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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淮南”
周 强

《辞源》 是一部古汉语专门工具书，
其特点之一就是“结合书证，重在溯源”。
但《辞源》对“淮南”并没溯源，只是说“泛
指淮水以南之地，大致为今江苏、安徽两
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方”。 笔者试
以本文对“淮南”进行溯源。

虚幻的“淮南”
中国最早的地理书 《尚书·禹贡》是

后人假托大禹所作。 《禹贡》将理想中的
夏朝疆域设定为九州， 其中徐州与扬州
以淮河为界，“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海惟扬州”。意思是，黄海、泰山至淮河之
间是徐州；淮河至东海之间是扬州。徐州
与扬州虽然以淮河为界，但并未出现“淮
北”或“淮南”字样。

《周礼·考工记》 大约成书于春秋战
国时期，书中开始出现“淮北”，其《总叙》
云：“橘逾淮而北为枳”。 《考工记》虽未提
及 “淮而南 ”，但却是成语 “淮北枳淮南
橘”的源头。

“淮南”最早出现于《晏子春秋》。 齐
国官员晏婴出使楚国，楚王请晏婴喝酒。
酒兴正浓， 楚国两名官员押着一名罪犯
面见楚王，说罪犯是齐国人，在楚国犯了
偷窃罪，请楚王处置。 楚王揶揄晏婴说：
“齐国人本来就擅于偷东西吗？ ”晏婴回
答道：“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
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晏婴接着进
一步延伸说， 齐国的老百姓在本国不偷
东西，到了楚国就偷东西，莫非楚国的水
土使百姓善于偷东西吧？ 楚王被晏婴所
怼，自讨没趣。

晏婴去世于公元前 500 年，当时吴、
楚两国在江淮地区的争夺已白热化，吴
国已协助蔡国迁都州来， 总体上吴国处
于上风。 从晏婴与楚王对话的语境可以
理解，“淮南”虽有淮河以南的意思，但基
本是虚指，只是对《考工记》中“淮而北”
的延伸。

模糊的“淮南”
作为地域概念的“淮南”最早出现于

战国末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
二十三年（前 224 年），“荆将项燕立昌平
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此处的“淮南”
是个模糊概念。

“荆”即楚，秦庄襄王名嬴子楚，嬴政
为其父避讳，所以称楚国为荆国。昌平君
是楚考烈王芈完庶子。 当年芈完以太子
身份赴秦为质，秦昭襄王以女妻之，生昌
平君。 秦王政九年（前 238 年），长信侯嫪

发动叛乱，嬴政“令相国、昌平君、昌文
君发卒攻 。 战咸阳， 斩首数百， 皆拜
爵”。时年昌平君 30 岁，嬴政以其为秦国
丞相。

公元前 226 年，嬴政将“昌平君徙于
郢”。 “郢”即楚国故都郢陈，故地在今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当时已被秦国占领。
嬴政以昌平君为郢陈的最高长官， 希望
他以楚国公子的身份对故都臣民进行安
抚，同时还对秦军攻楚负有支援责任。

同年，秦国以李信及蒙武率 20 万秦
军发动灭楚战争，楚军连败。昌平君虽是
秦国官员，但又是楚王之子，面临楚国危
局，因此感情复杂，楚国名将项燕（西楚
霸王项羽的祖父）乘机游说策反。

后来楚师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
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此战是秦灭六国过程中唯一的败仗。 秦
军失利的原因极大可能是昌平君在郢陈
叛秦（至少是不合作），与项燕率领的楚
军对李信形成夹击，造成秦军溃败。

两年后，嬴政启用老将王翦以 60 万
大军再度攻楚， 项燕奉楚王负刍御驾亲
征。秦军“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荆将
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平
舆南距淮河约 80 公里，东距楚都寿春约
250 公里。 楚王负刍被俘后，项燕拥立昌
平君为新楚王， 因此昌平君反秦并非在
淮南，而是在淮北。 至于他们的后续，只
能是一路溃败，渡淮而南，回到寿春。 一
年后，秦军攻占寿春，“昌平君死，项燕遂
自杀”，楚国灭亡。

真正的“淮南”
作为行政区域的淮南诞生于公元前

203 年。
公元前 221 年，秦灭齐，建立大秦王

朝。 公元前 206 年，秦亡，西楚霸王分封
18 诸侯，汉王刘邦建都南郑 （今陕西省
汉中市），九江王英布建都六县（今安徽
省六安市）。 同年，楚汉战争爆发，各路诸
侯王面临选边站队。 英布开始保持中立，
后来叛楚归汉，项羽愤而出兵攻击，英布
败逃刘邦。 公元前 203 年，刘邦封英布为
淮南王，给他画了一张大饼。 次年，项羽
败亡， 英布开始拥有淮南国实土， 领九
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王都继续设在
六县。 因为淮南国四郡都在淮河以南，因
此淮南国是真正的“淮南”。

