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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41年,决裂和倔强
———楚考烈王记事⑥

沈国冰

1
公元前 272年春天的一天，楚国都城陈

郢郊外。
天色微明，楚顷襄王带领群臣趁着晨光

来给太子熊完送行。
在楚顷襄王再三恳求之下，秦昭襄王审

时度势，决定秦、楚休兵罢战、握手言和。
不过，秦昭襄王提出一个极为苛刻前置

条件，楚国要把太子熊完送到秦国“考察游
学”； 还有附加条件是， 非经他本人审批同
意，熊完不得出咸阳。 至于想回楚国，那就更
不要想了。

至于熊完在秦国都城咸阳 “考察游学”
时限，却并无定期。

楚国再三询问此事，秦国回答：这要看
我们大王的心情。

说白了，熊完就是到秦国去当人质。
为了求得国家的喘息和图存，楚顷襄王

只能如此。
楚顷襄王选定楚国左徒黄歇，作为太子

熊完的贴身护卫，陪伴太子熊完前往秦国。
这天清晨，大家的心情都很郁闷。
楚顷襄王爱怜地注视自己的儿子太子

熊完，目光里充满舐犊深情、国家存亡、王者
尊严、无奈惜别……心情极为复杂。

楚顷襄王最后把目光转向楚国左徒黄
歇：楚国的未来，太子的安危，就交给你了！

左徒黄歇双膝跪地，慷慨激昂，大声向
楚顷襄王起誓。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大
致意思是：臣一定不负大王重托，虽万死不
辞，臣在太子在，臣不在太子还在！ 臣恨不能
和太子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和太子同年同
月同日死！

不曾想，黄歇的一席话，34 年之后的公
元前 238年，竟然一语成谶。

2
每一个雄才大略的王，都有故事。
不是因为有故事，才能成为王。 而是因

为成为了王，才有资格有故事。
公元前 247 年，秦昭襄王的孙子，那个

仅当了 3年秦王的秦庄襄王，不幸去世了。
这一年，秦庄襄王的儿子、秦昭襄王的

曾孙，嬴政年仅 13岁，从他父王手中接过秦
国的权柄，即位成为秦王。

秦国，续国 563 年，历经 36 位王，嬴政
就是那最后一任秦王。

公元前 238 年，嬴政 22 岁，在故都雍
城举行国君成人加冕仪式，从此开始亲政。

从公元前 23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秦
王嬴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
岁时完成统一大业， 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
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
朝。

定都咸阳。
是他的秦国，也是他的秦朝，奠定了今

天我们中国版图的地基。
从秦国向秦朝的完美跃进， 也只有雄

才大略的嬴政，才可以企及。
公元前 210 年， 秦始皇嬴政东巡途中

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
大王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

“三皇五帝”，王的名号，已经远远不可与自
己的丰功伟绩匹配。 于是，从“三皇五帝”中
抽出“皇”和“帝”，把自己的尊号改为“皇
帝”。

“皇帝”的称号由此而来。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 “皇

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
时间轮转。
在秦昭襄王手上， 一败涂地的楚顷襄

王，他的儿子楚考烈王，将和秦昭襄的曾孙

秦王嬴政，交手。

3
历经几百年互相不断征伐，最后形成的

“战国七雄”，个个都是强国。
强国之间比拼的，就是谁有雄主辈出。
其实，从最初的开始，秦国并不算出众。
一切的改变，从秦孝公开始，因为秦孝

公任用了一个绝世英才，开启了一场前无古
人、鲜有后来者的伟大变革，史称“商鞅变
法”。

秦孝公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 356 年，颁
行商鞅起草的著名的“垦草令”。

“垦草令”的核心要义，就是那些无爵无
位的平民只要努力种田和杀敌立功，就可以

得到高爵厚赏，而国君则根据他们的军功大
小来封爵。

在这样一种军功爵制的激励下，平民的
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因为立功受奖者
不但在经济上能得到实际利益，而且在政治
上、社会上也享有较高的地位。

