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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李 嫣 的 一 次 约 会
———楚考烈王记事⑧

沈国冰

夜色里， 初春的微风掠起李嫣的长
发，衣袂飘飘。

风姿妖娆的她，渐渐走远。
国相黄歇的车马却原地未启， 他坐

在车里， 透过锦幔的缝隙， 看着她的背
影。

看似平静，国相黄歇的内心，却在翻
江倒海。

既以背影惊天下，何以转身乱芳华。
未曾想过，李嫣却转回身来，疾步走

向国相黄歇的车驾。
梨花带雨，眼角含泪。
她站在夜色里，轻声对国相黄歇说：
“将军，带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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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掌灯十分，门客李园踏着

浅浅的夜色前来求见。
李园告诉国相大人， 他已数月未曾

回家，十分牵挂自己的妹妹李嫣，想回家
探视妹妹。

李嫣……
国相黄歇正在批阅公文， 却显得心

不在焉。
那里住的还习惯吗？黄歇问李园。
感谢国相大人，那里很好！没有国相

大人，就没有我们兄妹的现在。李园的回
答，发自内心。

10 年前 ，赵都邯郸风雪之夜 ，流落
街头的一对赵人少年兄妹， 得以结识出
使赵国的楚国左徒黄歇。

一袭锦袍， 温暖贫寒挨饿受冻的少
年兄妹。

感恩的种子，如同春天的播种，在他
们的心里发芽扎根。

10 年之后，昔日的左徒，已是国相。
而昔日的少年兄妹， 也早已脱胎换

骨。
妹妹李嫣，容颜倾世。
他们一路寻找， 终于在楚国新都陈

郢和恩人重逢。
李园成为国相黄歇众多门客中的一

个， 当然也是深受国相大人器重的为数
不多门客之一。

如果门客李园是左膀，那，另外一个
门客朱英就是右臂。

国相大人给予李园丰厚的待遇，还
赐给他一处院落， 作为李园和妹妹李嫣
在陈都的住所。

偶然的一次雪夜邂逅， 昔日流落邯
郸的少年兄妹，在国相大人的提携之下，
渐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走
向。

国相大人， 就是他们兄妹今生的贵
人。

那你快去快回。国相大人批阅公文，
似乎并无更多话语。

门客李园躬身退出， 隐身于相府外
的夜色之中。

而国相黄歇，却再也无心批阅公文，
内心的波澜无法平复。

2
三日之后，李园返回相府。
国相询问李园逾期迟归的原因。
李园如实禀报：国相大人，齐国国君

派来使者，携带着厚礼，来求娶我的妹妹
李嫣。我哪敢大意，生怕得罪了齐国国君
的使者，宴请齐国使者，喝醉了，所以耽
误了回来的时间， 特向国相大人呈递上
“书面检讨”。请国相大人不要偏袒舍下，
按照相府门客管理制度的规定， 该通报
批评就通报批评，该扣罚“当月绩效”就

扣罚“当月绩效”，免得其他门客不服，给
相府的“门客管理和工作纪律”，带来不
利影响！

国相大人端在手中的茶盏， 微微颤
动。

这一细节，却被极为精明的李园，看
在眼里。

那， 你和李嫣答应齐国使者的求聘
了吗？李园从国相大人的问话里，似乎捕
捉到了他内心的波澜。

李园说，国相大人，实不相瞒，我妹
妹的心里，早已有了心仪之人，她怎么还
可能答应齐国使者的求聘呢！

国相黄歇深为惊讶， 李嫣已有了心
仪之人？这个人是谁，在哪里？

李园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决定破釜
沉舟：

国相大人，李嫣的心仪之人，就是国
相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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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约会”。
在陈都一处幽静的院落里。 李嫣和

她的亲兄李园，住在这里。
国相大人走进来的时候， 李嫣早已

在那里迎候多时。
她跪拜在地， 感激着国相大人屈尊

舍下，能来见她。
国相大人慌乱中，伸出双手，想去搀

扶她，犹豫了一下，却又把手收回。
他和她，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那么

细致打量过彼此。
差异太大：年龄，阅历，身份，阶层……
确认过眼神，阅人无数的国相大人，

还是在内心掀起狂澜，他不得不承认，这
是他此生以来看到的最好看的女子。

只是那一眼，涉世不深的她，内心极
为复杂、百感交集，这个男人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他好似 10 多年前邯郸丛台风雪
之夜，一袭锦袍温暖她的那个人，但她却
又对他极为陌生、未知。

