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议淮河流域文化体
南 陵

淮河文化是安徽的四大文化圈
之一 。 安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形 、
地貌的特点， 形成四大文化圈 （包
括淮河文化 、 庐州文化 、 徽文化 、
皖江文化）， 各具特色， 影响深远，
淮河文化因基本上均在安徽淮河两
岸， 作为区域文化， 故可综合称皖
文化， 是炎黄子孙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之一。 根据考古发现， 早在旧石器
时代， 淮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 目
前已经发现的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址，
就达 100 多处。 我国的孔孟儒家学
说， 墨家学派， 韩非、 李斯的法家
学派， 都是在淮河流域创立的。

春秋战国时期襄助齐桓公建立
霸业的管仲 ， 出生在安徽颍上县 ，
在这里建有纪念管仲的管鲍祠。 安
徽宿州有陈胜、 吴广宣布起义、 结
盟誓师的 “涉故台 ”， 驻扎练武的
“七十二营垒” 和 “骑路”。 三国时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曹
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 有曹操青年
时期读书遗址， 视察农田的东西观
稼台、 屯粮遗址、 演兵处、 歇马池
和栅马墙等。 最为珍贵的是曹氏墓
群和曹操地下运兵道。 亳州还有纪
念三国时神医华佗的华祖庙。 “建
安七子” 大多出生于淮河流域。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 中国从西
向东有三条江河： 北方的一条水是
黄色的 ， 炎黄二帝又出生在那里 ，
人们就称它为黄河 ； 南方的一条 ，
水系很长很长 ， 而且水流得很快 ，
人们就叫它为长江； 中间的一条按
照方位人们叫它中河， 由于这条河
富饶秀美、 气候宜人， “走千走万
不如淮河两岸”， 引得古人类纷纷来
此集居； 随着时光的推移， 人们开
始觉得中河名只能反映它的位置 ，
而不能反映它的自然形美， 于是黄
帝的史官仓颉就依据古淮河比长江、
黄河都短， 而且淮水美如 “鸟之短
尾” 的意境， 用象形字 “水” 与 “隹”
(zhui， 短尾鸟名) 合并， 创造了 “淮”
字， 并将中河之名改为淮河。

淮河， 是我国一条古老而又独
具地域特色的河流 ， 与我国长江 、
黄河 、 济水齐名于世 ， 并称 “四
渎”。 淮河流域， 不仅是我国闻名的
战略要地之一， 而且是苏、 鲁、 豫、
皖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中
华民族 5000 年的文明史的主要发源
地之一， 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悲
壮的历史沉积将我们带入了博大的
淮河文化空间……

由于淮河是我国东部的南北分

界线， 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之
间的过渡地带。 所以， 淮河文化便
在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寿县西北的古战场八公山， 三
面临淮， 主峰东侧有 “汉淮南王刘
安之墓”， 西侧有战国时代名将廉颇
的墓冢； 山下即是当年秦晋淝水之
战的晋军渡口 “东津渡”。

山东泗水县的泉林， 传说大禹
治水曾经过此地， 春秋末年孔子也
曾到过这里， 陪尾山西麓还保留着
“子在川上处” 的古迹； 北魏地理学
家郦道元曾来泉林追溯泗水的源流；
唐朝诗人李白也曾在这里对酒高歌，
留下了 “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徕”
的名句。

地处淮河中游的安徽凤阳， 建
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 “皇陵 ”
和 “中都城”。

世世代代与淮水结下不解之缘
的淮阴、 淮安， 地处淮河与洪泽湖
的交汇口， 这里地理优越、 交通便
捷， 向有 “九省通衢”、 “南船北马
交汇之所” 之称， 在中国漕运和交
通史上被视为襟喉要地， 明清两朝
漕运总督署和负责河防要务的河道
总督署曾设在这里 ， 淮阴侯韩信 、
大文学家吴承恩的故里也在这里 ，
曾有 “襟吴带楚客多游， 壮丽东南
第一州” 之美誉； 特别是在这片神
奇土地上 ， 沉陷于淮河水下已达
320 余年的古泗州城 ， 堪称 “中国
庞贝”。 气势恢宏的洪泽湖大堤绵延
百里 ， 成为闻名华夏的 “水上长
城”， 从而使这片人文荟萃的热土成
为一颗熠熠生辉的 “淮上明珠”。