按军功大小给予奖赏，这样就使爵禄滥
用的现象得以改变， 既使国家富裕又能使
“民不失职”。

这种按军功行赏的制度，大大刺激了秦
人 “多立功为荣” 的心理，“干得越多得到越
多”的鲜明导向得到树立，从而达到了迅速增
强国力的目的。

受益于“商鞅变法”，原本并不起眼的秦
国，迅速崛起，一路奔赴，进入战国之后，终于
站上头号强国的巅顶。

秦国的一国独大，让其他“六雄”感到很
不安全。 于是，“合纵”和“连横”登场了。

“六雄”们想的是，我们六家抱团联手对
付秦国。 秦国使出的招数是“各个击破”“分
而治之”。

从公元前 318 年至公元前 241 年，77
年间，位于东方的五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起五
次攻打秦国，史称“五国攻秦”。

看来，秦国的“连横战略”取得了实效。
每一次“合纵国”攻秦，都凑不齐六国，而是五
国。 总有那一个国家，冷眼观战。

五次“五国攻秦”，秦国对阵“合纵国”，
取得两胜两败一平战绩。

这五次“五国攻秦”，楚国都是急先锋，
当了 3次“合纵长”。

公元前 241年，“五国攻秦” 的第五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次的“合纵长”是楚考烈
王，五国联军的“总司令”是楚相春申君黄歇。

结局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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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41年的时候，考烈王熊完担任

楚国的王，已经 22 年。 这一年，黄歇担任楚

国相国也已经 22年。
22年来，考烈王熊完和相国黄歇既是君

臣，更像师徒，还像父子和兄弟。
黄歇对考烈王的忠诚，指天可鉴。 考烈

王绝对相信： 如果楚国所有人都会背叛他，
唯有一个人不会，那这个人一定是黄歇。

考烈王对黄歇的信任，无有其二。 黄歇
绝对相信： 如果楚国所有人都不信任他，唯
有一个人不会，那这个人一定就是熊完。

励精图治，楚国的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增强。 在“国际上”，春申君黄歇的声望和
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黄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一试身
手了。

绝地反击，合纵攻秦。

这一次攻秦的合纵国是楚、燕、赵、魏、
韩五国，楚国为发起国，当然就是这次军事
行动的带头大哥。 五国推举楚考烈王为合纵
长， 推举楚国相国春申君黄歇为五国联军
“总司令”。

齐国选择了中立和观望，没有参加。
反正每一次合纵攻秦，都难以实现六国

齐聚，不是少这国，就是少那国，诸国也都习
以为常了。

五国联军来势汹汹， 一举攻取了寿陵，
直抵秦国函谷关。

寿陵，原来属于燕国，后来被秦国占领
并纳入版图，秦孝文王、华阳太后都葬在寿
陵。

“邯郸学步”里，那个去赵国邯郸学步的
燕国少年，就是寿陵人。

与“邯郸学步”相对应，还有另外一个成
语“寿陵失步”。

相对于广为人知的 “邯郸学步”，“寿陵
失步”却鲜有人知。

攻取寿陵的小胜， 让五国联军开始轻
敌，以为秦军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强悍和可
怕。

现在，兵陈函谷关，更让五国联军产生
了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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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公元前 247年，同样是五国联

军攻秦，也就是历史上的第四次“五国攻秦”。
当时秦国的王是秦庄襄王，魏国是五国

联军的合纵长，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担任联
军总司令，五国联军齐心攻秦，接连在河东
击败秦军，一直将秦军打退至河西，五国联
军陈兵函谷关。