公元前 196 年，英布叛乱，刘邦改封
皇子刘长为淮南王， 将王都由六县迁至
楚国故都寿春，当时寿春还是全国“九大
都会”之一。 公元前 174 年，刘长的淮南
王爵被褫夺，淮南国除，所辖诸郡归中央
直辖。 到公元前 164 年，汉文帝再封刘长
之子刘安为淮南王，其辖域大幅度缩水，
北部仍以淮河为界， 南部边界退至今安
徽巢湖、舒城、霍山一线。 但这块地域仍
在淮河以南， 所以刘安的淮南国仍然是
真正的“淮南”。

公元前 122 年， 汉武帝以诏狱查究
淮南王刘安，刘安自杀，淮南国除为九江
郡。 此后直至东汉灭亡共 342 年，淮南国
未再恢复。 但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
袁术曾从公元 194 年起割据淮南， 后来
袁术“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
守为淮南尹”。 “尹”是首都所在城市的郡
级建制和行政长官名称， 继西汉长安京
兆尹和东汉洛阳河南尹之后，“淮南尹”
成为中国历史第三尹。 袁术时代的 “淮
南”仍在淮河以南。

错位的“淮南”
从三国魏开始，“淮南”频频错位。 公

元 221 年，魏文帝以九江郡为淮南国，封
子曹邕为淮南公。次年进淮南王。又次年
改封曹邕为陈王， 淮南国没有恢复为九
江郡，而是改置为淮南郡。 魏淮南郡领 7
县， 其中寿春、 成德 （今寿县瓦埠湖东
南）、西曲阳（今大通区高塘湖西）和合肥
四县位在淮河以南，而下蔡（今凤台县）、
义城（今怀远县东）和平阿（今怀远县东）
三县则在淮河以北。 魏淮南国（郡）辖域
已经越过淮河，与“淮南”的地理意义发
生冲突。

西晋淮南国（郡）的版图面积扩大，
但淮北三县仍然归属，淮南国（郡）与“淮
南”继续错位。 到南朝宋，因为侨置州郡、
由侨转实的影响，淮南郡竟然转到江南，
而传统的淮南郡则转为梁郡。 唐朝一级
行政区域淮南道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
市，但辖域全部在淮河以南。 而北宋一级
行政区域淮南路辖域竟延伸至淮河以北
的亳州、宿州、泗州等地。 后来淮河成为
宋金界河，因此南宋的淮南路名实相副。
元明清三代至民国，不再有以“淮南”命
名的地方行政建制。

1930 年 3 月，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
在九龙岗设淮南煤矿局， 具有地名意义
的“淮南”重新出现，但它并非行政区域。
1949 年 2 月， 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政府
成立，作为行政区域的“淮南”重新在历
史上出现。 1950 年 9 月，撤销淮南矿区，
改设淮南市(县级)。 1952 年 6 月，经政务
院批准，地级淮南市成立，县级淮南市撤
销。 至 1964 年 4 月，淮南市辖田家庵、大
通、谢家集、八公山等河南 4 区的体制定
型。 这时淮南市的名称与辖域名实相副。

上世纪 70 年代， 淮南名实再次错
位。1972 年 9 月，从阜阳地区凤台县划入
部分地域设古沟区 （1980 年 10 月改称
“潘集区”）；1977 年 1 月， 凤台县由阜阳
地区划入淮南市。 这时，淮南市淮河以北
的辖区面积甚至超出淮河以南。

2004 年 7 月， 将长丰县北部的杨公
镇等七个乡镇划入淮南。 2015 年 12 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寿县划归淮南市管
辖。 至此，淮南市淮河以南有寿县和大通
区、田家庵区、谢家集区和八公山区；淮
河以北有凤台县、潘集区和毛集实验区。
淮南市与“淮南”继续错位。

节气歌的由来
应克荣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
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这是我
们耳熟能详的节气歌，流传广，影响大，
无数炎黄子孙通过节气歌，了解、熟记、
背诵并灵活运用二十四节气及其相关知
识。

作为二十四节气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二十四节气歌的作者是谁？ 又是
何时创作的呢？

