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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州 古 井
赵鸿冰

井田制、白发还井乡、背井离乡……
翻开中国古老文化的典籍， 与井有关
的文字比比皆是。 乡井，即是家乡，古
人不说背土离乡，而说背井离乡，是有
它的道理的， 说明井与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须臾也不能离开的。 一旦脱离了
家乡 ,舍别了饮水的井，自然是件凄惨
的事情。 由此可见，井与人们的关系之
紧密。

有诗人说，井是城池里的水。 在古
城寿县， 至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人
们在用上自来水之前,井仍然是生活饮
用水的主要来源。每每在早晨或傍晚时
分，在井边提水淘米、洗衣,成了街头巷
尾一道必不能少的生活景观。即使时序
走到 21 世纪， 井水仍和自来水一样发
挥着作用。

史料记载，楚国时古寿春人就有陶
圈井。 到了宋代，城垣修固,为了解决居
民饮用水，始凿砖制水井，并流行于明
代。据统计，1958 年以前,寿县城区尚有
宋、元、明、清时代砖井 179 眼。 主要分
布在人口密集的东大街、南大街 ,以及
居民集中的北大街西北角、西大街西南
角。位于西大街清真寺巷内的寿县清真
寺———无象宝殿门前有一口古井，井沿
边一道道井绳勒出的印痕，可以让人想
象出井的悠久历史。寿县清真寺建于明
朝天启年间，建寺当筑井,方便生活。 据
此推算， 清真寺之井当在四百多年以
上。寿县城区的穆斯林兄弟多居住在南
大街西南角清真寺巷附近，所以附近回
民多到此汲水，以示洁净。 寺内二道门
也有一口井,已干枯淤实，有点可惜。

要说寿县城区最有名的古井，三眼
井当列其中之一。三眼井位于东街南过
驿巷内的民居旁，井边就是人来人往的
菜市和小商品摊点。每天都能看到勒满
绳印的井边围满了汲水洗涮的人，三眼
井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能从三个
井口汲水，着实为这片人口集中的地方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南过驿巷和北过驿
巷曾设过驿站。 据记载，明清延用元代
制度，建立驿站网络。明嘉靖年间，寿州
有驿站 10 处，南过驿巷和北过驿巷 ,就
是供应传递书信的邮差、 军士歇脚、休

息，给马补充饲料的地方，当然少不了
有水井。 即使是设驿站时建的井，三眼
井亦当在四百年左右。

寿县城内不仅井多 ,而且还有非常
有趣的名学 ,如按数字划分，有 :山下一
井(山墙下面压了一口井,在三英庵东山
墙下 )、一山隔二井(北门内东环路 )、二
眼井(老一中对面西侧一点)、双灌井(关
帝庙西边）、三山夹一井(原实验小学门
口)、三眼井(南过驿巷内)、八里井(县医
院老住院部东北角墙外)。 如按姓氏分,
有鲍家井、梁家井、袁家井等；如按大小
分，有大观井、小观井等。

古井所处的位置成了人们后来命
名街区的依据。如位于原寿县福利院东
边有两条巷子,因巷内各有一井称之为
观井，后人就把此两条巷子命名为大观
井巷和小观井巷。位于老外贸局后边的
巷子因有鲍家井， 故就称之为鲍家井
巷。

古城特殊的建筑风格，留下了许多
凝固的乐章。但更多的却由于人为的因
素遭到破坏而灰飞烟灭。 据说，在北大
街呈寿字型的孙家鼐孙状元故居里，有
一口古井，当年孙状元是否得益于古井
之水的惠泽而文思泉涌，成为一代帝师
呢? 由于古井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人
们还在井上建亭，刻石题咏，供汲水之
余纳凉观景， 成为人们发思古之幽情，
追求闲情逸致的好地方。

寿县城区的古井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使这座位于淮河南岸的
古城千百年来滋养得男子高大健壮，姑
娘俊俏灵秀，江山代有才人出。 特别是
近年来 , 每年都有莘莘学子走出古城
墙，成为高等学府的佼佼者。

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古井在旧城
改造、市政建设中被掩埋了，消失了。如
笔者曾考察过的大观井、小观井只留下
名字,它的原始模样只能任后人去想象
和凭吊了。

至今仍清澈照人、汩汩涌动的清真
寺井，三眼井、鲍家井、营房井 (营房巷
内)、北梁家拐井(南入口处西侧居民区
内)、 白帝巷内等古井仍在造福着古邑
的黎民百姓。 它们斑驳的勒痕、深邃的
洞口， 仿佛告诉着人们历史变迁的沧
桑， 又仿佛是洞穿世间百态的目光，诉
说着发生在古井周围五光十色的生活
故事。