由于淮河亘贯中国中部， 历史
上多次南北分裂对峙， 绝大多数以
淮河流域为界 ， 形成拉锯式战场 ，
加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战争频
繁； 再由于黄河自东汉以来多次夺
淮，借淮入海，水系和植被均受到严
重破坏，使淮河流域地表文物、古代
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增加了研究工作
的难度。但从地面仅存一些遗址遗迹
来看：如以芍陂（安丰塘）为代表的春
秋时期孙叔敖（楚令尹）创建的水利
工程，古寿县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凤阳明中都城等，就足以显示这
一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该地
区地下文物仍极丰富， 凡发掘出土
者，皆光彩夺目。如在涡阳“天静宫”
出土文物丰富，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
从 1989 年发现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
代文化遗址，经 6 个年头的发掘，发现
了一个规模宏大聚落遗址， 出土文物
近 5000 件， 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发现
30 多年来聚落研究的空白。固镇又发
现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至于豫东、徐
海一带出土文物， 数量很多， 价值亦
高。 由此可见， 淮河文化研究领域广
阔， 是一块承待开垦的文化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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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淮南城市文脉须重视工业文化
张泽诚

现代意义上的淮南城市因煤而
建、 因煤而兴。 作为淮南城市雏形
的三镇， 早期是村落稀疏、 荒野未
开、 盗匪遍地、 交通不便之地， 如
九龙岗 “在建矿之初， 为仅有三户
居民的小村庄 ”， 田家庵 “昔为荒
村”。 1930 年，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
成立淮南煤矿局， 始有近代淮南之
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 经过建市与
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建设， 淮南才真
正成为了一座现代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 淮南依
靠煤炭开采驱动经济发展， 并在此
基础上衍生出各种工业产业， 成为
安徽乃至全国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城市。 在淮南的许多角落， 都留下
了工业的印迹， 它们是城市记忆的
载体。

淮南的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历
史的见证， 更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
成部分。 蕴含在工业化和城市建设
中科技、 制度、 习惯、 精神乃至空
间布局， 都深深烙印在淮南市民的
身体和记忆里。 可以说， 当今淮南
之所以为淮南， 表现出自身独有的
文化气质， 都与其现代工业的发展
密不可分。

然而， 人们在塑造这座城市的
文化时， 更愿意去追溯遥远的先秦
两汉， 并把它们作为传承文化的源
头。 这种倾向与其说是历史的事实，
倒不如说是文化精英所持有的一种
对最久 、 最早 、 第一的审美喜好 。
殊不知汉淮南国的文化在历史长河

中消磨， 早已失去了自身的功能而
化为历史的尘埃， 即便是寿县， 也
迟至 2016 年才被划入淮南市。 可以
说， 近代以来的这座城市在很长一
段时期 ， 除了与汉淮南国同名外 ，
并没有直接关联。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人们在建
设淮南城市文化时存在一种内在紧
张， 既要立足实际， 使得自己的文
化有来源根据， 并依据这一来源发
展文化， 使人们有地方感、 熟悉感、
归属感 ； 又要去迎合人们的审美喜
好， 忽略城市实际的本土文化背景，
贴近遥远的古老文明， 获得某种特
定审美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矛盾导
致了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 ，
与市民记忆相连且仍具有实际功能
的工业文化反而显得较为薄弱。

生活于其中的市民 ， 永远是城
市文化的主体。 好古追远自有其价
值， 但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不能忽
视广大市民的历史记忆。 否则， 在
溯源历史文化时不仅难以自圆其说，
在逻辑上造成巨大的裂隙， 更可能
使文化理念失去了生活根基， 沦为
空洞的口号。 忽略了、 仍然对公众
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记忆， 只能消
解城市的文化魅力和市民的文化认
同。

在城市的转型过程中 ， 城市逐
渐从生产型职能转向消费型职能 ，
文化越发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 大众的文化消费、 需要以及创
造力也应该越发被重视。 市民受工
业文化浸染， 对工业记忆有着浓厚
的情感， 其观念也都受着工业化背
景下大生产思维的熏陶。 因此， 重
视工业文化， 整理并保护好工业遗
产 ， 是传承淮南城市文脉的根基 ，
也是淮南城市做好文化转型， 找到
本土文化切入点的必经之路。

