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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十｝

稿件：本报记者 李政孚

美编：刘健雄 供图：白城市博物馆

图为铁铧

图为金刚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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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很好奇，古代没有拖拉机
等农具，先民们是怎么耕地的？

在白城市博物馆陈列的金代铁铧，
能够解答这个问题。这件金代铁铧长
34厘米、宽30厘米，是白城市博物馆馆
藏文物。

在古代，人们在进行破土和翻土等
农耕事宜时，使用的就是“铧”。

铁铧安装在犁上，被视为铁犁的刀
尖，由牛或人力牵引，其尖锐的前端和特
定的形状，有助于破土和翻耕土地，不仅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为当时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据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西汉时期，
铁铧已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铁铧通常
为铁铸，其前端尖锐，呈弧形刃，后端宽
阔，顶部有銎孔，用来连接木犁。铁铧的
两翼会微微向上翘起，形成一定弧度。

不同形状的铁铧，有不同的特性。
锐角形铁铧，前端尖锐，能够更轻易切入
土壤，破土能力较强；钝角形铁铧，破土
阻力相对较小，在耕地时较为省力，对牵
引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弧形铁铧，有助于
在耕地时将土壤顺畅地翻转和推到两
侧，使耕地表面更加平整，有利于后续播
种和种植；宽幅形铁铧，可以一次性覆盖

较大的耕地面积，提高耕地效率；窄幅形
铁铧，适合在小块土地或狭窄田垄中使
用，操作较为灵活，有利于精耕细作，确
保农作物产量。

女真人建立金朝后，将大批汉人和
契丹人迁入东北地区，中原先进的生产
工具和生产技术，随之传播开来。金朝
统治者重视农耕发展，各民族不断交流
融合，实行更多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使铁铧等农业生产工具的作用进一
步凸显，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古代广袤肥
沃的农田里，我们的先辈们，面朝黄土背
朝天，饱经风吹日晒，运用铁铧等农具辛
勤耕种，撒下一粒粒种子，迎接一个又一
个收获的季节。

千年的传承，铁铧不仅是一种农具，
更像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它代表着人类
对土地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
憧憬。

铁铧那锋利的刃口，嵌入土地的瞬
间，仿佛开启了大地的秘密之门。传承
千年的铁铧，是人类与土地的深情对话，
是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连接。那一道道翻
新的土垄，是铁铧留下的痕迹，更是艰苦
的开始、希望的开始。

丰子恺多才多艺，他是漫画家，也是散文家、艺术教
育家、翻译家。这样一位文科的大家，与理科的数学又有
什么缘分呢？这还要从丰先生的两位数学家挚友说起。

抗战时期，丰子恺与数学家苏步青都在西迁遵义的
浙江大学教书。在这极其困难的时期，丰家迎来了一桩
喜事：二女儿丰林先结婚。丰子恺请苏步青当证婚人。
作为数学教授，苏步青酷爱诗词，这与一辈子喜爱诗词
的丰子恺极为契合。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江南，收
到浙江大学的聘书，但他最后没有去应聘。他说：“在
沪时答允，到杭‘临阵逃脱’。原因，我闲散惯常，一
时不能振作起来按时上课，况且还要开会。”虽然没能
与苏步青再度成为同事，但他们的交往仍在继续。1947
年的一天，苏步青来到丰家聚会，他们的话题必然离不开
那时候的通货膨胀。苏步青一时兴起，吟出诗句勉励大
家展望未来：

草草杯盘共一欢，
莫因柴米话辛酸。
春风已绿门前草，
且耐余寒放眼看。
丰子恺大为赞赏，他把这首诗抄录下来，贴在墙上。

1948年 3月，郑振铎来访，老友相见格外亲热，丰子恺让
家人安排酒菜，两人叙旧共饮。他们面对的就是苏步青
写的诗，丰子恺说：“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还说苏步
青的诗“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
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
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苏步青很喜欢丰子恺
的绘画，曾写下一首“乞画诗”，谁知这首诗写好还没寄
出，就收到了丰子恺的赠画，画的是《桐油灯下读书图》，
后来丰子恺根据苏步青“乞画诗”的内容又画了一幅《西
湖游舸图》相赠。苏步青的“乞画诗”是这样的：