从寿州古城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
古井里涌流出来的故事，更是永远打捞
不完。

淮 河 淮 王 鱼
刘文勇

淮南美味，牛肉汤闻名。殊不知，淮
河淮王鱼，更是淮南美味一绝。

淮王鱼，学名长吻鮠，安徽省二级
保护动物，俗称肥王鱼，又称回黄鱼。据
《寿州志》记载，淮南王经常用这种回黄
鱼宴请贵客，并赞不绝口。

淮王鱼，为鱼类之王，百姓命其为
淮王鱼，是因淮南王刘安体恤民众主持
公道，惩治财主强抢渔夫幼女为小妾的
恶劣行径。民间为表达对淮南王刘安感
激之情，故称此鱼为淮王鱼。

淮王鱼活动于淮河寿县正阳关至
凤台县黑龙潭段 ， 尤以黑龙潭为最 。
以王称之的淮王鱼 ，生活之地是八公
山的硖山口 ，古称 “长淮津要 ”，硖石
高十余丈，夹淮相峙。 河水东流，自古
皆然 。 而此处 ，淮水绕群峰 ，腾激浪 ，
骤然穿越险峻的硖山口 ，往西窜流数
十里。 淮王鱼喜好在岩石缝中繁衍生
息 ，这一带淮河水岩缝纵横 ，河道弯
曲 ，水流湍急 ，河底为岩石底质 ，正是
淮王鱼繁衍发展的独一无二 、得天独
厚的优越条件。因此，千里长淮，硖山口
是淮王鱼生活的老家或者说是其根据
地。

据说淮王鱼有许多鱼类甚有猛恶
之鱼守护。 淮王鱼看似温柔雅致，实际
上性格极为刚烈，常啃咬带刺之鱼。 淮
河中的戈丫鱼，也为淮河名鱼，嘴有毒
刺，但其常为回黄鱼所咬。 回黄鱼头尖
有力 ，一头刺去 ，任坚硬之物 ，足可破
矣。其吻肥厚突出，须短 4 对，眼小被皮
膜覆住，背鳍刺后缘有锯齿。 通体呈青
灰色，如缺氧，身会充血，朝红变化。 缺
氧越高，充血范围越大。 甚至鲜血还会
从鱼鳍处流出来。

我与许多寿县在外地工作的人士
来往，甚有寿县在世界各地的家乡人接
触，他们都说，回老家，什么都不吃，都
行，就是不能不吃回黄鱼。 说起吃回黄
鱼，言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甚或垂涎
三尺。仿佛那回黄鱼的美味已飘逸弥漫
于话语者身旁。

我非常赞同此说。 回黄鱼的美味，
我不止一次尝过，每次食罢，身心双爽，
舍不得放下，好想再吃一回。 我第一次
吃回黄鱼，还是小时候，是我姐清晨到
淮河担水，一条回黄鱼若无其事地游到
她身边，姐姐好奇地双手捧起它，那回
黄鱼好像与姐姐有缘，极温顺地让姐姐

带回家。 我母亲看到回黄鱼，惊讶地问
姐姐怎么捉到的。 母亲是正阳关人，娘
家是商家， 母亲有许多人不知道的知
识。母亲说，姐姐捉的鱼是淮王鱼，这鱼
是淮河鱼类之王， 当地人都叫它回黄
鱼。 别说捉它，一般人，近其身也不能。
我们全家人都以为姐姐有福，全家人也
一致认为，这鱼应该姐姐吃。 但姐姐最
疼我。 我小时，基本上是在姐姐背上度
过的。美味淮王鱼，姐姐一口没吃，硬是
让我吃了。 提起回黄鱼，姐姐慈善的面
容，就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村有一光棍汉，早晨闲遛，在
淮河边捡到一条大鱼。 全村人都说是
回黄鱼，我母亲看了，没说话。 别人追
问母亲，是不是回黄鱼呀？ 我母亲只笑
笑，还是没说话。 她背后与家人说，回
黄鱼三、五年才能长斤把，哪有那么大
的回黄鱼。 于是大家都以为我母亲“笑
笑”，就是权威认定。 全村人都想买去
尝鲜，有钱人最为想买想占有、最想尝
个新鲜， 只要光棍汉张嘴要钱， 要多
少，给多少。 但光棍汉不要钱不卖鱼，
因为村里寡妇向他示好， 他将大鱼一
起与寡妇尝了鲜。 二人由此结为秦晋
之好连理之枝。