清代早期刻本《时历纂》中就有《一
年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总括歌 》， 共 24
句 160 字，6 字句和 7 字句混杂， 内容
为:“立春东风振陟，雨中獭雁(鹰)萌芽，
惊开桃树苍鹰化，分玄雷电偏大……鸡
乳征禽紧正当。 ”二十四节气名称在诗
中“藏头”出现，且题目中突出了二十四
节气。这首总括歌可以说是二十四节气
歌的萌芽之一。这本书里有“时宪历”字
样，不是为避乾隆的名讳而改名的“时
宪书”，可以判定为清早期刻本。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苏州著名弹
词艺人马如飞用节气和戏剧名称编写
一首 《节气歌弹词 》进行演唱 ，深受欢
迎。 这首弹词文辞典雅，巧妙嵌入节气
名、戏剧名，并与当时物候、农事、习俗
融为一体，闻者无不叫绝。 内容为 :“西
园梅放立春先，云镇霄光雨水连。 惊蛰
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梦花间。 清明时
放风筝好，谷雨西厢好养蚕……幽阖大
雪红炉暖，冬至琵琶懒去弹。 小寒高卧
邯郸梦，一捧雪飘交大寒。 ”

现代版节气歌的创作，与中华民国
改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纪年方式改为国号纪年，同时在全
社会推广使用阳历。 改历的最初目的 :

一是共和成立， 不用朝代和皇帝年号，
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 ;二是
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阴历中闰月的换
算，便于年度预算 ;三是与国际上普遍
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便于在对外贸
易和对外交涉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最
终的世界大同。

1927 年 4 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后，将阳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历)视
为“废历”，并“特制国民历颁行各省，凡
属国民，均应遵守”。 但“废除旧历改用
国历”推行得并不顺利。 虽然官方强力
推行阳历， 但民间仍固守阴历的习俗，
甚至形成官民对立的“二元”体系。

“废除旧历改用国历” 的争议和官
民冲突，受到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年轻
人张心一的关注。 张心一，1922 年毕业
于清华学堂，1925 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
农学院畜牧系，1926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
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7 年 至
1929 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
经济系任副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 ;
1929 年至 1932 年 ， 任南京国民政府
立法院统计处农业统计科科长。 其农
学的专业背景及与农学相关的工作经
历，使得他格外关注国历改革。 经过深
入思考， 他把 24 个节气同阳历联系起
来，编成《二十四节气歌》，以更好地指
导农业生产。

1929 年出版的《国历之认识》一书
中，第四部分《新历二十四节歌》，作者
署名为张心一。 节气歌分为 “长江流
域” “黄河上游” “黄河下游”三个版
本，都为 32 句 224 字，前面 9 句完全相
同，内容为 :“改用国历真方便，二十四
节极好算。 每月两节日期定，年年如此
不变更。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
廿三。 诸位熟读这几句，以后宪书不用
看。一月大寒随小寒”，第十句开始有了
变化，依次为:“若种早稻须耕田”“农人
无事拾粪团”。 接下来的奇数句完全相
同，偶数句因地域不同，农事安排略有
差异。 最后两句三个版本完全相同，都
是 “只等大雪冬至到， 把酒围炉过新

年”。
为了让国民认识到新历法的好处

和重要性，二十四节气交节时刻在阳历
中十分固定是个很好的理由。 《新历二
十四节歌》开篇便突出了阳历的便捷之
处，即每月固定上旬为一个节气、下旬
为另一个节气，并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形
式表达，易于被接受和传播。

节气歌编好并印刷成书后，在社会
上引起较大反响，并在来年的历书中留
下痕迹。 1930 年历书中就有一首《国历
节令歌》，内容与 1929 年《国历之认识》
中的“长江流域”版本完全相同，从第十
句开始为:“若种早稻须耕田。 立春雨水
二月到，小麦地里草除完……立冬小雪
农家闲，拿去米棉换洋钱。只等大雪冬至
到，把酒围炉过新年。 ”从“早稻”“黄梅
雨”等字词中可以看出，这本历书印刷和
使用范围是长江淮河的中下游地区。

1944 年浙江省出版的历书中 ，节
气歌被改编成 60 句 420 字， 这也是目
前看到的最长版本。 内容为:“改用阳历
真方便，三六五日作一年。 四六九十一
是小，其余七个月为大。 惟在二月廿八
日， 每届四年加一天。 若算二十四节
气，亦用阳历最相宜。上半年来六廿一，
下半年来八廿三。 每月二节日期定，年
年如此不改变。 一月小寒接大寒，扩种
冬作初步完。全年农业预先计，闲时还把
副业算……大雪过后又冬至， 把酒围炉
过新年。 ”

