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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传奇

2011年8月6日 星期六 编辑/吴金 图编/覃翊 美编/胡万元 校对/刘湘

A04

核心报道

两方鉴定“铁牛”属近代铸铁

湘潭市公安局警令部主任、 局新闻发言人

宋文旭介绍，今年6月17日晚，失踪的“铁牛石”

被追回后，该局进行切片取样，于6月24日送往

国内有色金属权威检验机构———中南大学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粉末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进行检验。该中心检验后出具了检验报告，

“铁牛石”主要成分为铁元素，含量为96.53%。

7月1日， 湘潭市公安局又将切片标本送往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经该院鉴定，“铁牛石”标本

表面风化后为褐红色的褐铁矿， 比重大， 具磁

性，未发现金属矿物颗粒和矿物的结晶体，未见

氧化熔壳及熔融凹坑。同时，经鉴定，“铁牛石”

标本在透射偏光显微镜下不透光， 未发现锥纹

石、镍纹石、铁纹石、陨硫铁、铬铁矿等原生矿物

及次生矿物。鉴定结论为，湘潭“铁牛石”属近代

铸铁。

盗贼两次准备出手均未成交

经湘潭市公安局调查，这次偷走“铁牛石”的

主要犯罪嫌疑人名叫唐金伟，男，现年56岁，家

住湘潭县易俗河镇百花社区， 原系易俗河镇粮

站职工，现无业。

唐金伟曾在电视上看过关于广西南丹陨石

的报道，便猜想湘潭铁牛埠的“铁牛石”也可能

是陨石，并萌生了盗窃“铁牛”变卖获利的念头。

2009年12月28日晚11时许， 唐金伟租用一台挖

机和2台货车，开到易俗河镇城塘社区湘江大堤

处，唐金伟先让挖机司机把河中的5块“铁牛石”

挖到河堤边，再装上货车，连夜运到湘潭县中路

铺镇贺塘村唐金伟亲家刘某的家里藏匿。

在随后的1年多时间里，唐金伟带着从“铁

牛石”上切割下来的切片样本，先后到北京天文

馆、中科院地质化验研究所、南京紫金山天文馆

等科研单位进行检验，结论均不是陨石。今年，

唐又两次参加山东一私人举办的陨石交易会，

准备将“铁牛”拍卖，但均未成交。

偷“牛”的8人被提请批捕

“铁牛”失踪前后，不少人都猜测，它可能是

“价值连城”的陨石。如今，它的身份已经验明，其经

济价值到底几何？7月15日， 经湘潭县物价局鉴定，

被盗“铁牛石”重达11.03吨，价值24266元。这是如

何计算的呢？据这次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一负责人介

绍，“铁牛石”不具备陨石的成分，铁元素高达96%

以上，其价值是按当前废铁的市场价来算的。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湘潭县公安局已呈请

湘潭县人民检察院对唐金伟等8名犯罪嫌疑人

批准逮捕。湘潭市政法委一负责人介绍，唐金伟

等8人涉嫌的罪名是盗窃罪。

▲8月5日上午，湘潭召开“铁牛”相关情况新

闻通报会。 记者 刘晓波 摄

“铁牛”不是陨石是铸铁，价值两万

湘潭警方再开发布会，“铁牛”悬案落定 但何人何时铸造仍是谜，可能重回铁牛埠

湘潭失踪“铁牛”被公安机关追回后，有网友怀疑，此“铁牛”可能非彼“铁

牛”，不是湘江中的原物，而是后期“人工制作”用来偷梁换柱的。

湘潭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盛兆华介绍，“铁牛”被追回后，省内多名顶级的文

物考古专家组成专家组，来湘潭考察了“铁牛”实物。

省专家组在对“铁牛”实物现场考察后认为，“铁牛”外表覆盖有颜色深浅不

一的水锈、铁锈及其它随着物，没有明显的人工加工痕迹。因长期的水流冲刷，外

形棱角变得圆润。这些现象是因为长期处于河流中冲刷与侵蚀而成的，人工是

做不到的。由此，可排除“铁牛”为近期人工加工制作成的嫌疑。

追回的“铁牛”没被偷梁换柱

回

应

这几块“铁牛石”到底算不算文物？省专家组的意见是“暂不确定”。湘潭市

文物管理处副处长盛兆华说，“也许，它作为文物的依据已永远消失了，也许我

们今后还可能找得到”，但鉴于湘潭人民对“铁牛”的深厚情结，湘潭文物部门将

妥善保管追回的“铁牛”，将来还可以与有关部门商榷，结合沿江风光带建设，将

它们安放在湘江风光带铁牛埠处，建成一道景观，并发掘出其文化旅游价值。

可能重回铁牛埠建成景观

2009年10月， 湘江水枯， 湘潭5块

“铁牛石”出水，两个月后不翼而飞。“铁

牛”失踪后，文物部门称“铁牛”不算文

物，不好追查。警方称，“铁牛”应视为无

主财物，丢失了可不予立案。

“铁牛”失踪后，在网上和湘潭坊间

引发各种猜测， 甚至有传闻指名道姓，

直指是湘潭某黑恶团伙头目勾结陨石

行家、腐败官员，经天津海关将“铁牛”

运出了国门，卖出了天价。

社会各界要求追查“铁牛”的呼声

越来越高，引起了湘潭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湘潭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情

况汇报，并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铁牛”