与宾馆厨师接触， 宾馆厨师说，淮
王鱼有“鲜、嫩、滑、爽”四大特点。鲜，味
道美好，美味中之少见；嫩，宛幼芽，像
新叶， 若幼儿少女之细腻皮肤。 滑，光
溜,不粗涩，即常说的滑溜意思。 爽，食
后心明气朗，神清目亮，给人一种舒服
痛快的感觉。

至于吃法，清蒸、白煮、红烧、片炒
无不美妙。 清蒸更佳，肉质有如豆腐般
细腻，汁水若鸡汤般鲜美。 白煮，锅里
水，没过鱼身为好。 水烧开，下鱼及佐
料，猛火烧，中火炖。 白煮后汤白似奶，
鱼肉鲜嫩，醇香味浓。 若配姜末、醋食
之，味更佳。 红烧，由于红烧是先炒后
炖，需调料多，比其他烹饪方式，热量和
脂肪高，为保健健康，应控制食量。 片
炒，先去鳞、去骨刺，后削切成的薄片，
或以之炒溜成，其美味，别具一格。

淡水鱼之首虽为鳜鱼，而鳜鱼还不
是第一，因其前面公推淮王鱼，淮王鱼
是淮河万鱼中之王。因此淮王鱼是鱼中
之鱼，是美味中的美味。

淮王鱼是淮南一道风景、 皖地一
绝。

淮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
刘 奇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架
构。 传统观念认为，道以养身，释以养
心，儒以治世，三位一体。 这一传统文化
的精魂纵贯古今，覆盖地球上凡有华人
的地理空间， 以汉语为母语的 14 亿炎
黄子孙，无不受其熏陶。 儒释道三家，释
是外来文化，生于本土的儒道两家都源
自淮河流域，因此淮河文化堪称中华传
统文化的“轴心”。

根据德国思想家雅思贝尔斯的“轴
心时代”概念 ，公元前 500 年前后是一
个创造人类“文化元典”的时代，是一个
在它之前都“趋近”它、在它之后都“回
味”它的时代。 中国、印度、希腊等东西
方几大文明古国同时跨入大创造的门
槛，一代大师几乎同时出现，孔子比释
迦牟尼小 14 岁， 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
12 岁、比庄子大 15 岁，苏格拉底比孔子
小 10 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相差 7 岁，
这一时期集中涌现的思想对于后世影
响深刻，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
飞跃时，总能在“轴心时代”的思想里获
取精神的指导。 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的
“轴心时代”思想尤为活跃，出现了诸子
百家思想争鸣的旷世奇观。 中华文化的
基本品格即天人合一观念、道德本位意
识、和谐融通精神都深深地根植于淮河
流域，这里的山川地理、经济政治及社
会生活孕育出一大批“高山仰止”的思
想文化“旗手”，阐发中华文化精神的代
表人物 ，如老子 、孔子 、管子 、墨子 、庄
子、孟子、韩非子等都出生、成长于淮河
流域，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创性
架构师”“导向性引领者”， 是他们使淮
河文化璀璨夺目，成为人类文明“轴心
时代”中华文化的“轴心”。 如果说中华
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高原，那么淮河文化
就是中华文化的高峰。

纵观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 淮河
流域不缺文人的密度。 27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从古至今，文坛群星灿烂，先秦
诸子，汉魏“三曹”、诸葛亮，明末清初吴
承恩等家喻户晓。

不缺文章的深度。 《管子 》《老子 》
《庄子》《论语》《孟子》《淮南子》 是中华
文库经典中的经典，《道德经》是迄今为
止人类社会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位居
第二的著作。

不缺文化的厚度。 南北气候分界线
的独特区位，使各种文化在这里被包容、
被消化、被吸收、被沉淀。南雨北雪、南船
北马、南稻北麦、南秀北雄在这里汇聚交
融。 这里既有青春少女执红牙板浅吟低
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韵味，也回荡着
壮硕大汉握铁简板引吭高歌“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旋律。

不缺文明的高度。 老庄孔孟的“天
人合一， 道法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等醒世哲思，被视为人类文明的
黄金定律。

将淮河文化定位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轴心”，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鸟瞰。
只有把淮河文化放在世界人类文明史
和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时空坐标中去研
究，站在“中华传统文化轴心”的高度来
认知， 才能真正发掘出它的丰富内涵、
珍贵价值和深远意义。 今天，淮河文化
兼收并蓄、 各美其美的包容共生智慧，
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
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动力。