只要攻破函谷关， 关中平原无险可据，
秦都咸阳尽在联军铁蹄之下。

审时度势， 秦庄襄王只得低下高傲的
头，割地求和，换取五国联军撤军。

心中装不下奇耻大辱的秦庄襄王，不久

积郁而死。
所以，这一次，当五国联军再次陈兵函

谷关，都以为秦国会再次割地求和，于是都
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再一心攻秦。

可是，这一次，秦国换了王。
秦王，嬴政。 秦庄襄王的儿子。
就在联军不备时，秦军突然从函谷关杀

出，联军措手不及，慌忙迎战。 各国军队都想
保留自己的实力， 不愿效死力与秦军死战，
只是应付一下。

秦军见五国联军无心恋战， 越战越勇，
一举将五国联军击溃。

经此一战，“五国攻秦”失败，损失惨重。
受益最大的是秦国，不但重创了五国联

军，还借五国联军之手削弱了齐国，同时进
一步离间五国与齐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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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不是合纵攻秦，是不是担任合

纵长，是不是打这场战争，楚考烈王是很犹
豫的。

但黄歇力主要打，考烈王只得勉强。
现在好了，一败涂地。
考烈王积累的威名扫地， 楚军精锐尽

失，国库被掏空，和秦国彻底决裂，还得罪了
齐国，与其他五国的关系也很微妙……

算来算去，怎么想都不划算。
思来想去，越想心里越恼火。
在考烈王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

为黄歇。
那个时候，经过黄歇力荐的李嫣（又名

李环），为考烈王连生 2 个男孩，大儿子被立
为太子。 朝中大臣和权贵们，洞若观火，明察
秋毫，争相攀附李嫣的哥哥李园，李园逐渐
得势。 那些黄歇曾经得罪过的官员和权贵
们，聚集在李园周围，编造是非、添油加醋，开
始极力抹黑和诋毁黄歇。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黄歇和李嫣非
一般关系的传言，开始在都城寿春的坊间出
现。

这些流言蜚语，传入考烈王耳中。
一开始，考烈王一点都不相信。
但讲的人多了， 考烈王渐渐产生了疑

惑。
考烈王有意识地开始疏远黄歇。
朝中的权贵和大臣们，何等聪明，都开

始和黄歇拉开了距离。
黄歇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孤立。
公元前 241年，为避秦军锋芒和寻求战

略纵深，考烈王把国都再次西迁，落子寿春。
寿春， 拥有八公山脉屏障和淮河天险，

物产丰饶，交通便捷，是最理想的都城选地。
此前，经过黄歇 10 多年的营建，寿春城池坚
固，物资和兵员储备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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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冷落和无限迷惘困惑的黄歇，在都

城寿春已难有立足之地，决意前往自己的新
封地吴。

吴，现在的苏州和上海一带区域。彼时，
那里还是一片荒芜不毛和人烟稀少之地。

时间可以洗清一切，距离可以产生思考。
但被误解，被污蔑，被抹黑，却无可接受。
士可杀，不可辱。
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奏疏呈送给考烈王后，很快得到批准。
考烈王并没有显示出丝毫挽留之意。
失落至极的黄歇，给考烈王写了一封

临别信。 信笺的最后，他给他此生最忠诚
最至尊的人，写下这样一句话（翻译成今
天的白话文）：

“没有不甘心，只是这个结局，配不上
当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 ”

在民谣里复活一座广岩塘
高 峰

一
北有塘，南有江，楚国多陂塘。
广岩是大塘，芍陂排二塘。罗陂数三塘，姑嫂寡妇

争四塘。
争来争去不相让，气破广岩肚和肠。
水流光，开了荒，塘底一变成粮仓。
围起广岩塘，淹掉十万八千（石）粮。
皇帝怕缺粮，不敢重围上。
寿州之南有古塘，东边广岩塘，西边安丰塘。
广岩塘位于寿县东南 130里的原广岩乡（现属炎

刘镇）。民谣中说，江淮众多陂塘，广岩塘排在老大。但
是，偏偏命运多舛，在所谓相争中“气破肚肠”又遭“胡
敬德鞭打”，终至废驰，如今剩下一个边界不清的遗址。

2018年以来，我时常行走于东南阡陌，寻访于村
叟老妪。终于在刘岗镇得到一本周定一老先生生前踏
勘广岩塘的手稿。 我的耳畔时常回响一种隐约的声
音，它是那么的幽远而又清晰，那是人们口口相传的
有关广岩塘的民谣的歌声，一次次，一遍遍，我沉醉其
中，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民谣突然迸发了巨大的力量，
硬是在我面前复活了一座千年古塘。