她的心思，早已被国相大人看穿。
国相大人告诉她，我不是你，最好的

选择。
她也坦诚地告诉他， 她没有更好的

选择，除非她选择回到过去。可是，她已
经回不去了。

大人，我已经回不去了！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很多。爱情，体面，尊严，

富贵……都是我想要的。后面这句话，李
嫣当然没有说出来， 她把这句话咽了回
去。

你确定， 你一定要作这样一个选择
吗？

如果相国大人不能带我走， 我只有
选择跟着齐国国君派来的求聘使者，走
了！不能嫁给相国大人，那，就嫁给齐国
国君吧！

他和他，都沉默着。
他们也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
茶叙数盏，夜已经深沉，快要到都城

夜间宵禁的时间了！
下定了决心， 国相大人十分艰难地

对李嫣说：
现在有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 你愿

意选吗？
这个人，注定了不是国相大人吗？
不是！但是这个人，比我更优秀，更

适合你！
国相大人一定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吗？
一定！
那好，我选！
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
他就是，当今的楚国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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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完还是太子的时候， 被送到秦国

当人质，于是，秦、楚握手言和。
可是， 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还是不

放心。于是，秦昭襄王选了自己最钟爱的
一个公主，嫁给了太子熊完。

来秦国当人质的楚国太子熊完，成
了秦昭襄王的正牌女婿。

太子熊完和秦国公主， 在咸阳生了
一个儿子。

然后，就是太子熊完的老爸、楚顷襄
王病危 ，左徒黄歇 “偷梁换柱 ”、以命相
抵，太子熊完抛妻别子，孤身逃回楚国，
继承楚王大位，是为楚考烈王。

熊完当上楚王之后，王宫佳丽无数，
却不生男孩。

考烈王无子， 楚国无太子， 国之不
稳。

人生的重大机遇，就在这个转角，鬼
使神差般给予了草根出生的李嫣。

晚楚的历史走向， 也因此在等待着
被她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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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王，都不缺美女，也不缺年轻

貌美的美女。
楚国的王，考烈王熊完，当然也是如

此。
不过，李嫣不仅有倾世容颜，她还能

歌善舞、能言善辩。集美貌和才情于一身
的李嫣，很快得到楚考烈王熊完的宠爱。

更为重要的是， 李嫣还是楚考烈王
最为信任的人，国相黄歇所力荐，楚考烈
王对李嫣更多了一份特别的眷顾和信
任。

很多时候，不得不相信，命！
李嫣入宫之后，很快有孕，为楚考烈

王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熊捍！
考烈王喜极而泣。熊捍刚满周岁，考

烈王就迫不及待地将其立为太子！
三年后， 李嫣又为考烈王生下一个

男孩，取名熊犹。
李嫣为楚国和考烈王， 立下不世之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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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38 年，在楚国新都寿春，考

烈王在继续担任三年楚王后，病逝了。
楚王熊完享年 52 岁，在楚王任上干

了 25 年。
楚国迁都寿春后，续国 19 年、历经

四任楚王，考烈王是第一任，后面的三任
都是他的儿子。

楚国王室经过广泛听取朝野意见，
综合考评他担任 25 年楚王的业绩和表
现，授予“考烈”谥号。

我们今天称呼的“考烈王”，并不是
熊完从当上楚王开始就有的称号。 而是，
在熊完死后， 王室对他一生业绩严苛考
评后，给予的称号，也就是谥号。

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王的称号，
都是如此而来。

相当于盖棺定论。
当上了王， 也是不能懈怠。 必须为

国、为民，竭尽全力、耗尽毕生。 否者，死
后，得不到高评、好评。 即便继任者是自
己的儿孙， 都无法改变王室对已故先王
的业绩考评、功过认定。

公元前 238 年，太子熊捍，接过他的
父王考烈王熊完的王位，史称楚幽王。

10 年之后，公元前 228 年，楚幽王病
逝。

在太后李嫣和国相李园主导下，楚
幽王熊捍的亲弟弟熊犹接替他， 登上楚
王之位，史称楚哀王。

草根出生的李园、 李嫣兄妹， 迎来
了他们人生的最高光时刻，缔造了整个
春秋 、战国 800 余年王朝更迭 、一骑突
出 、改变人生命运 、历史走向的绝世传
奇。

然而，一场血雨腥风，正在楚国王朝
内酝酿着，山雨欲来……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认知空间（上）
程晋仓