淮河流经河南、湖北 、安徽 、江苏 、
山东五省 40 市 181 县， 流域面积相当
于国土面积的 1/35， 耕地面积占全国
的 12%， 生活着占全国超过 1/9 的人
口，生产着占全国 1/6 的粮食 ，提供占
全国 1/4 的商品粮，人口密度居全国各
大流域之首。 自黄河夺淮入海以来，由
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
动荡及行政区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
片土地多灾多难，在区域发展的赛道上

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中华文化的天幕
上， 灿若北斗的淮河文化也因此被淹
埋、被忽视，沉潜于历史的长河，尘封于
人们的记忆中。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
从中发掘文化自信，制约了这片土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生活着占全国超 1/9 人口
的这片土地，亟待重新审视自身、重新
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 、重新谋划自
身 ，鼓足精气神 ，适应新时代 ，找回自
信，重塑自我。

近年来，学术界对淮河文化的研究
逐渐升温，沿淮五省相继开展一些零星
的淮河文化研究活动，出现一批有见地
的研究成果。 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新
闻单位和淮河流域的人文社科专家学
者关注、 研究淮河文化也渐成气候，这
是十分可喜的事情。 但是，当前的淮河
文化研究存在一些需要重新审视的现
象：一是对淮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定位不准 ，有 “一脉 ”说 、“区域 ”说 、
“重要组成部分”说，无人“背负青天朝
下看”，将其上升到“轴心”的高度予以
考量；二是淮河流域五省都以自身的文
化图腾为标志， 安徽称自己为徽文化，
河南称自己为中原文化，山东称自己为
齐鲁文化，湖北称自己为楚文化，江苏
称自己为太湖文化。 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的淮河文化被五省集体无意识忽略，
没有形成流域文化圈层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在淮河文化研究和宣传上更难产
生协同效应；三是对淮河文化的研究缺
少“顶层设计”，重细枝末梢、轻主枝主
干，视野不宽，境界不高，支离破碎；四
是对淮河文化的研究不够全面系统，各
地各行业各取所需，对文化应用层面研
究多，对文化精神层面研究少；五是与
现当代文化结合不够紧密，对淮河文化
的精髓和传承价值提炼不够。 简言之，
当前对淮河文化的研究缺乏全局性定
位、定向，缺乏流域性认可、认同，缺乏
整体性发现、发掘，缺乏系统性整理、整
合，缺乏建构性创造、创新。

当下，沿淮五省及国家层面的文化
学者应协作攻坚，同心勠力，紧扣“淮河
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这一全新
定位，统筹谋划、整体发掘、系统整理、
全面研究，以增进 1.65 亿淮河儿女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推进淮河文化在新
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植根
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
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把马克思
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
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
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为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汇聚精神力量，更是淮河文化研
究的历史担当和时代使命。 鉴于这一文
化工程的浩大，可分系统、分领域、分阶
段、分主题开展研究：

一是研究轴心时代淮河文化的思
想体系及对后世的影响 ， 重点研究儒
家、道家的宇宙观、天下观、哲学观、社
会观、道德观、民本观、经济观、生态观、
法制观等，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 、民为
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等思
想观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轴心性”贡
献和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搭建淮河
文化理论框架，推进淮河文化“轴心效
应”重放异彩。

二是研究秦汉以来淮河流域有代
表性的哲学家 、思想家 、政治家 、改革
家、科学家、文学家 、艺术家、军事家及
其学术思想著作，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
明的突出贡献。

三是成立由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
校和地方专家学者组成的淮河文化研
究联合组织，共同对淮河文化进行跨学
科、集团化研究，建立淮河文化研究资
料库和数字资源库，编纂《淮河文化研
究大辞典》， 为今后持续深入研究淮河
文化奠定基础。

南 朝 梁 的 国 号 源 自 淮 南
周 强

南北朝时，南朝宋、齐 、梁 、陈四个
朝代依次禅代。 鲜为人知的是，其中的
梁朝国号竟因淮南而来。

梁朝 （502-557 年） 开国皇帝萧衍
（464-549 年），字叔达，是南齐高帝萧道
成族侄，原任南齐雍州刺史，镇襄阳（今
湖北襄阳市）。 永元二年（500 年）十一
月， 南齐皇帝萧宝卷怀疑萧衍有异志，
乃使人谋刺萧衍，萧衍知悉，遂以“昏主
暴虐，恶逾于纣”的名义起兵，并奉萧宝
卷弟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主，是为
齐和帝，改元中兴，与萧宝卷争夺天下。
次年底，萧宝卷在政变中被杀，萧衍进
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担任中书
监，大司马，录尚书事。