二
淮南丘陵岗连岗，黎民生来吃杂粮。
神仙悯农传妙方，令尹兴下起陂塘。
雨水奉命留山岗，五谷自此不缺桩。
若问陂塘哪个早，明明就是广岩塘。
寿州南依江淮分水岭，北临淮河。南边丘陵，北方

湖洼，非旱即涝。农耕时代，为抗御旱灾，自古以来，“寿
地多截陂之水潴而为塘，堵河谷溪流纳为堰池”，所谓
的结阜成岗，聚水成渊。

据说，广岩塘盛大之时，现在的双枣树所在的岗
岭只是一个三面临水的半岛，站在远离塘埂三十里外
的望塘寺门前台阶上可以够得到塘水洗手。又说地处
吴山庙到炎刘庙公路的那道岗岭以北，三义集以南是
塘心， 斑郢村附近那块一亩多的盐硝地 （又称元霄
地），传说是当年两艘运盐船翻掉所致。

古人智慧，利用南高北低的地势，筑堤拦蓄地面
花水。古塘堤坝位置、筑堤用土、泄洪孔道、灌溉水门
等等，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水平，已经做到了
无懈可击。民谣里说“大堤竣，陂塘成，排灌配了套，不
必再烦神。”

三
一练紧锁两道岗，万顷空谷碧波扬。
麦稔稻熟无荒歉，鱼跃鸟飞各展长。
古塘先是一道堤坝拦水，然后再向多道堤坝蓄水

迈进，再抬高坝埂，蓄水最大化，灌溉最大化，黎民百
姓，繁衍生息。遥想当年，碧波万顷，稻菽飘香，庙宇楼
阁，店铺仓廪，绕塘不绝，真是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
使江淮地区一跃为发达地区。处于广岩塘中部和下游
的“钓鱼墩”“谢家墩”已知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环塘“楼房”相望，“仓库”密布，寺庙如林，店铺成网，军
营环卫等。

明朝初年，江淮之间大量移民，国家奖励开荒。沉

睡的广岩塘，又被开垦者的脚步重新唤醒。广岩塘周
边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当地的居民都习惯在姓
的前面冠以一个地名，比如周岗庙李、枣林铺董、连环
塘张、广岩塘周、店子岗王等。这些地名至今仍在使
用，证明了他们的祖先就是古唐的开垦者。

四
广岩塘消失是一个谜。
年久失修、洪水毁坏、豪强占垦、战争所创？也许

是多种因素的叠加造成，至今还没人能够解答。它消
失于何时？因为什么原因消失的？犹如广岩塘创建何
时，是谁创建的？同样没有答案一样，一座千年古塘，
神龙不见首，也不见尾。

只有民谣可以回答我们，它消失于一根“钢鞭”的
抽打。

相传唐朝开国元勋胡敬德祖居广岩塘畔，胡家祖
坟“鲤鱼滩”，依塘而卧，占尽风水，果然出了胡敬德这
个盖世英才。然而，唐太宗坐了皇位后，胡敬德居功自
傲，凌辱将相，以致朝中多有怨言。太宗看在眼里，不便
公开降罪，便想了个法子：一面传旨赐假，让胡敬德衣
锦还乡，祭扫祖坟。一面授意徐茂功（李勣）设法将胡家
祖坟所葬那块“鲤鱼滩”治死，好让胡敬德断了仰仗，削
其傲气。徐茂功便编了一首民谣，派人沿途传唱：