失踪事件联合调查组，多部门同时展开

工作。

6月17日晚，湘潭警方追回了失踪1

年7个月的“铁牛”，查清了其失踪的真

相，并控制了制造这一事件的嫌疑人。原

来，“铁牛”并没去美国，就藏在湘潭县中

路铺镇。至此，各种传言才渐趋平息。

有网友指出，综观“铁牛”失踪风

波，媒体报道、网络传播不无偏差，以致

“铁牛”失踪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演变

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但是如果没有这汹涌的民意，“铁

牛”还能回家吗？

如果没有汹涌民意

“铁牛”还能回家吗

记者手记

“灰指甲”是真菌感染引起的，如不及时

治疗，就会由一个病甲传染多个指甲，引发花

斑癣，体癣，手足癣等严重皮肤病，女性患者

会传染成难以治愈的妇科疾病, 严重灰指甲

患者,可导致手脚枯萎,变形,截肢;甲真菌中含

有比巨毒氰化钾还毒几十倍的致癌毒素,可

以侵害大脑导致死亡。

一滴甲是江苏盐城民生研制生产,经 I-

LAC“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权威认

证, 可使药效迅速提高， 中药提纯无刺激,

无毒副作用。对灰指甲真菌杀灭率高，不需

刀修，锉磨，不拔甲 ,不浸泡 ,不包扎 ,不脱

落 ,会呼吸 ,不影响指甲的正常生长，使用

后 3 分钟后在生物活性剂和角质渗透剂的

作用下，直接到达甲床，即可正常洗，不影

响药效。 每天只需一滴, 可持续 24 小时强

效封闭杀菌 ,5-7 天见效 , 一个月可见甲根

处红嫩健康指甲长出来，2-3 个月全面消

除灰指甲,不复发。

防伪经销长沙： 五一广场平和堂负一楼药号

药王堂，王府井负一楼大药房，火车站阿波罗药房，

东塘星城大药房，平和堂负一楼药号，河西通程新

一佳药品柜，汽车西站公汽出口康寿大药房，新开

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南门口好又多大药房，星沙

凉塘路旺鑫大药房，株洲：中心人民药店，东都人民

药店，贺嘉土健康堂，平和堂药号，益阳：桃花仑西路

陆贾山庄平和堂大药房，湘潭：湘潭宾馆对面泽仁

堂大药房，常德：步行街对面武陵阁大药房,金华

大药房 , 战备桥大药房。 咨询热线：0731—

88573659。 市内免费送货，全国药到付款。

灰指甲，一滴了之

��������骨关节病，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

都是关节软骨退行性改变，对关节保护作用降低引起

的，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游离骨

几种情况比较多见，很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时

关节疼痛不敢使劲， 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

严重者关节间隙变窄、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

过去西医界多认为这种病不好治，除了止疼药、理疗

器、封闭针、关节镜、小针刀之外，别无良法，除非换关

节，但是今天随着“百灵奇草神贴”的问世，数万人亲

身体验，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百灵奇草神贴”是贵州国医大师谭咏嗨教授依

据黔南民间流传千年之久的疗骨奇方， 走遍千山万

水，博采百家配方之长，结合世界顶尖生物超临界萃

取技术，提炼多种名贵中药精华，高纯度提炼而成，专

门针对各种久治不愈的膝关节顽症，本品独创穴位给

药、透皮吸收之妙法，患者只需将本品贴敷在患处，药

力就能直透皮下骨质，进入病灶深处，对关节软骨、滑

膜、半月板进行强力修复，使骨刺快速钝化，滑膜恢复

润滑功能，迅速解除关节疼痛，急重症患者 24 小时见

效，一个礼拜可恢复正常工作。不怕病重，越重效果越

快…即便是拄拐杖、坐轮椅的重症患者按疗程使用也

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本品不含马钱子、草乌、川乌，不以暂时止痛蒙蔽

患者，按疗程使用可以全面康复.

��������另有“颈腰椎专用贴”专治椎间盘突出，椎管狭

窄，骨质增生，椎体滑脱等顽症。

专家提示：冬病夏治，夏季是最佳治疗时机。

骨病咨询专线：0731-89871315

��������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向西 100米对面海川新

特药房专售，东塘西大华宾馆对面星城大药房

有专业人员指导，市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膝关节病”一生只需一种药

每年八月回馈月已开始，每盒直降 21 元

2009年12月28日深夜，原本安卧在湘潭铁牛埠湘江河中的5块“铁牛石”不翼而飞，事件引发各种猜测。甚至有传言说，是湘潭

某涉黑团伙联手行家偷走了“铁牛”，被卖到了美国。也有专家称“铁牛石”是陨石，价值连城。一时间舆论汹涌，事件也变得扑朔迷离。

8月5日上午，湘潭警方自追回“铁牛石”后再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警方通报：经两方权威检验机构鉴定，“铁牛石”属近代铸铁，

并非陨石。而8名参与偷“牛”的犯罪嫌疑人也已被提请批捕。 ■记者 刘晓波

王徐球系湘潭市档案局编研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他说，据考证，关于湘潭

“铁牛”的记载，最早见于明英宗《明一统志》。此书编于1461年，编纂者是当时的

翰林学院学士李贤。

如记载属实，湘潭“铁牛”的年岁距今至少已有550年。而据此次权威机构的

鉴定结论，“铁牛”属近代铸铁，迄今不到200年。“铁牛”的年岁为何不吻合？

“《明一统志》这本著述里肯定是有的。但其中关于湘潭‘铁牛’的记载是否

真实？是原版中就有，还是后人在修编时加上去的？书中的湘潭‘铁牛’，是否就

是现在追回的‘铁牛’？谁铸了这么大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铸的？这些

都没详细记载，有待考证。”王徐球说。

何人何时铸造仍是个谜

去

向

悬

疑

▲

2009年10月，湘潭铁牛埠码头发现的六块

“铁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