一、 文化内涵
太阳东升西落， 月亮阴晴圆缺，

北斗旋转， 四象高悬。 三千多年前甚
至更加久远，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
开始观察探索太阳、 月亮、 北斗、 二
十八宿和地球的关系， 试图在天地时
空、 地域环境、 自然物候、 季节更替
秩序里， 从中探寻到掌握时空变换的
规律 ， 为更好地顺应自然 、 利用自
然、 改造自然， 觅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共生， 达到天人相应， 天人合一的
追求目标。

长期以来， 古中国使用的历法多
是阴阳历。 虽然阴阳历的平均长度接
近回归年 ， 但因三年多才加一个闰
月， 补偿方式显得有些唐突， 气候变
化在阴阳历上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比
如， 表示夏天开始的立夏， 今年在三
月， 明年可能就在四月， 与月序的关
系不固定。 在农耕时代， 农业国家，
人们格外关心播种和收割的时间， 不
能反映季节的历法很难普及推广。于
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
经过长期观察探索， 艰辛矢志努力研
究，细心归纳总结，精心测量演算，将
运动轨迹分为 24 等份，每一个等份为
一个节气， 即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
大发明创造———二十四节气便产生
了。它是中国人在观天察地、认知自然
的实践中创造发明出的一套科学时间
知识体系，是中国农耕社会顺天应时、
指导实践的生活制度， 也是安排农业
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基本遵循。

其具体名称是: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
至、小暑、大暑、立秋 、处暑 、白露 、秋
分 、寒露、霜降、立冬、小雪 、大雪 、冬
至、小寒、大寒。其中位于偶数的，如雨
水、春分、谷雨等又叫中气。节气，本质
上是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平均分
成 15°一份，24 份共 360°，每个节气代
表轨道上的一个固定位置。 从时间上
来说， 由于地球公转的速度是不均匀
的，这就导致了有的节气 14 天，有的
近 16 天，平均 15 天多。大家知道，季
节是地球公转的反映， 所以节气可以
比较准确地表征气候冷暖现象。

二十四节气按其名称的含义又可
分为四种:

一是 ， 表征四季的有立春 、 春
分 、 立夏 、 夏至 、 立秋 、 秋分 、 立
冬、 冬至八个节气。

二是， 表征冷暖程度的有小暑、
大暑、 处暑、 小寒、 大寒五个节气。

三是，表征降水量多寡的有雨水、
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七
个节气。

四是，与农事相关的惊蛰、清明、
小满、芒种四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属于中国社会独特的
时间历法体系， 一定程度上具有阳历
系统，它与朔望月配合使用，是中国阴
阳历的一大特点。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埃塞俄比
亚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
委会， 正式通过决议， 把中国申报的
“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
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
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简称“代
表作名录”)，举国欢欣。尤其是二十四

节气诞生之地的淮南人民更为激动。
这是因为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得到最完
整的表述、计算和记载，是在被胡适誉
为“绝代奇书”的《淮南子》中。淮南王
刘安崇尚自然科学， 对天象星宿进行
测量，划分节气。二十四节气的研究科
学推出，历经漫长岁月。特别是将永恒
无穷的时间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且
付诸指导人类生产生活各项实践，这
是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民壮美理
想。 二十四节气不仅具有地理空间的
聚落形态， 更兼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空
间概念，即在中华大地上的特定时间、
空间范围、聚落社群世代相传，且与其
生产生活环境、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在
漫长历史演变中铸就中华民族文脉有
关时间制度的认同纽带和认知体系。

纵观先秦典籍，从成书较早的《尚
书·尧典》记载来看:“日中，星鸟，以殷
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
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被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为 :“日中，为
春分之日。日永，为夏至之日。宵中，秋
分。日短，冬至之日。”

从时间上看， 夏代距今约三千六
百年至四千年。 那时中国先人就已知
道区分两“分”、两“至”，确立四季。西
汉时期戴德所编《大戴礼记》，收有《夏
小正》篇。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
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云。”一说《夏小正》就是夏代
历法，其中“正月”有“启蛰”的名称。春
秋晚期左丘明(前 556 年一前 451 年 )
撰写 《国语·楚语上》 有 :“处暑之既
至。”韦昭注:“处暑在七月。处，止也。”
乃知是节气之名。