功高盖世，位次一人；万民景仰，威风凛凛；
水淹祖坟，置若罔闻；空有虚名，实是罪人。
在胡敬德到家前， 又命人在夜里偷偷决堤放水，

将“鲤鱼滩”淹没。

胡敬德谢了皇恩，择吉日一路浩浩荡荡前往寿州
广岩祭祖。沿途听得村叟儿童唱民谣，心中疑惑，等到
站在古塘大堤一望，白茫茫的一片，浩淼无际，天水相
连，祖坟早已成了座“水晶宫”。胡敬德大怒，他举起那
根威震八方的九节钢鞭，一鞭将大堤击破，大水整整
淌了七七四十九天，水干塘涸。由于用力过猛，摔脱两
节鞭梢，工节直飞到三十里外的望塘寺门前，钻进地
下，在寺庙门前钻出一眼深井。另一节落在寺院附近，
震塌了寺墙。据说过去望塘寺门前有一大块形如铁葫
芦的东西，历经风雨而不锈蚀，上面镌有文字，两端有
孔，重约二百来斤。抗战时，这个铁葫芦被日寇掠去。
不过，那可不是胡敬德的鞭梢，而很可能是寺院塔顶
的饰物。

五
广岩塘消失的另一个故事，来自“织女踏破广岩

塘”的传说。
玉皇坐天堂，众神拱八方。
人仙悉听命，要把清福享。
年年蟠桃会，操办靠娘娘。
七女羡红尘，私自奔下乡。
织女机杼罢，择幽浴凡乡。
事乃出巧合，偏遇放牛郎。
慌忙觅衣服，踏破广岩塘。
姻缘前生定，从此结成双。
说的是玉皇大帝有七个仙女， 最小的叫织女，因

为她是织造锦云彩缎能手、巧手，每天能七匹。有一
次，七位仙女外出云游，看到人间，男耕女织，自由自
在，就偷偷下凡来到人间，跳进广岩塘里洗澡，碰巧被
牛郎发现。众仙女立即披衣逃回天庭，最小的织女一
时竟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在慌乱中一脚踏破广岩塘的
堤埂，导致塘水下泄，干涸而废。牛郎看到这种情景，
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织女披上遮体。 他俩一见钟
情，不断幽会，谈情说爱。后被皇母娘娘觉察，违反天

条，就用金钗在天空划出一条金光，就是银河，将他俩
分开，河东河西，永不碰面。再后来，玉帝知晓后，发出
怜悯，宽宏大量，允许一年相会一次。

信不信由你，“织女踏破广岩塘”让我理解，这是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让人感觉这是误踏一脚，不是恶
意为之。 因为这个传说成就了天上人间的一桩爱情，
比“鞭打说”更显可爱。

六
2013年 5月 30日中午，春天的太阳有些灼人的

热度了，我的一个远房二大爷坐在双枣街道的家中堂
屋，他突然从门头上看到前方飞过来一个庞然大物，好
像就要直冲院门，吓得他赶紧起身躲闪。原来，从合肥
新桥国际机场起飞的第一架飞机， 在这天荒地老的土
地上，带着令人不安的惊奇轰响消失在蓝天白云中。

这一天，新桥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因为空港降临，
引得产业商机。遥想当年，广岩塘盛水之时，我二大爷
住家的双枣树就是塘中三面环水的半岛，2500 多年
的沧海桑田，人们又在广岩古塘的遗址上再造一座半
岛，这就是正在施工的地标建筑，号称亚洲最大的超
五星级巨型宾馆“鸟巢”工程，我乘施工缆车登上几十
层高的大楼框架顶上，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清水大
塘，岸边是金黄的沙滩。环顾四周，令人发出“万丈高
楼平地起” 的感叹。 而如今新桥阳光半岛的地标建
筑———鸟巢就坐落在广岩塘残堤之上。