淡抹浓妆水与山，
西湖画舫几时闲？
何当乞得高人笔，
晴雨清斋坐卧看。
数学教育家刘薰宇与丰子恺相识于浙江上虞白马湖

畔的春晖中学，当时那里聚集着一群有理想的教育家，有

经亨颐、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方光焘
等。他们在景色秀丽的白马湖畔互相鼓励创作。丰子恺
的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在那里创作
的。1925年《子恺漫画》出版，刘薰宇为之作序，称子恺
漫画“具着将人吞没的魔力”。

刘薰宇提倡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故事中弄懂数学，他
的《马先生谈算学》《趣味数学》《数学的园地》堪称中小学
生数学科普经典。刘薰宇的《趣味数学》是丰子恺作的
序，丰子恺说：“数学的书，教我这从小抛荒数学的人
作序，也是奇事；而我居然作了，更属异闻！”这里所
说的“抛荒数学”，指的是丰子恺在考入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之前，他的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填报的三所中
学都录取了：甲种商校和第一中学分别考了第一名和第
八名，第一师范学校是第三名录取。由此看来丰子恺的
数学成绩相当好。但在第一师范学校他遇见了恩师李叔
同与夏丏尊，由于听信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学数学与
学图画，头脑的用法相反，故长于数学者往往不善图
画，长于图画者往往不善数学。”就此也就“抛荒数
学”了，当然，在李叔同与夏丏尊的指导下，丰子恺的绘
画与写作成绩突飞猛进。

结识刘薰宇并读了他的数学书以后，丰子恺为自己
当时“放弃青年时代应修的一种功课”觉得很可惜，没有
游览过数学的世界，毕竟是一种损失，好在有刘薰宇的文
章稍稍补偿这损失。丰子恺鼓励刘薰宇把他在教学中讲
述的数学故事写出来发表，每当有作品发表，刘薰宇都会
拿来给丰子恺阅读，就这样，丰子恺便“不知不觉地被诱
进数学的世界里去”，且渐渐入迷。有一次刘薰宇给丰子
恺拿来一篇新发表的数学故事《韩信点兵》，那一天丰子
恺正患眼疾，医生关照“灯下不可看书”，但丰子恺瞄了一
眼刘薰宇的文章，便一发不可收，一口气读完，第二天眼
睛很痛，又去看医生了。

看来，丰子恺进第一师范学校后，要是没有遇见李叔
同与夏丏尊，而是恰巧遇到一位像苏步青那样热爱诗词
的数学家，或者遇到像刘薰宇那样为“没有生命的算学问
题注进一点活力”的数学教育家，也许他会走上一条全然
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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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明日的讲义》描绘了刘薰宇备课的情景。

在白城市博物馆，有一件清代金刚杵，它长
10.8厘米、宽3.7厘米，是馆藏文物。

金刚杵，藏语称“多吉”，又叫宝杵、降魔杵
或杵，意为“坚固”或“力大无比”，是佛教持验法
器之一。金刚杵起源于古印度，宗教经典《诸部
要目》记载，金刚杵原本是古印度的一种兵器，
传说古印度神灵用此武器杀死了810条龙。后
来，金刚杵逐渐演变为佛教的重要法器。唐代
时，随着汉传密教的传播，金刚杵传入中国。

金刚杵的造型设计，主要基于其宗教象征
意义和文化内涵。从整体形态上，金刚杵通常
呈现出中心对称结构，体现平衡与和谐的美
感。尖锐的杵头，代表着智慧的犀利和决断，能
够破除无明和烦恼。其形状的尖锐和刚硬，暗
示着强大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决心。手柄部分
的设计，往往注重握持的舒适感和稳定性，同时
装饰有各种宗教图案和符号，进一步丰富了意
义。金刚杵的造型设计，融合了宗教教义、审美
观念和工艺技巧，象征智慧和力量，能破除无
明、斩断烦恼、摧毁魔障，是佛教中坚定、锐利、
不可动摇的象征。

清代金刚杵有多种材质，铜质质地坚硬，便
于塑造和保存；铁质相对坚固，但易生锈；银质
较为珍贵，光泽度较好。

清代，藏传佛教盛行，金刚杵的使用范围进
一步扩大，不仅用于宗教仪式，还用于日常交易
和礼品赠送等。出家人会将金刚杵佩戴在身
上，既当作护身利器，也作为随身法器。

几百年风雨洗礼，金刚杵见证了战争与和
平、繁荣与衰落。它在寺庙的钟声中默默守护，
传递力量。它曾被深藏于密室，也曾流落于民
间，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代表的扫除障难、不
为动摇的坚定信念。

白城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法器”

相传能辟邪护身、破除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