编撰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中
的《宙合》记有:“以待清明。”《幼官》有
“大暑”“小暑”,“始寒”“大寒”,《轻重
乙》有“冬至”“春至”(春分)“秋至”(秋
分) 等， 当与节气关系紧密。《春秋左
传·昭公十七年》载 :“玄鸟氏，司分者
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
也 ；丹鸟氏 ，司闭者也 。”玄鸟就是燕
子，伯赵就是伯劳，青鸟就是鸧安，丹
鸟就是锦鸡，四种鸟雀代表四季。可知
春秋时代已经有了两“分”、两“至”概
念。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出现了十
个节气 。即 ：立春 、日夜分 (春分 )、立
夏 、日长至 (夏至 )、立秋 、日夜分 (秋
分 )、 立冬 、 日短至 (冬至 )、 雨水 、
白露。

及至春秋战国、 秦汉时期， 天下
大乱， 诸侯混战， 割土分据， 治乱反
覆。 受复杂政治因素、 治理水平、 社
会经济、 生存环境、 以及文化水平、
科研条件和知识体系限制， 先秦时期
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并未得以完全科学
系统确立， 名称也未统一， 应该归属
于前期研究筑基阶段。

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总结古人经
过不间断观测与研究的成果加之自身
的探索与推算， 在淮水之畔的古都寿
春， 确立创造出了完整科学二十四节
气体系并编撰入 《淮南子·天文训》。
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建元二年 (前
139 年) 奉献给朝廷， 汉武帝太初元
年 (前 104 年 ) 编入国家历法体系 ，
颁行全国， 并且走向了亚洲和世界。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
项伟大的发明创造 ， 根据太阳 、 月
亮 、 北斗斗柄 、 二十八宿标示的度
数、 十二月令、 十二律和地球的运行
规律参考， 而制定出永恒不变的中国
时间体系， 作为补充历法与其它历法
交相辉映， 相得益彰， 成为指导中国
农耕文明时代的政治、 军事、 生产、
生活、 农事、 气象、 康养、 音乐等各
领域， 至今仍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思 索 九 龙 岗
刘 全

近日，根据淮南籍作家伊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六姊
妹》在淮南大通区九龙岗镇拍摄，这部戏的拍摄，让沉寂的九龙
岗成为网红打卡地， 让久别的淮南旧城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地，
也让曾经九龙岗的辉煌再次显现。

九龙岗的历史。九龙岗百年现代煤矿史，离不开民国历史，
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决定经济
发展形态，以垄断资本为特征，以四大家族为国家经济命脉，这
就是煤矿资源富集之地成为垄断资本财源之地的原因。市政协
文史资料《淮南煤矿史料 1909—1949》记载：“1930 年官办建设
委员会淮南煤矿局在距大通矿不到 10 公里的九龙岗成立。”
《大通区志》：“九龙岗镇是淮南煤矿的发祥地。30 年代，随着淮
南煤矿、铁路的兴起，形成了九龙岗镇，当时的淮南煤矿局、淮
南铁路局以及后来合并的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即设在九龙
岗。”《淮南市志》：“1948 年 12 月中旬，在中共淮南煤矿地下党
支部的组织领导和煤矿当局的协助下，相继成立 8 个工人护矿
队，开始武装护矿活动。”

九龙岗“天地玄建筑群”“黄宇宙建筑群”应该在 1930 年前
后建成，已近百年历史，目前的特点是集合了原建、改建、多次
改造而形成的。随着年代的变迁，部分已成遗存，部分目前仍有
人居住，部分被改建的老屋，让观者留有遗憾，这也为我们保护
历史遗址提供了借鉴。文物是活着的历史，也是文化自信的底
气，遗址是静态的文化，也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九龙岗历史的变
迁，是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变化，是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变革，是旧
文化与新文化的变更， 如果现代的九龙岗展现出旧与新的变
迁，旧与新的对比，旧与新的映照，应该是正确的方向。

九龙岗的苦难。 市政协文史资料 《淮南煤矿史料 1909—
1949》记载：1938 年 6 月 4 日，日军侵占了淮南矿区、开始对淮
南煤矿资源实行掠夺开采，历时 7 年之久。残暴的日军仅靠增

加矿工数量和劳动强度来采煤，采取“以人换煤”的方式，强迫
矿工在极其危险、简陋的条件下工作，数以万计的矿工过着生
不如死的生活。《大通区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了掠夺
煤炭资源，在大通地区修建了许多碉堡水牢，一方面为强制矿
工为其采煤，一方面防御我游击队袭击，仅“南公司”和“大兵
营”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就修建了 13 座碉堡，以维护其法
西斯统治。“日军所有设施都是为了获取经济掠夺，都是为更利
于其统治工人生产，都是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九龙岗的苦难
是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为了铭记历史，1986 年 7 月，省人民
政府把这几处设施作为日军侵华铁证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

