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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在淮南
刘 全

寿县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是全
国唯一一家以 “楚文化” 命名的博物
馆， 馆藏楚遗物、 文物、 文献丰富，
是楚文化最精彩的集合体和汇聚地。
寿县作为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 积淀
了深厚的楚文化底蕴， 寿县楚文化的
灿烂为完整的楚文化研究开阔了视
野、 增强了佐证、 拓展了思路。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位于寿县新城
区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范围内， 占地
200 亩 ， 建筑设计充分挖掘古城元
素， 彰显楚人四方筑城、 荆楚高台的
建筑理念， 通过瓮城、 方城、 斗城的
建筑布局， 融合现代院落和极简主义
设计手法， 整个场馆既有巍巍古风韵
味， 又具现代气息。 博物馆以立国江
汉、 东进江淮、 徙都寿春、 楚韵悠长
四个单元陈列楚文化， 古为今用将历
史文化进一步展现， 并通过数字媒体
技术提高楚文化概念的普及从而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

楚文化在淮南最大的历史遗址是
安丰塘， 修建于公元前 597-591 年，
为楚相孙叔敖主持建造 ， 距今已有
2600 多年历史 ， 是我国始建年代最
早的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安丰塘、 漳
河渠、 都江堰、 郑国渠） 之一。 安丰
塘古称芍陂， 隋唐以后置安丰县， 称
为安丰塘 ， 现存面积 34 平方公里 ，
可蓄水一亿立方米 ， 现仍能灌溉 60
余万亩良田， 素有 “天下第一塘” 之
美誉。 安丰塘 1988 年 1 月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
年 10 月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同年 11 月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 名录， 目前正在申报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淮南子·人间
训》 记载：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 而
灌雩娄之野”， 为孙叔敖建设芍陂提
供了文献资料。 为纪念孙叔敖而修建
的孙公祠位于安丰塘北岸， 是安丰塘
文物本体的重要附属建筑， 其始建年
代无确切记载。 2007 年 12 月更名为
孙叔敖纪念馆， 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 市级廉政教育基地、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免费对外开放。

楚幽王墓， 楚幽王 （公元前 268
年―公元前 228 年） 在位十年， 楚考
烈王之子。 墓址在寿县城东南 25 公
里处的朱家集附近， 发掘前称李三孤
堆 ， 封土高出地面 2 米以上 ， 径约
100 余米， 周约 400 米。 1923 年， 当
地农民在附近农田耕作中偶然发现青
铜器 ， 有鼎 、 壶 、 簋 、 镐与带钩 、
镜、 车马饰具等， 后为蚌埠外侨瑞典
人加尔白克所得， 现藏瑞典首都皇储
搜集部。 1933 年和 1935 年， 当地人
曾先后两次进行挖掘 。 1938 年 ， 国

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
军总司令李品仙 ， 令其驻寿县所部
有组织彻底挖掘 ， 出土文物甚多 ，
据估计至少有 4000 余件， 其中青铜
器有 1000 余件 ， 重要大件有 200 余
件。 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楚大鼎 ， 是国家一
级文物 ， 毛泽东主席在博物馆参观
时称可煮一头牛的就是它 。 现存于
谢家集区杨公镇的楚幽王墓遗址 ，
历史上它是楚国的珍藏 ， 希望未来
修复或利用它， 珍惜这一历史遗址，
古为今用 ， 文旅融合 ， 助力文化自
信， 造福淮南人民。

