围墙的民居特别

凉爽，周边古树参天。砖围墙的进口两旁有青石板

剔刻的对联，各有 ４个字。进口上方横嵌一块石

板，记得横写着什么莱子祠。临进口还有几级麻石

台阶。院内右侧有间小屋，一个老婆婆正在弄饭，

还给我们茶水喝。院中央是一间空瓦屋。前后有

大门，像搞祭祀用的。不过两旁堆了柴，院内还喂

了鸡。”

２０１３年９月初，湖湘文化志愿者彭水明、黄祖

康等联络当年参与株洲车辆厂建设的龙培和、许建

梅老人，到老宋家桥实地考查。两位老人现场指认

了昔日良图
$

余家祠中的老莱子墓原址，它就在厂

内经三路与纬一路交叉处，即该厂总仓库与铸钢车

间之间。当年一心为建设，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墓

地与孝子祠等珍贵文物被毁于一旦。想到此，年逾

八旬的龙培和许建梅倍感惆怅与惋惜。

４０年后，仅存的“莱子捐碑”终于重现。１９９９

年，荷塘区政协机关干部经过几个月的查访，这块

被当作 “四旧”而流落民间、腰身已经折断的石碑，

在宋家桥杉坡里一袁姓村民的屋后找到。袁将其

献于政府，现保存于仙庾庙内。［２］古墓虽去，捐碑犹

存。这块饱经历史沧桑的捐碑，为解老莱子的隐迹

之迷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

该碑刊刻于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１８７４年，记

叙了同治九年老莱子墓焚毁后捐款修复及老莱子

墓的由来。此碑长 １１３０ｍｍ，宽４００ｍｍ，厚６０ｍｍ，

碑额“莱子捐碑”４个大字阳刻，颇具颜体风范。正

文小楷阴刻，约３７３字。（见图１“莱子捐碑”拓片）

图１　“莱子捐碑”拓片

碑文前言载：“老莱子，楚人也，殁葬此地。乾

隆间，向湘?等捐石修墓。嘉庆初，宾南生等重修。

竖墓表，置田业，建墓庐。同治九年被火焚毁，宾牧

村等再劝重修。”（标点为作者所加）其后，有３６名

代表个人或族祠的人名和捐款数额，捐款共 ７３．５

串文，即７３５００文（枚）方孔钱。１串文为１０００文

（枚）制钱，亦称一吊或一贯。１８５０年上海英租界

伙食铺售价：鸡肉每市斤 ９５文，鸭肉每市斤 １１０

文，鸡蛋每个６文。株洲乡野之地，物价低于都市。

按现在的物价，７３５００文制钱应抵人民币１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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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碑文捐款名录中最多者为付虔丞，捐２０串文，

名字排在最前列。最少者也有５００文，计有５人，

估计是上碑扬名的底线。还有一个名叫王云轩的

人，碑上特意标明“共募捐钱拾串文”。可见其背后

还有无数村民百姓捐款修墓，只是名额有限，无法

上榜罢了。按姓氏捐款看，宾姓捐款人最多，有１５

人，约占４２％；另外刘姓５人，言姓４人，袁姓３人，

其他姓氏合计９人，这也与现在株洲荷塘区宋家桥

宾姓者居多情况相符。

　　二　老莱子其人

老莱子（约公元前５９９年一公元前４７９年），楚

国人，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诸子百家即道家创始

人之一，故又名老子。曾著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

道家思想。他在与孔子对话中，流露出戒除骄矜、

淡泊名利、亡却好恶、顺乎自然的思想主张；还用

“齿、舌”的比喻教孔子事君之道，其言论广为名家

策士摘引。老莱子“言道家之用”的思想，虽谋求的

不是治国之道，但仍有一定关注社会的内容。［３］

有的学者认为：老莱子的《道德经》含有丰富的

辩证法思想，其哲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之一。

他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

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道教出

现后，其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

莱子就被尊为神仙。其《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千

余种，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书籍之一。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

楚惠王五十年（公元前 ４７９年）发生“白公胜之

乱”，继而陈国南侵。为避乱世，他携妻子逃至纪南

城北百余里的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

蕴食薮，垦山播护。”楚惠王自驾车前往，迎接老莱

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

之人，不足守政。”为避免楚惠王再来聘求，他弃去

茅舍，渡过长江，至江陵的长江以南地区栖身，过着

“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的隐

居生活。

老莱子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自己７２

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

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后人以“老莱衣”比喻对老人

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曾作诗曰：“明朝拜嘉庆，

须著老莱衣。”宋代苏舜钦《老莱子》诗：“飒然双鬓

白，尚服五彩衣”。据此，老莱子以“戏彩娱亲”被

推崇为古代二十四孝子之一。

老莱子生平中，有晚年隐居江陵蒙山，为避楚

王相邀携眷南迁并殒于江南一说。而株洲的老莱

子墓，时代久远，流传有序，为老莱子的最后归宿提

供了有力佐证，从而回答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

老子完成《道德经》五千言后“而去，莫知其所终”