“闻 鸡 起 舞 ” 背 后 的 真 实 历 史
洞 鉴

在广大历史爱好者心目中， 两晋可
以说是中华国运最为黯淡的一段时期 ，
不用说根本比不上强唐、雄汉，就是积弱
的南宋也没有落到东晋那种朝廷政令不
出扬州、抑荆州权臣之鼻息的田地。明明
在大一统之前，互不相让的魏、蜀、吴三
国还各自完成了攻打异族的壮举， 统一
天下的晋朝反而被各路崛起的少数民族
赶出了中原。

说句玩笑话， 两晋留给我们的亮点
恐怕就只有那一堆成语了———“咄咄怪
事”“东山再起”“王谢风流”“草木皆兵”
等等， 在两晋时期出现的这些成语背后
差不多都有一段故事。 而在这些两晋的
成语之中， 今天我们要详细说上一说的
“闻鸡起舞”了。

按照惯常的讲法，“闻鸡起舞” 这一
成语是说，祖逖青年时志向远大，有一次
在夜里他被鸡叫声惊醒， 就叫醒了与自
己一起夜宿的友人， 两个人一同起床舞
剑，刻苦训练本领。后来祖逖果然成为国
家栋梁，他带兵北伐，又留下了“中流击
楫” 的典故。 在东西晋南北朝这数百年
中， 祖逖一个人给后世留下两个如此振
奋人心的成语。

闻鸡起舞背后的意义
然而，“闻鸡起舞” 这个成语最早的

含义并非如此。 祖逖少年时性格豁达浪
荡，不学无术，让兄长们头疼不已，又假
借兄长的名义在乡里施舍财物、 收买人
心。 后来祖逖学问渐长， 名声也大了起
来， 却迟迟不响应州郡的征辟。 读到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祖逖是一个志
向远大的爱国青年， 还不如说他是一个
具有枭雄气质的危险人物。

后来“闻鸡起舞”的事情可以说是更
加能够证明祖逖的野心了，祖逖在夜里被
“荒鸡”的叫声惊醒，所谓荒鸡就是特指在
三更以前鸣叫的鸡，古代以这种违背常理
的现象为天下纷乱的不祥之兆———这也
不能说是迷信，我们以常理来分析，就像
《半夜鸡叫》那个故事里说的那样，鸡也是
被火光惊醒才会在夜里叫起来，而古代夜
里的火光要么是明火执仗的盗匪，要么就
是在夜间行军的军队了。

我们再推算一下闻鸡起舞事件发生
的时间，祖逖生于公元 266 年，在那场前
后历时 16 年之久、让西晋朝廷一蹶不振
的八王之乱于公元 291 年爆发时， 祖逖
刚好是在二十五六岁之间， 这跟 《祖逖
传》里的年龄差不多是能对得上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闻鸡起舞”的
故事当中， 这个荒鸡的叫声与八王之乱
的兵灾是有直接关系的， 确实预示着天
下将乱，而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也
就是说，在祖逖看来，天下将乱是一件好
事，他还因此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说到这里， 我们也不得不再提及一
下闻鸡起舞故事当中的另一个主角刘琨
了。 刘琨原本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青
年俱乐部“金谷园二十四友”的成员。在
这二十四友里既有贾谧、 石崇这样的土
豪，又有潘岳、左思、陆机、陆云这样的文
坛大咖， 混迹于这个圈子的刘琨可以说
是一个彻底的纨绔子弟。

但是好在刘琨身上也有一股渴望建
功立业的英雄豪气，《晋书》 中是这样记
载这两个人的友情的：“逖、琨并有英气，
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
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
耳’。” 就这样， 两个年轻人成了至交好
友。

后来这两个人中首先发迹的反而是
刘琨，在八王之乱中，刘琨投笔从戎，以
一军之将的身份加入了司马氏手足相残
的内战中，并且有过高光表现。在八王之
乱平息后， 刘琨就被最后取胜的司马越
提拔为并州刺史， 出征因为遭到匈奴侵
略而残破不堪的晋阳城。

经过刘琨的一番励精图治， 晋阳成
为拱卫西晋朝廷的重要据点， 在与匈奴
兵交战的过程中， 刘琨还曾经以自己编
写的乐曲勾起匈奴兵将的思乡之情 ，让
五万敌兵不战而退，留下了“一曲胡笳救
孤城”的千古佳话。