战国楚王陵 （武王墩墓）， 位于
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 徐马村境
内 ， 由主墓 （武王墩墓 ）、 车马坑 、
陪葬墓、 祭祀坑、 围壕等遗迹构成，
占地面积约 2600 亩， 其中武王墩墓
是 1981 年安徽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 墓主人被认为是楚考烈王， 楚顷
襄王之子 ， 公元前 262 年-公元前
238 年， 在位二十五年。 2016 年古墓
被盗， 共盗出文物 70 余件， 其中包
括了国家一级文物 26 件、 二级文物
32 件、 三级文物 16 件、 一般文物 1
件。 被盗掘的一级文物包括 “虎座凤
鸣鼓” 一套 4 件， “阜平君铭文虎形
青铜座 ” 一套 2 件 、 “编磬 ” 一套
18 件 ， “兽首云纹圆形漆木磬座 ”
一套 2 件。 因盗掘墓葬破坏严重， 抢
救性考古发掘研究势在必行。 2019 年
11 月，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武王墩墓
考古发掘工作计划 。 2021 年 11 月 ，
《淮南武王墩大墓保护展示利用设施概
念方案》 《楚王陵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编制完成。 2022 年， 按市政府安排考
古发掘工作正在序时推进。 我们期待，
这一挖掘， 将为淮南楚文化研究增添
新证据， 为淮南文旅融合发展增添新
动能， 为淮南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支
撑。

春申君墓。 春申君， 姓黄名歇，
与齐孟尝君、 魏信陵君、 赵平原君并
称战国四公子。 据 《史记·春申君列
传》 记载， 公元前 272 年， 他随太子
熊完入秦为人质 ， 在咸阳居住九年 ,
公元前 262 年， 太子熊完即位， 任命
他为令尹， 封为春申君， 领淮北十二
县。 从此， 黄歇在楚国担任令尹二十
余年， 为楚国的政权巩固和繁荣富强
作出很大贡献。 公元前 238 年， 楚考
烈王病逝， 春申君前去奔丧， 李园令
人埋伏于棘门之内而杀死， 春申君因
错宠李园而死于非命， 遂成为千古谜
案。 上海市春申君祠， 坐落在松江区
新桥镇的春申村， 相传春申村曾是黄
歇开浚浦江时的 “指挥所 ” 和居住
地。 1992 年 6 月， 谢家集区人民政府
正式为黄歇墓立碑。 淮南与上海因春
申君黄歇而相互关联， 也必将以这一
姻缘而相聚发展， 历史将证明， 机遇
随缘而来， 进步随缘而为， 发展随缘
而至。

寿 州 花 木 盆 景
刘文勇

寿州人喜爱花草异木， 古城人家
历来在墙头上、 天井中、 盆钵里植种
凤仙、 月季、 石榴、 栀子、 蔷薇、 茉
莉等具有观赏价值的花木， 更有人家
在住宅的门旁墙边院内栽竹种兰， 及
牡丹荷花兰花白玉兰等。 风来雨过，
闲听 “龙吟细细 ” ， 细品 “凤尾声
声”。 这种高雅的习俗， 是古城几千
年的传承， 由来已久。

清光绪年间， 距古城以北五千米
处的 “琅琊套”， 是当时省内外驰名
的 “孙家花园”。 这里自然风光奇绝，
怪石嶙峋， 山岗上下， 遍布奇石： 有
的形如闪着青光的刀剑， 有的状若走
卧奔跑的牛羊， 有的像凌空而降的巨
人。 园内一年四季， 花草繁茂， 古木
参天。 春日， 百花争艳， 清香幽远；
夏天， 万木垂荫， 幽谷生风； 秋季，
红叶似火， 菊花怒放； 冬日， 冰花玉
树 ， 琉璃世界 。 园中修建了楼台亭
阁 ， 石径幽道 。 小桥流水 ， 日夜潺
湲， 音韵绵绵。 “琅琊套” 向来享有
“秀甲江南” 之美誉。 那时省内外达
官贵人、 社会名流， 逢夏入冬， 纷纷
来此避暑消寒。 清末， 孙家鼐后人孙
梦平， 古城内家中亦有花园， 花园占
地两亩有余， 请有专职花师， 从河南
鄢陵县购来多船名花盆景， 通过淮河
运来城内， 分植花园中， 有罗汉松、
龙柏、 海棠、 丁香、 月季、 玉兰等几
十类， 成为古城一景。 如此孙家两座
花园， 于古城内外遥相呼应， 一时传
为佳话。