中兴二年（502 年）正月，萧衍“进位
相国，总百揆，扬州刺史。 封十郡为梁
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
王上，加相国绿綟绶。 其骠骑大将军如
故。 依旧置梁百司”。 “剑履上殿，赞拜不
名”。 梁公萧衍所封十郡中，首郡即“豫

州之梁郡 ”， 另外还有 “扬州之淮南
（郡）”。 但当时的淮南郡已经移至皖南，
郡治于湖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涂
县。 一个月后，诏“进梁公爵为王”，又以
10 郡增益梁国。 梁王萧衍的 20 郡之地
虽然散布于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
浙江 5 省区域，今湖北鄂州以下沿长江
两岸的富庶地区几乎被其囊括，但其首
郡仍然是梁郡。

四月， 梁王萧衍即帝位于建康，改
元天监，建立南梁王朝，是为梁武帝。 短
短 3 个月时间， 萧衍由公进而为王，又
由王进而为帝，其爵号“梁”顺理成章地
成为新王朝的国号。

说到现在，“梁”与淮南有什么关系
呢？ 追根寻源，“梁”还是因淮南而来，但
说来话有些长。 “梁”作为国号始自于战
国，魏国建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 ），因
此国号亦可称“梁”，如《孟子·梁惠王》
篇的梁惠王实际就是魏惠王。 西汉建立
后，作为诸侯王国的梁国生存轨迹几乎
与淮南国一样。 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
将王都由原九江郡治所寿春迁到六县
（今安徽六安市），后来英布叛乱，刘邦
改封宗室为淮南王，王都迁回寿春。 梁
国也是这样， 刘邦先封彭越为梁王，王
都并不在原梁国（即魏国）首都大梁，而

是在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 后来
彭越因“反形已具”被杀害，梁国亦成为
刘氏同姓诸侯国，王都也从定陶先迁大
梁，后又迁睢阳（今河南商丘市）。

东汉、三国魏与西晋时 ，梁地始终
在梁国与梁郡之间互换。 西晋永嘉之乱
后，梁国地陷北方政权，当地许多富户
流民南徙寿春。东晋太元八年（383 年），
淝水之战获胜后，朝廷在寿阳（即今寿
县）侨置梁郡，领寿阳、蒙、虞、谷熟、义
宁、陈、新汲、崇义、宁陵、安丰、阳夏、义
昌等 12 个侨县。 所谓的侨县，也就是南
迁的梁国流民聚居的自治村落，这些村
落散布在寿县及周边地带。 义熙十二年
（316 年），刘裕北伐，河南境内的梁国故
地收复，梁郡建制恢复，东晋乃以寿阳
为实土， 将原侨置梁郡改设为南梁郡，
并改寿阳县为睢阳县，作为新设的南梁
郡郡治。 原来的淮南郡地名同时被南移
至皖南。

南齐时，北方梁郡又重新失陷于北
朝，于是南齐将南梁郡的“南”字去掉，
淮南之地正式归属梁郡，郡治睢阳县仍
为原寿春县地，其辖境仅有寿县及周边
区域。 紧接着就是萧衍在南齐封梁公、
进梁王的事情了。 梁郡作为梁公国和梁
王国的首郡，郡治睢阳县也当仁不让地

成为萧衍的藩国“都城”。 了解了这个过
程，也就清楚了为什么可以说南朝梁的
国号源自于淮南。

至于古淮南地区所在的梁郡之所
以被萧衍选为首郡，以致后来成为南梁
王朝的国号 ， 这还得归功于南朝道学
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陶弘景。 陶弘景与
萧衍关系深厚，虽未在朝为官，但被萧
衍称为“山中宰相”。 据《南史·陶弘景
传》，南齐末年，民间就流传歌谣云，“水
丑木”为“梁”。 萧衍兵进建康郊外时，陶
弘景专门派弟子戴猛之抄近道上表以
示敬意。 意识到萧衍一旦进入建康，新
王朝也将随之建立，于是陶弘景又引据
图谶推演，帮助萧衍选择国号，结果反
复出现“梁”字，于是他又命弟子将推演
结果迅速进献萧衍， 鼓励他取代南齐。
萧衍根据陶弘景的建议，就让齐和帝先
“封 ”自己为 “梁 ”公 ，随后就是梁王梁
帝。 就这样，淮南与南朝梁的国号形成
了紧密联系。

梁武帝统治前期 ，“三四十年斯为
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其统治
区域东 、东南至海 ，北以秦岭 、淮河为
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至云南南部
和越南北、中部。 侯景之乱后，梁朝于公
元 557 年被陈朝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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