然而刘琨后来还是输给了自己的公
子哥作派，因为在用人方面过于随性，很
多有能有志之人纷纷弃他而去甚至与他
反目成仇， 最终也是因为不能听信忠言
而遭受大败， 只能忍痛放弃自己经营了
十年的并州，逃往幽州依附鲜卑盟友。在
失去了刘琨这一有力的屏障之后， 匈奴
很快攻陷了长安，西晋就此灭亡。

在幽州， 寄人篱下的刘琨依然心系
故国， 他先是派出后来成为东晋名臣的
温峤到扬州劝司马睿称帝， 又屡次恳求
鲜卑人出兵讨伐石勒。与此同时，祖逖也
终于说服东晋朝廷派自己出兵北伐 ，看
起来这对昔日的挚友终于有机会相聚于
中原，一同为国事出力了。

但可惜终究刘琨没能实现夙愿 ，在
鲜卑人的内乱之中，刘琨遭到猜忌；而东
晋方面， 准备行篡逆之事的权臣王敦也
惧怕刘琨的声望， 致信让鲜卑人杀死刘
琨以绝后患。

刘琨被杀之前 ，将个人一生的志向
写进了赠给亲友卢谌的诗中 。 在这首
咏叹了诸多帝王将相伟业的长诗中 ，
刘琨用 “功名未及建 ，夕阳忽西留 ”这
样伤感的句子写尽了有志不能伸的怅
然 。

之后，祖逖一直坚持北伐，直到他也
在几年后因为积劳和忧愤去世以前 ，河
南一直为东晋所有。

当“闻鸡起舞”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历
史上时，它固然是个带有贬义的词汇，但
是看到祖逖和刘琨两个人后半生的所作
所为， 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奔赴国难的
义举所感动，是他们为“闻鸡起舞”这个
成语添上了一抹不灭的光辉。

第 一 循 吏 孙 叔 敖
周 强

孙叔敖（约前 630-前 593 年），芈姓，蒍氏，名敖，字
孙叔，春秋楚国期思邑（今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人，曾
三次担任楚国令尹（宰相）。他以中国“循吏”第一人的身
份在历史上出现，他给淮南人民留下的遗产是泽惠当地
2500 余年的芍陂（安丰塘）。

何谓“循吏”？按照司马迁解释，就是遵奉法律、按照
情理办事的官吏。在司马迁时代，能进入他视野的循吏
只有 5 个人，即楚国孙叔敖、郑国子产、鲁国公仪休、楚
国石奢、晋国李离。两千多年过去，老百姓能够记住并了
解的，恐怕也只有孙叔敖和子产了。

孙叔敖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循吏，是由他的政治品质
和道德操守决定的。

心中有民
孙叔敖小的时候，心里就想着别人。有一次出门，路

上看见一条两头蛇，他将蛇杀了埋掉后回家，哭着对母
亲说：“我听说人见了两头蛇就会死。 刚才我看见了它，
恐怕我也要离开母亲而死了。” 母亲问他蛇现在何处?他
回答说：“我担心别人见到这条蛇也会死去，就把它杀掉
埋了。”母亲说：“你做了好事，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不
要担心。”这就是最朴素的家风教育。因为平安无事，他
更相信母亲的话，要做好人，必须要多做好事。楚国老百
姓后来都知道了这件事，听说他将出任高官，都很高兴
地说，“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当了令尹后， 在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时，
他体恤民情，努力做到亲民便民爱民。楚庄王嫌弃楚国
的车子太小，于是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
敖劝谏说，如果以行政命令来强制推行，一定会招致老
百姓的反感。 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都做高些，低
矮的车子过不去，人们自然会将矮车改造成高车。后来
这样做了，果然在老百姓中没有引起什么波动。当时楚
国流通贝壳形铜币“蚁鼻钱”，楚庄王认为这种货币重量
太轻，下令改铸大币，强令流通。老百姓使用起来很不方
便，商贾们也蒙受损失，纷纷放弃经营，引起市场混乱。
于是孙叔敖劝说楚庄王，恢复原来流通的蚁鼻钱，很快
市场又恢复了繁荣。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鼓
励大家在秋冬季节进山，采伐竹木，就地贮存。待春夏山
水泛滥，再顺流运出售卖，老百姓从辛苦的劳作中得到
实惠，自然要感恩政府。联想起战国时代孟轲提出“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孙叔敖的民本“实
践”却比儒家亚圣孟轲的理论要早出 250 多年。