寿州人养花种草， 从清至今， 越
来越多 ， 几乎遍布全城 ， 而且品位
高、 上档次。 牡丹国色天香， 荷花出
淤泥而不染， 兰花清新飘逸， 美人蕉
热情奔放， 百合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
展现着让人无法抗拒的美， 白色的，

像穿上了一身雪白的连衣裙； 粉色的
好像男女爱情的百年好合。 上百种花
儿， 春夏吐艳， 香透古城， 焕发出圣
洁的光芒。

随着居民的住宅改善， 寿州人养
花赏花之雅兴极浓 ， 购盆花 、 买盆
景， 置窗台、 放案旁， 点缀风景， 美
化环境。 近年来， 制作盆景者越来越
多， 制作盆景颇丰且有新意的， 要数
原寿县师范特级教师韩业霖， 他制作
的盆景， 集南北派风格， 取五大家之
美， 扬长避短， 为己所用， 盆盆有新
意， 景景诗味浓， 或突出自然性， 或
保留枝片形， 或取游龙式。 有专论几
十篇作品在 《中国花卉盆景》 等专业
报刊发表。

与盆景并肩的姊妹艺术根雕， 在
寿县也卓有成就。 自老前辈根雕艺术
家许传先创作品千件之后， 寿州后起
之秀数不胜数。 游走于寿州古城大街
小巷， 可见根雕作品纷呈。 有飞禽、
有走兽， 更有人物。 人物作品中有古
典人物、 神话人物， 也有现代人物 。
这些人物形象， 或站、 或立、 或仰、
或卧 ， 或以个体传神 ， 或以天成感
人， 栩栩如生， 引人入胜。 这些根雕
艺术， 巧妙自然， 充满灵性， 那鬃毛
飘动的马、 那骇人逼真的蟹、 那翱翔
天际的鹰、 那高大威猛的鹿， 或以神
示意， 或以神外化， 件件作品形象，
或似， 或仿佛似， 给欣赏者以更多的
联想， 起到了更深层次的艺术感染魅
力， 开辟了寿州现代根雕艺术新的空
间与流派。

走进寿州古城， 楚风花香， 汉韵
美景， 楚花汉景， 扑面绕眼， 花香美
景， 溢满一城。 愿你欣赏古城花， 欣
赏寿州景。 这是典雅优美的古都花，
是热烈奔放古寿州的景。

夏 朝 开 国 的 淮 南 贡 献
周 强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
代， 开国君主是夏后氏部落领袖禹。 禹
为姒姓 ， 因治水之功被舜选定为接班
人。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 禹于公
元前 2070 年接受舜的禅让， 夏王朝正
式建立。

那么， 古淮南地区为夏王朝的建立
付出了哪些贡献呢？

淮南治水加固了禹的功绩
起初 ， 尧以禹的父亲鲧来治理洪

水， 鲧以壅堵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成， 被
舜殛杀于羽山 （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
区东北）。 鲧被杀后， 禹受命继续治水。
他以疏导的方式治水成功， 百姓得以平
土而居。 《淮南子》 “原道训” “地形
训” “主术训” “人间训” “修务训”
等频繁述及了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

禹主要治理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
水患。 在治理淮河时， 大禹沿淮而下。
淮水浩浩汤汤， 进入淮南， 首先遇到八
公山脉西麓第一山峡石山的阻挡， 以致
泛滥成灾。 禹将峡石劈为两半， 形成千
里淮河第一峡———峡山口， 淮水从峡山
口夺路而下， 奔流入海。 为纪念大禹，
后人将峡石山命名为 “禹王山”。 淮水
北岸的堤坝称 “禹山坝”。 古人在西峡
曾建有禹王庙。 据明嘉靖 《寿州志·杂
志纪》 载， 禹王庙 “旧在硖石山之东，
今移山之西”。 禹王庙早已不存， 后人
在刘集乡境内的禹王庙原址附近修建慰
农亭， 又名 “禹王亭”。 现存慰农亭为
清光绪三年 （1877 年 ） 重修 ， 是安徽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 《寿州志》 记载， 下蔡镇 （即
今凤台县城） 还建有 “禹王宫”， 今亦
不存。 凤台县顾桥镇流传有禹治理淮河