1947 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历书中，有一首《记节气》的歌谣，与
现在流行的 56 字节气歌最为接近，作
者不详，共 12 句 84 字 ，内容为 :“使用
阳历真方便，二十四节不用算。 前半年
来六二一，后半年来八二三……春雨惊
春连清谷，夏满夏芒暑相连，秋暑露秋
寒又霜，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个挨
住数，学会这个不费难。 ”因为该出版社
前一年的历书中并无节气歌内容，所以
可以断定 ， 这首节气歌就是现在 56
字节气歌的“蓝本”。

1948 年四川省历书中， 节气歌与

1930 年时的基本一致，个别字句做了改
动，如“每月两节有定期” “在上半年
六廿一，在下半年八廿三” “立冬小雪
农家闲，运米挑麦换银钱”等。

1948 年，冀中出版的历书中，《二十
四节歌》共 8 句 56 字，内容为 :“立春雨
水惊蛰苏，春分清明谷雨入……立冬小
雪连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无。 ”1949 年，
北岳行政公署农业处编辑的历书中，节
气歌前 4 句变成了:“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二暑连。秋暑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 这与现在的节气歌仅差
几个字:当时为“二暑连”，现在为“暑相
连”;当时为“秋暑”，现在为“秋处”。

新 华 书 店 1949 年 12 月 出 版 的
1950 年历书中，《节气口诀》共 10 句 70
字，内容为:“阳历节气最好算，按月两节
不改变。上半年逢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
三。 每节日期安排定，旧法历书不必看。
立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处
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

1950 年 1 月 9 日，现在流传的《二
十四节气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节
气歌标题处并无署名。 这首节气歌 10
句 70 字， 内容为:“春雨惊春清谷天，夏
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
冬小大寒。每月两节日期定，年年如此不
更变。 上半年来六廿一， 下半年来八廿
三。人人熟读节气歌，按时播种过丰年。”
该节气歌因刊登于权威媒体， 又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 个月后， 影响非常
大，遂成为最广为人知的一首歌谣。

节气歌的形成，历时长久。 二十四
节气歌的形成时间可以这样表述 :最晚
在明清时期，我国民间已有二十四节气
顺序歌，民国改用阳历后，张心一创作
了含有农业事务和阳历时间的传统版
节气歌，后经多位专家的精心提炼和修
改， 在 1947 年形成了现在朗朗上口的
经典版节气歌。 节气歌的版本多种多
样，最少的 28 字，最多的 420 字，构成
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节气歌“全家福”。节
气歌的影响，既广且长。 节气歌在中国
民间广为流传，可谓妇孺皆知。

吴 家 楼 巷
王晓珂

古城东街南梁家拐以东有一条四
百米长的巷子， 叫吴家楼巷， 南端连
接钱李巷， 北端通往东大街。 清代时
期， 巷子里楼阁庭院， 青砖灰瓦， 宅
院深深。 其中有一座最为豪华的三进
大宅的主人吴姓， 富裕人家， 祖辈留
下了家业， 位于寿州城东南乡的数千
亩良田， 吴家生活殷实， 常以诗礼传
家， 家风承续着古城崇文重教的传统。

清乾隆时， 吴家在巷子居中面东的
宅院大门修起了两层的门楼。 楼下大门
两边各有门房， 楼上三间小屋四面都留
有小窗， 以观望窗外的周围景象， 如有
紧急情况时， 可预先准备。 在寿州城
里， 此门楼也是独此一处。 后来人们都
把这条巷子也被叫作 “吴家楼巷”。

吴家子弟都进入私塾读书， 习读
“四书五经”。 到了清同治年间， 吴家
生有两儿一女， 长子伯安和次之仲安，
女儿永芳， 时光荏苒， 到了民国他们
都已娶妻生子。 伯安热衷于社会活动
和公益事业， 有时仗义疏财， 助人为
乐。 后又关注县城的教育事业， 由于
寿州光绪二十九年富绅孙多森在县城

南街建立了私立阜财高等学校， 古城
的学校也随之兴起， 吴伯安被任命为
县立卧佛寺小学首任校长。 吴伯安为
学校请来了十几位教师， 后来一位孔
子的后裔也来到吴家楼巷东边居住 ，
教书育人， 培养了很多学生， 通往孔
家的小路也渐渐成了一条窄窄的短巷，
后县衙给予命名为孔家巷。 旧时吴家
楼的对面有一个菜园、 水塘和小树林，
也是吴家田产， 后来吴家女儿嫁到正
阳关叶家， 叶家在古镇有店铺， 而吴
家女婿却沾染上了赌， 家道败落， 拖
儿带女又回到吴家， 吴家在对面的树
林里建了房供他们居住。