明嘉靖 《寿州志》：“唐太宗八年 （公元 633
年），寿春、淮南大水。”清光绪《寿州志》则记载：
“唐太宗贞观八年七月，江淮大水；十年，淮海旁
州大水。”那个时候，广岩塘的大水直接淹到今天
刘岗镇胡庙岗东北方的老坟冲，当地胡氏担心祖
坟被淹，要求打开广塘缺口放水，地方官先不同
意，后经胡敬德（即尉迟恭，时任淮南、庐江两郡
节度使）批准，挖开了广岩塘的丘缺（底涵），不慎
造成溃堤，千古名塘，毁于一旦。

三 十 铺
王晓珂

三十铺即如今的寿县涧沟镇，位
于寿县古城西南三十里， 涧沟有一条
弯弯的小河，河水注入淮河，流经集镇
旁，人们沿着小河聚居在这里，有了涧
沟集。六十年代成立了人民公社，在八
十年代改为乡，所在地在满庄。一条路
把乡分成两部分，南北跨度最大，西南
角濒临淮河， 三十铺在古时是驿道经
过的地方，如今则位于寿霍路旁。过去
有个小乡菱角乡， 在八十年代末撤区
并乡时也划入了涧沟。

涧沟乡原名是三十铺公社， 三十
铺很有名，古时寿县到正阳关，必经三
十铺街，明、清朝在这里设置急递铺，
也就是相当于现代的快递周转处。 在
街西路北有一处高地，四面围沟，这里
称庙圩子，顾名思义，过去是一个庙，
光绪三十年（1904），洪晓岚在此创办
沦智学堂，设在影西庵，后来改为沦智
初等小学，三十铺小学。 1928 年金克
木曾在这个学校教书。 沦智学堂比双
门铺芍西学堂早三年， 比正阳的羹梅
学堂迟三年。

乡里有个蒋庙子，原名将军帽，传
说古时一个战将兵败丢帽于此， 后来
人们建庙作为纪念。蒋庙有清真寺，原
寺建于清末，在 1954 年大水后重新修
建了一处寺庙。 寺内有清代遗留下来
的石料，有无字碑，还有雕刻精美的狮
子抱绣球石门墩，栩栩如生。

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村委
会驻地满庄就是以满姓所建的庄子，
而史圩村有四分之一的住户为回族。
走进史圩村，小路弯弯，绿树相映，会
遇见一个环状水沟，形似圆月，来到的
是月亮庄，庄子西侧古时有张家庄园，
建有寨门，这里便称为张寨门。猪场也
坐落在史圩， 那是在成立人民公社的
时候， 建有猪场， 后来渐渐成为居民
点，于是沿用了旧名。如今的猪场西临
淮河，东接寿西湖广阔良田，高铁与高
速穿越其间。 水浒传里的宋江三打祝
家庄， 祝家败后一部分人逃到涧沟附
近， 后来建起了土楼， 即现今的祝家
楼。

乡村的寨子还有水寨， 位于顾寨
村的顾家寨是古时候顾姓建立的水
寨，四面环水，进入寨子有小桥相通，
寨子外面有八棵大橡栎树，高大挺立，
风雨中历经几百年。 顾家寨由于地理
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安全性高，在动
乱年代，没有受到一些土匪的侵害，四
面八方的百姓来此居住，形成了集市，
鼎盛时期，商铺众多，餐饮茶馆，铁铺
粮行，行类齐全，逢集时人头攒动，车
水马龙，市场繁荣。

古时候人们把堆放粮草的地方叫
做堆坊，乡里便有了李堆坊、北堆坊、
南堆坊的小队。而李家是富裕的大户，
堆放的粮草最多。 到解放后李堆坊仍
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三十多人居住。
李堆坊四周分别有毛家厢房，赵郢子，
何圩和后圩子。

古时三十铺街上售的都是本地烧
制的陶器、日常的瓦罐、杯碗、酒具等
等， 旧时村民姚氏在窑圩子的地方建
有烧制土陶器的窑。 过去在刘郢子还
有一座瓦窑， 在清朝咸丰七年这里有
个铁头英雄的民间故事， 是说捻军南
征经过三十铺，被苗沛霖的队伍截断，
有三十多位捻军士兵被包围， 藏于瓦