的疑惑。

史说老莱子隐居蒙山。而“蒙山”，全国有 ６

处，即山东临沂蒙山、四川雅安市名山县蒙山、山西

太原市晋源蒙山、江西新余蒙山、湖北荆门蒙山（象

山）、广西梧州蒙山。这６处蒙山似乎都与老莱子

“沾亲带故”，但大都实质内容不多，有点牵强附会。

老莱子真正隐居的蒙山应是湖北荆门蒙山（象

山）。它是６处蒙山中老莱子遗迹最多的，其地理

位置距楚都郢城仅１００余里，故荆门蒙山最合史料

记载，亦合“楚王至门迎之”之理。《荆门州志》载：

“周老莱子，性至孝，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

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裺芰为食，垦山播

种。楚王至门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荆门

古代曾属江陵府（或州郡，也曾名荆州，辖地相当今

湖北荆州、枝江、潜江、荆门、当阳县部分地区）。其

象山古称蒙山，存有老莱子隐居时的“老莱山庄”

“孝隐亭”等诸多遗迹、遗碑及民间传说；１９９３年，

在荆门市郭店村战国楚墓（原楚国都城纪郢近郊）

中发现了世存最早的竹简本《老子》，都佐证了老莱

子曾在荆门等地活动并发生过深刻影响。

　　三　老莱子再隐江南选株洲

老莱子晚年离开蒙山后“遂去。至于江南而止

……”有人说“老子最后死于江南何地待考。但从

他隐居的路线看，是由北而南，沿洛阳 －襄樊 －荆

门－江南”。这个“江南”到底是何方呢？当然，它

不会是被后来文人美化了的南京至苏州一带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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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域。那里太远，早年的楚国起于古荆州之地的

楚部落，以湖北荆州大地和湖南的北部为中心。古

人广义上的江南含湖南的湘中湘北，从江陵南渡长

江便是江南。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就是写在长

沙的事。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老莱子应是从江陵蒙山南

移，穿过水网密布的松滋、监利和公安一带的江汉

平原，过长江后进入湖南常德地区，经洞庭湖溯湘

江而上，最后隐居在距湘江河边约２０华里的株洲

良图
$

，大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见证：

１．有文字可查。株洲荷塘区宋家桥原属长沙

府湘潭县，而《湘潭县志》就有 “周老莱子墓在县境

良图
$

老莱子园”的记载；前述“莱子捐碑”亦有

“老莱子，楚人也，殁葬此地”的记载。良图
$

是株

洲市荷塘区宋家桥一丘陵中的小平原，有一条三五

米宽的宋家河流淌
$

中，河南即为良图
$

。据湖北

荆门市东保区文史委副主任李勋明先生查阅有关

资料和实地调查，关于老莱子避居蒙山后迁徙南方

隐居何处的问题，历史上唐高祖、唐太宗和明太祖

等，均曾昭示寻找老莱子故居及墓庐而未果，直至

清康熙年间，长沙府在今株洲良图
$

发现一石碑，

经识篆者辨别为老莱子墓碑。乾隆四十六年，湘潭

知县白?自一凌姓百姓手中赎回老莱子园，重修老

莱子墓，并立“古孝子老莱子墓”石碑，距墓约１公

里处建“莱子祠”，门联书“灵钟楚国，业继蒙山。”

祠左嵌清同治十三年所立“莱子捐碑”，记载着历代

民众捐资修墓情况［４］。湖北李勋明先生的考查，与

株洲有关人士的民间走访相符［５］。故此，有关老莱

子墓的记载，至少明、清以来已经形成了脉络清晰

的文字证据链。

２．株洲发现与老莱子同时期的楚墓多处。解

放初期，株洲先后发现两处春秋楚国墓葬群，并由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进行了调查清理。一

是１９５５年５月在株洲城市中心区的洋屋岭发现１０

座楚墓，出土了鼎、罐、铜镜和料璧等物，墓葬形式

和随葬物品与长沙春秋战国墓相同，都属楚文化系

统。洋屋岭当年是株洲市粮食局和大米厂的基建

地盘，距湘江和株洲火车站均不到５００米，距老莱

子墓约１０公里。１９５７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株洲湘

江边的三门镇清理了８座楚墓，出土文物和墓葬特

点与株洲洋屋岭楚墓和长沙楚墓风格一致。［１］２１８这

些楚墓说明，春秋时株洲并非荒蛮之地，同时代的

老莱子墓葬株洲完全可信。

３．说老莱子新余而来不可取。有学者认为：

老莱子晚年应隐居江西省新余蒙山［６］。新余距株

洲不远，翻过罗霄山脉即可。这样与株洲所发现的

老莱子墓遥相呼应顺理成章。但其实这种猜测不

对。其一，明初学者梁寅曾考证，鲁国拥有“龟蒙”