支流西淝河时斩杀河神的神话故事， 当
地人曾于清末修建了禹王庙以作纪念。
2017 年又进行了重建。

说到大禹劈峡石， 还得说说寿县迎
河镇的禹临村和禹临寺。 顾名思义， 可
知禹临村是因大禹曾经光顾而得名。 传
说大禹治理淮河支流淠河水患时， 路过
此地， 天降大雨， 他在庄台上避雨。 这
时淮水暴涨， 峡山阻流， 禹连抽三鞭，
劈开峡石， 使得汇于正阳关的 72 水滔
滔归流大海。 为纪念大禹， 后人建禹临
寺祭祀 ， 当年曾是殿宇辉煌 ， 香火鼎
盛。 直到民国战乱， 禹临寺香火才逐渐
熄灭。

前述八公山西麓第一山为禹王山。
巧合的是， 在淮南市区东部舜耕山脉中
也有禹王山，位在大通区大通街道境内。
此禹王山是夹在大通山与石婆山之间的
一座低山。 舜是“五帝”第五，禹的前任。
按照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舜耕山因
“相传帝舜耕此”而得名。

舜、 禹 “交集” 于淮南， 是大禹之
“幸”。 禹在淮南治水加固了他的功劳，
加上 《淮南子》 “汜论训” “泰族训”
所叙禹的其它历史功绩， 舜因此选定禹
为接班人。

淮南是大禹姻亲涂山氏
的 “京畿”

夏朝建立之前， 禹只领导夏后氏部
落， 与淮河沿岸的涂山氏在地位上平起
平坐。 涂山氏活动范围地跨淮水南北，
东起洪泽湖， 西大约在豫皖边境。 西晋
杜预为 《左传》 作注说， “涂山在寿春
县东北”， 这个位置与蚌埠市禹会区秦
集镇禹墟遗址吻合。 禹墟遗址中发现有
史前社会的古城址， 是 “目前安徽地区
确认的三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 ” 。
（另外两座是怀宁县马庙镇孙家城古城
遗址和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古城遗址 ）。
禹墟古城址是涂山氏的族居中心， 相当
于一个政权的 “京都”。 淮南市主城区
东部与蚌埠市守望相邻， 大通和田家庵
两区应属于涂山氏的 “京畿” 地区， 谭

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和郭沫
若主编的 《中国史稿地图集》 都是这样
标示的。

禹在淮南治水后进入蚌埠， 与涂山
氏联姻， 娶涂山氏女子为妻。 涂山氏是
母系氏族社会， 女子当家做主， 禹娶涂
山 ， 实际上是入赘涂山氏成为上门女
婿。 根据 《史记·夏本纪》 记载， 禹治
水成功后向舜述职， “予辛壬娶涂山。
癸甲生启。 予不子， 以故能成水土功”。
辛、 壬、 癸、 甲都是天干， 用以纪日。
引文大意是， 我辛日娶了涂山氏女子为
妻， 仅仅 4 天， 就在甲日离家赴职。 我
的妻子生下启， 我也没有时间抚育， 所
以能够完成治理洪水的功业。 禹 “三过
家门而不入” 的故事亦当发生在此时。

当时禹的身份还是舜的 “水利部
长”。 禹与涂山氏联姻，最初目的或许是
为了动员涂山氏的部族力量，投入到浩大
的治水工程之中。作为“京畿”地区的淮南
域内涂山部落民众积极拥护这种联姻。事
后证明，政治联姻这着妙棋使禹“满盘皆
赢”，不仅支持禹完成了治水大业，而且还
巩固了禹的接班人地位， 于是有了后来
“禹合诸侯于涂山”的伟大历史。