卧佛寺位于城东门内，与吴家楼巷
一路之隔。 清乾隆年间卧佛寺院庭宽
大，房屋众多，宦游者多居住此地。光绪
《寿州志》 记说：“寺塑一佛侧卧石全 一
膝，伟然丈六躯也。后邑人又塑一小像
于前 ，大仅三之一 。世说 ‘庾公见卧佛
曰：此子疲于津梁’，世以为名言。”卧佛
寺昔有两碑，碑记述卧佛寺相传为明朝
进士张梦蟾的家庙，乾隆五十五年知县
陈文矩修。到了嘉靖年间，监生杨敬修
捐产重修。二十世纪初，废寺办学，取名
卧佛寺小学，建国后改名为城东小学校
至今。原有庙房尚存三间，碑石早已不
见。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那是民国五
年，吴家的女佣来到金家找侄媳妇商量

事，看到了一个俊秀的小女孩，那是金
家老二的二女儿，正好与吴家的二少爷
年龄相仿，于是开口牵线做媒，之后定
下了娃娃亲。此时金家在南街开有金协
顺果品店，家境殷实，生意红火。金家二
儿媳妇在金家都称二奶奶， 精明能干，
上上下下都是她打理，也姓吴，与吴家
楼的吴家同姓不同宗，两家走得很近。二
奶奶的弟弟在姐夫的帮助下， 在古城开
了一家照相馆，即民国时期吴开照相馆。

在民国二十四年的一个夏日，吴家
楼巷里热闹非凡，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吴家人正在迎娶金家姑娘。寿县的习俗
由来已久，结婚都是请算命先生推算吉
日，男方按照吉日吉时写好 “请婚书”，
由媒人送达， 女方收到请婚书后， 写
回书并列女子的衣服尺寸， 交媒人带
回。 旧时在寿县， 婆家只需要准备好
婚房、 婚床和婚服即可。 洞房中所有
的家具、 用品全由娘家陪送。 对于娘
家人来说， 置办嫁妆可是件头等大事。
嫁妆的数量和质量， 不仅关系着娘家
人的体面和声誉， 还直接关系到女儿
嫁过去后， 能否被婆家人瞧得起、 不
受气。 在寿县， 大多数娘家人都从闺
女小时候起就为她积攒嫁妆。 嫁妆里
最大的两宗就是家具和四季穿戴。 在
寿县 ， 陪嫁的家具一般分四箱四柜 、
双箱双柜和单箱单柜等几个档次。 此
次金家闺女嫁到吴家楼， 陪送了四箱

四柜 、 两只高衣柜 、 两只半高衣柜 、
四只樟木箱、 一张八仙桌、 八把高背
椅、 两张长条凳、 四只茶几、 四只大
方凳、 四只小方凳以及梳妆台等， 大
小共三十二件。 金家的嫁妆里衣服和
鞋 ， 有春夏秋冬穿的 ； 面料有绸缎 、
洋布、 棉布、 厚绒布、 皮毛； 还有年
节穿、 出门穿、 家常穿、 里面穿 、 外
面穿等等。 小城街人常说， 富家女陪
嫁的衣装一辈子都穿戴不完。 而金家
陪的也够穿戴十年八载的了。 寿县的
风俗， 抬桶箱的人很霸气， 婆家人不
敢怠慢。 每进一道门， 婆家必须给红
包。 否则， 他们就会放下桶箱。 这样
的情况， 对新婚夫妇生儿育女不吉利。
新娘嫁妆进入洞房全部就位， 满满当
当， 红对联、 红喜字、 红绸带、 红蜡
烛， 洞房映照得红彤彤一片。

吴家楼的繁华在日本人攻占县城
的时候打破， 吴家兄弟俩先后出外学
习和当兵， 后来都去了西北兰州， 在
一所大学里工作， 吴家的媳妇金家姑
娘也长途跋涉地去往那里， 几十年来
她常常回到故土看望 ， 眷恋和思念 ，
在她晚年患病的日子里， 什么都忘记
了， 唯独对家乡的往事记忆犹新。

往事如烟， 如今， 几百年的吴家阁
楼早已荡然无存， 而吴家楼巷的地名依
然续存下来， 世事沧桑， 那里发生的故
事也留存在记忆中， 写在岁月里。

hnrbhh77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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