窑中， 苗兵准备毁掉瓦窑来个瓮中捉
鳖。 瓦窑是三十铺财主与刘郢的刘财
主合建的，带着一帮人与苗兵对抗，相
持不下，到了深夜，苗兵困倦，有几个
石磙一样的黑影向苗兵扑来， 苗兵吓
得一阵乱砍，只听叮叮当当一片声响，
等反应过来再进入瓦窑，空无一人。古
人言：“鱼过张网，贼过关门”，追赶已
来不及了。 原来是捻军几个人用窑中
的瓦缸顶在头上，引走了苗兵，使瓦窑
里的捻军众人安全脱身。

三十铺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洪
晓岚出生在这里，名人纪，字伦五，别
号愚谷，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历任阜财
商业学堂堂长，寿县公学校长、教育局
长，辛亥革命参加了淮上军起义。洪晓
岚秉性严谨刚正，献身教育，解放前家
设私塾教读， 著有愚谷诗存、 愚谷诗
话、杂著等卷。

古时候， 从寿州古城通往正阳古
镇有一条大路， 到了三十铺人们都会
停下来歇歇脚，住上一晚，当时有个姓
皮的人开了一个店， 后来便有了皮店
村。皮家店又有传说是“撇甲店”，由地
方方言谐音而来， 传说故事是说宋太
祖赵匡胤困南塘的时候， 高君保率领
三万人马来寿州解围救驾， 路遇才貌
双全、武艺高强的刘金定，一见钟情，
定下终身，并一同前往八公山。刘金定
大战于洪于八公山，于洪大败而逃，由
于天黑不识路径，经过三十铺乡野，慌
忙中盔甲掉落， 人们把掉落的地方称
为“撇甲店”，后成了皮家店。而皮村里
又有小葛庄、疙瘩庄、南曹小庄三个庄
子、一个曹大郢子和一个南小圩子。

旧时的三十铺良田遍野， 树木成
林，枣树圩、皂角树庄都是由村内多枣
树和皂角树而得名的小庄子。 村史最
久的是丁圩村的王老圩， 圩子为王氏
所建， 据说源于三国时期就已形成圩
子。而曹家则在丁圩村办有酒坊，酒香
飘荡周边几十里的家园。

昔日的三十铺是繁华的集市，白
天人头攒动， 夜晚唱歌的戏子往来于
酒馆，最繁华处在“后牛市”，即如今叫
大塘的地方，集市买卖多至几百头牛，
并形成了搭台唱戏的场景。 黄家庙会
会期一般在正月十五， 连同迷魂阵灯
会，白天夜晚，歌声不断，热闹非凡，喧
闹声响于十几里外。 集市不远处有个
汪塘寺，香火冉冉，而为何叫汪塘寺现
已无法考证了。

古时淮河水道流经三十铺， 境内
的老涧沟集街北至今保留一个通淮
桥，为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古桥，如今尚
在， 立在桥上的旧碑石藏于老涧沟集
上的张家院内， 石上的字迹依稀尚可
辨认。

昔日流经此处的河道宽广， 船只
众多，通淮桥头形成了自然码头，集上
老人记忆， 桥河边东不远处有黄城
庙， 桥南形成的老涧沟集市商户林
立，每到逢集，通淮桥上熙来攘往，有
种清明上河图的情状， 茶馆人头涌
动，由于此处有淮河水流过，土壤肥
沃，出产的芹菜是全州县方圆百里争
相购买的品种，最好吃的芹菜产自这
里，杆白菜嫩，品相完美。 古时老涧沟
集的人们生活悠闲自在， 早晨起来，
茶馆喝茶聊天，回家早餐，然后摆摊
经营，晚来河边散步，悠闲自在。 改革
开放后， 在新的地方建起了农民城，
老集上的人被动员搬往那里经营设
点，但还有很多人家舍不得离开这个
依河而建的老街，留了下来，烟火不
息，绵延至今。

（楚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 影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