九龙岗的进步。官僚资本为了自己掠夺财富，客观上促进
了九龙岗作为农业生产地到工业生产地的转变。《淮南市志》记
载：1930 年 3 月 7 日，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淮南煤矿局。
在此之前，大通煤矿公司已经营 20 年。次年，淮南煤矿局九龙
岗东矿、西矿陆续投产。从这个角度看，九龙岗工业起步应该在
二十年。《淮南市志》记载：民国 23 年（1934）淮南煤矿局在九龙
岗西矿建发电厂 1 座。从煤矿到煤电，既是现代工业的根基，也
现代工业发展的必须。《大通区志》 记载：“1949 年 1 月淮南解
放，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淮南矿区政府、淮南市委、市政府、淮
南矿务局设九龙岗。”《淮南市志》记载：“淮南市第一中学，前身
为创于 1946 年的淮南路矿员工子弟中学，校址在九龙岗。淮南
市第二中学，创办于 1946 年，前身为淮南路矿员工子弟学校。

路矿员工子弟中学始建于九龙岗，淮南教育事业也从九龙岗起
步。《淮南市志》记载：淮南矿业集团第一矿工医院位于九龙岗
镇。淮南市第一矿工医院是我市卫生工作的起点，也是淮南卫
生事业发展的起点。《淮南市志》 记载：1949 年 11 月 21 日，改
设淮南矿区行政办事处， 驻九龙岗镇。《淮南市志》 记载：1956
年 5 月 9—17 日。 中共淮南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九龙岗召开。
这些足以证明，九龙岗从二十年代开建，到解放后成为淮南市
政府成立之地，经历了几个年代的跨越，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印
证了艰难的岁月，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上世纪 50 年代的九龙岗
应是淮南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九龙岗的发展。确定九龙岗文化符号是首要，九龙岗作为
淮南城市的起源地，只有近百年的历史，既不能称之为古城，也
不能称之为老城，虽然民国时期是它的起点，但新中国成立后
的历史更长，所以既不能称之为民国小镇，也不能称之为文化
名镇，合理的定位应该是称之为“淮南旧城”，既彰显九龙岗的
历史，也显现九龙岗的发展；既回避了“民国”作为旧文化的殖
民性，也规避了旧文化的封建性，“淮南旧城”是淮南城市历史
的源头，也是淮南市变迁的历证，更是九龙岗作为“淮南旧城”
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淮南有“寿州古城”，也应有“淮南旧城”，
古城在“古”，历史文化之源，旧城在“旧”，现代文化之泉，两城
相互映辉，彼此可借力发展。

做好文旅融合是发展的必须。文旅融合是活化利用资源的

重要路径，城市更新为历史文化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条件和可
能。要把保护九龙岗镇“淮南旧城”历史建筑群作为保护淮南市
建市历史根脉的重要工作，进一步做好现有文物、老宅古居的
保护修缮工作，做到不留历史遗憾。要把利用淮南根脉资源开
发建设“淮南旧城”，与淮南特有煤炭工业历史、抗战历史的发
掘、宣传紧密结合，使九龙岗“淮南旧城”成为淮南的文化沉积
地、商旅新发地。

利用好影视剧拍摄的机遇是九龙岗发展的前途。 电视剧
《六姊妹》在九龙岗拍摄，利用好这一契机，是我们应当思索的
工作。《六姊妹》之所以选择在九龙岗拍摄，是因为九龙岗的现
状承载了这部作品的环境写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部作品人
物的表演，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电视剧的资金投入。我们应当利
用这一契机，规划好以文为根、以游为主的发展思路，充分调动
现有资源，把影视剧现有的资产保护好，把与电视剧相关的资产
利用好，把周边的环境打造好，形成规模效应，既彰现地方文化
之容，也呈现淮南旧城之貌；既表现历史之韵，也展现现代之美。

发展之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要制定好规
划，邀请高校研究员，地方文化学者，政府从事文化管理者，最
不可缺的是居住于九龙岗具有文化底蕴的老人， 情系九龙岗
发展的热心人，大家要充分发扬民主讨论，甚至争论，得出结
论，只有这样的规划才最贴近实际。政府还要引导分步实施，
并督促检验落实。市场是最有力量的资本 ，让所有权变为发
展权 ，让行业所有变
行业特点 ，突出地方
文化特征， 突出群众
民俗特点， 突生九龙
岗历史诠释， 达到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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