禹和涂山氏所生子启喝了淮河乳汁
长大， 是地地道道的淮河子弟。 禹崩，
启破坏了世袭制， 继禹成为夏朝新的君
主。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 启才是夏王朝
的实际建立者， 使得夏王朝充满了淮河
基因。

淮南邦国踊跃参加禹的
“开国大典”

这个命题在史书上没有记载， 仅根
据淮南市的考古成果予以推论。

禹接受舜的禅让， 成为华夏部落联
盟新的首领后， 为了确立夏后氏部落在
华夏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 也为了检验
夷、 夏众部落以及各方国诸侯对夏后氏
的忠诚度， 于是再回涂山， 隆重举行夏
朝 “开国大典”， 这就是史书所云 “禹
合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者万国”。 涂山
之会盛况空前， 各方诸侯带着玉器、 丝

绸以及其它进贡礼品前来参会， 纷纷向
禹行君臣之礼， 表示效忠， 并与夏王朝
结成同盟。 防风氏部落首领仅仅因为后
至， 就被禹斩之， 夏王朝的权威由此确
立 。 在以涂山氏为首的东夷力量支持
下， 夏王朝巩固了对东方的统治， 使得
东至海岱， 南至浙北的广大区域都臣服
于夏。

“万国” 是个虚数。 古淮南地区土
地肥沃，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植被茂
盛， 物产丰富， 是最早便有人类活动的
地区之一。 现在市内分布有数十处新石
器文化遗址， 仅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就有潘集区高皇镇小孙岗遗址、
田家庵区史院乡魏家古堆遗址、 大通区
孔店乡欢灯遗址和寿县双桥镇斗鸡台遗
址。 斗鸡台遗址还是淮河流域考古学文
化的代表 ， 是淮夷文明的一个重要标
志， 被学者命名为 “斗鸡台文化”。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 《安
徽新时代考古工作回顾》 说， 在 “寿县
丁家孤堆、 斗鸡台、 卫田……等遗址发
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存”。 卫田遗址位在
寿县炎刘镇， 是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聚
落遗址。 遗址发现龙山文化两座房址、
一条壕沟和一个大型灰坑。 壕沟位于遗
址东部 ， 呈西南-东北走向 ， 宽约 14
米， 最深约 1.8 米。 壕沟与城墙的作用
相同， 都是对聚落发挥保护作用。

龙山文化时期在历史上称为“万邦”
或“万国”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
帝“监于万国”；《尚书·尧典》说，帝尧“协
和万邦”。 两者表述的意义相同，都是说
史前社会“邦”“国”众多。 像卫田这样的
聚落遗址完全够得上史前“邦”或“国”的
规模， 完全有资格参加禹与众诸侯的涂
山之会，属于“执玉帛者万国”中的一个。
淮南市域内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
像卫田遗址这样具备聚落形态的也不会
少。 更何况近水楼台先得月， 即使够不
上诸侯， “京畿” 地区的民众也可以拥
去看看热闹 ， 帮助自己的女婿捧个人
场 ， 凑齐 “开国大典 ” 的 “万国 ” 之
数。

成 语 古 今 意 之 演 变 和 曲 解
马润涛

笔者搜集整理成语典故 ， 追根溯
源， 求其本意， 发现有些成语在其发展
演变过程中已改变了原来的意思。 如有
的成语已被移花接木， 有的成语已被偷
换概念， 还有的已被后人曲解。 其具体
表现为 ： 有的成语古人本没有那层意
思， 可不知道为什么后人却强加上那个
意思； 还有的成语， 古人原本指的是甲
事物， 可到了后来竟变成了乙事物， 张
冠李戴不说， 其本意已面目全非， 甚至
是南辕北辙。 然而， 这些被演变和曲解
的成语， 再几经演绎最后却变成了约定
俗成， 被大家接受。 笔者在这里试举几
例， 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两肋插刀。 该成语比较常见， 特别
是在武林小说中， 常被一些侠义之士挂
在嘴边。 为朋友两肋插刀， 按照今人的
解释就是为了朋友不怕受皮肉之苦， 甚
至敢于舍弃性命。 但是， 两肋插刀的本
意却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故事。 说的是