心中有国
非常庆幸，孙叔敖执政时，辅佐的是明君楚庄王。
楚庄王是位很有抱负的国君，“一鸣惊人”说的就是

他的故事。这时的楚国正处于上升时期，东部疆界已经
扩展到安徽省的无为与巢湖之间，淮南地区早已成为楚
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军队的战胜攻取，新区域的治理消
化就成为宰辅孙叔敖的职责。他行使宰相的权力，调动
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兴修了若干宏
伟的农田水利工程，比如淮南的芍陂，在他河南省家乡
的期思陂， 还有湖北省内沟通长江和汉水的 “云梦通
渠”。现如今，期思陂早已堙没，云梦通渠也只在有关专
业地图中才偶有出现， 而芍陂至今仍然在发挥着效益，
成为寿县人民的当家塘、幸福塘，“寿人至今德之”。

在孙叔敖心中，“国”与“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众多

的水利工程竣工， 丰产的稻米填满了老百姓的米袋子，
利民；源源不断的军粮输送至争霸前线，利国。同时，他
还注重冶金业、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尤其是鼓励民众上
山采矿，使楚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铁工艺在诸侯中处于领
先地位，国力也不断增强。

孙叔敖执政期间，楚国社会出现少有的“家富人喜，
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安乐祥和
景象。楚庄王十七年（前 597 年），楚军与霸主之国的晋
军会战于位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邲地， 楚军一举获胜，楚
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春秋时期第三位霸主，
作为宰辅的孙叔敖功不可没。

心中有戒
《列子·说符》和《淮南子·道应训》都记载了这样一

件事：隐士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有三种情况会招致社
会上对你的怨恨。一个人地位高了，任何人都嫉妒；官做
得太大，君主不放心；待遇高了，承担的责任就大，招致
的仇怨也就多了。孙叔敖表示，我的地位越高越要谦虚，
要对别人更加尊重；我的官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小心，
没有一点傲慢；我的待遇虽然越来越多，但可以用来帮
助更多的贫困者。我以后就用这些做法来免除“三怨”。

楚国王公贵族出行都用膘肥体壮的公马拉车，但他
出行乘坐的只是竹木做的旧车， 驾车的也是瘦弱的母
马。侍从们看不过去，就问他，“驾驶又新又好的车子才
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速度才能快，穿狐皮做成的衣
服才暖和，国相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孙叔敖回答说：
“我听说，君子服饰穿得漂亮，应当显得谦恭一些才是；
小人服饰穿得漂亮，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
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孙叔敖淡泊名利，将高官厚禄看得很轻，“三得相而
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
人也是如此， 他的妻子从来没穿过丝绸一类的高档服
装，驾车的马匹也从不喂上等饲料。

孙叔敖的身后有些令人泪目。他在任期间，功劳卓
著，但从不接受楚王的封赏，家无余财，晚年非常穷困。
孙叔敖病危弥留之际还告诫儿子：大王多次要封赏土地
给我，我都没有接受。如果我死了，楚王一定会给予你们
很丰厚的赏赐，但是你们千万不能接受，只能选择偏远
的薄地去生活。后来，孙叔敖的子孙生活极端困顿，伶人
优孟以演戏的形式向楚庄王反映了情况，楚庄王大受震
动，于是准备封赏，但孙叔敖后人只接受寝丘之地，也就
是埋葬亡人的荒丘。因为偏处一隅，无人觊觎，使得孙叔
敖后人能够存身自处，家世绵延。

孙叔敖主持兴修的安丰塘在民间素有“天下第一塘”
之称， 现在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早在北魏之前，当地的老百姓就在安丰塘北岸修建了
孙叔敖祠堂，对这位“循吏”进行永久纪念。现在，风光绮丽
的安丰塘和古色古香的孙叔敖祠堂已经成为淮南旅游的
地标风景之一，孙叔敖也以这种形式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孙叔敖纪念馆

孙叔敖雕像

凤阳明皇陵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