（蒙山的最高峰），在“东海之地”，周朝末年鲁国被

楚国吞并，原属鲁国的“龟蒙”归楚国管辖，因此当

时南北两个蒙山都归楚国管辖，故老莱子隐居的蒙

山，可能是“东海之地”的“龟蒙”，也可能是南部新

余蒙山，可见梁寅也难以定论。其二，罗霄山脉山

高险阻，当时江西新余没有通往湘东株洲便捷的陆

路水路，老莱子无法迁徙。其三，老莱子隐居不会

舍近求远，若真从新余蒙山而来，沿途有多处山高

林密之地可以隐居，何必远赴株洲丘陵之地呢？其

四，史料多处记载老莱子隐居“至于江南而止”，而

新余蒙山也属江南，古人的语言叙述逻辑总不该是

老莱子从江南迁徙江南吧？所以，老莱子隐居株洲

不是自新余蒙山而来。

４．迁徙江南应有船。据史载：老莱子晚年为

逃避楚王“骑青牛（水牛）南迁并殒于江南”［７］。由

此可见，老莱子隐居之行是有交通工具的。离开江

陵蒙山，起先走山路，自然可能骑牛。又因楚王在

蒙山见过老莱子，故老莱子离开蒙山不是秘密。所

以才有史载“骑青牛南迁”。而后，老莱子继续南

行，必然坐船走水路，经江汉平原，过长江入洞庭。

然后沿南北大通道湘江南行，在株洲白石港入支

流，到连接宋家桥的溪流处上岸，步行数里后，隐居

良图
$

。此地距长江约３００公里，当时唯有船才可

能有这样的长途旅行。老莱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船

运已十分成熟。从考古看，河姆渡遗址已经出土船

桨，至春秋时用舟楫的历史至少已上千年。屈原在

《楚辞》中就记有“乘艶船余上沅兮”———当时速度

快的小船称“轻舟、扁舟”，有棚有窗的小船称“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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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而南楚长沙的大船则称之为“舸”。可见，船

运已经成为代步的重要工具，所以，老莱子坐船并

不奇怪。

５．株洲系最佳隐居地。老莱子为何选择株洲

隐居？南渡长江后，常德澧阳平原及环洞庭湖区

域紧靠楚国政治中心，显然不适合隐居。江南的

洞庭湖倒有几条大江大河可供前行。走沅水？那

里地势险要，边民彪悍，安全无保障。湖南出土

的里耶战国秦简，证实了湘西一直是军事边塞。

走资水？也不妥。资水中游的有效统治直至北宋

熙宁五年才以 “招纳梅山蛮，赐邑名”解决问题。

湖南的安化县就取 “归安德化之义”，新化县则以

“王化之一新也”得名［８］。唯有湘江自古是南北

大通道，老莱子的江南隐居之路只能走湘江。株

洲属江南丘陵，四季分明，物华天宝，可满足老

莱子 “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的物

资条件。同时，隐居不易发现，远行交通方便，

还可通过长沙洞察天下。

６．几点疑异不影响老莱子墓的确认。目前关

于老莱子有几点疑异：一是老子到底是何人，是“老

莱子、赖子、还是佴子”，是一人或二人或多人？因

时代久远，资料有限，学术界颇有争议，连司马迁也

是“或曰老莱子”而含糊其词［９］。二是老莱子享寿

多少？史记有“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

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之言。有学者估计老莱子

活了１２０岁。国人自古有将圣人神化之嫌。故上

述论断不可信。老莱子享年几何才入土为安，无法

定论。但无论怎样，一是可以肯定于江南生活过的

老莱子，在道家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是上述疑异也并不影响老莱子隐居株洲，并最后

殁葬株洲的事实。

株洲良图
$

的老莱子墓，时代久远，古籍有载；

维修有序，碑刻留存；地点清晰，全国惟一。笔者演

绎和复原的老莱子隐居江南的历史，其路线合理，

交通有船，地点适当，合符史实。株洲能说的历史

很多，但能看的历史太少，老莱子所创建的道家学

派和哲学思想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思想文化产生

了重大影响。如果老莱子墓能重修，则一定能大大

促进株洲社会和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株洲

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升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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