秦琼冒充 “响马” 去登州搭救朋友， 途
中经过两肋庄， 当走到一个岔道口时，
他忽然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妻儿， 遂犹豫
起来， 停止了脚步。 是继续赶往登州搭
救朋友？ 还是回家奉养老母和妻儿？ 两
条路摆在他面前。 其实他很清楚， 去登
州救朋友要冒很大风险， 甚至弄不好还
有生命之忧， 而回家尽孝道却是人伦大
义。 不过， 秦琼最后还是选择了去登州
救朋友 。 结果可想而知 ， 秦琼救了朋
友。 于是， 后人感念其舍生取义的侠义
情怀， 便把秦琼为救朋友走两肋庄、 过
岔道口， 说成了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
现在看来， 两肋庄、 岔道口， 与两肋插
刀风马牛不相及， 是根本不搭界儿， 却
硬是被人们扯到了一起， 并赋予了义薄
云天的侠义精神， 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孔子和孟子
都说过类似的话。 按现在人们的解释，
就是作为人子， 不孝有三条， 而最大的
不孝就是无子嗣。 再说白一点， 就是作
为儿子， 没有为父母生下孙子， 没人传
宗接代， 就是最大的不孝顺。 其实， 这
样的解读完全背离了孔孟的本意， 完全
曲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孟老夫子认为，

不孝有三种情况 ， 以不守后代之责为
大， 就是说作为人子对父母长辈要尽到
后代的责任， 比如赡养老人， 如果做不
到， 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不过， 对于这
种说法多数人会不接受， 甚至还会钻牛
角尖。 在此笔者想用孟夫子另一次关于
孝的讲话来加以佐证， 只不过已由三条
变成了五条： “惰其四肢， 不顾父母之
养， 一不孝也； 博弈好色饮酒， 不顾父
母之养， 二不孝也； 好货财， 私妻子，
不顾父母之养， 三不孝也； 从目之欲，
以为父母戮， 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 以
危父母， 五不孝也。” 看看， 他老夫子
讲得何其明白。 事实上， 不论他讲的前
三条或后五条， 都没涉及什么传宗接代
的问题。 对此笔者真有点糊涂了，为什么
后人硬是去那样解读， 并让一些人心里
结疙瘩呢？ 说来还是一些人重男轻女的
思想在作怪， 在他们心里， 只有生了儿
子，才能传递香火和传宗接代。

不三不四。 《汉语成语词典》解释为：
不正派，不像样子。 譬如说某人交了不好
的朋友，就说某人交了些不三不四的人。
殊不知，这个成语的本意不是这样的，而
是与农村人过生日或过寿有关。 事情是

这样的，旧时农村人过生日或做寿，多以
五十岁为限，五十岁以上叫做寿，就是后
辈为长辈做；五十岁以下则叫过生日，多
是长辈为晚辈过。 不过，五十岁以内还有
两个尴尬的年龄，就是三十岁和四十岁，
这两个年龄既算不上长辈， 也说不上是
晚辈，所以过生日只能自己给自己过。 另
外，还有一个封建迷信说法，认为男人如
果在三十岁过生日就会孤独终老， 女人
在四十岁过生日就会绝子嗣。 有一句俗
语说：男做三，打孤单；女做四，无子嗣。 ”
这就是不三不四成语的来历。 于是，上述
说法便成为一种禁忌。 不过，现在已经没
有人信这个了。

青红皂白。 据作家穆涛考证，该成语
说的是气候。 古人认为，“春为青阳，夏为
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春，青阳开
动；夏，朱明盛长，遍及万物；秋，气白而
收藏；冬，气黑而清英。 “青红皂白”这个
成语， 即据此而来。 但是，《汉语成语词
典》的解释则是青、红、黑、白四种颜色，
比喻事情的各个方面、是非曲直。 而现实
是，如果说某人不分是非曲直，就说某人
办事不管青红皂白。 总之，成语的古今之
意互不相干， 分属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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