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完还是酓前 考烈王到底姓什么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从淮南武王墩被批准进行抢救性考
古发掘那时起，墓主人是谁，一直是一个
待解的最大谜团。

迷雾重重，而又猜测纷纭。
万众期待。
尽管，很多年以来，或者说一直以来，

淮南民间和坊间，早就言辞凿凿，认定武
王墩墓的主人就是楚考烈王。

但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必须要有确凿
的物证支撑。

寻找物证，锁定墓主人，成为武王墩
考古发掘的一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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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0 日， 对于淮南武王墩

考古发掘来说，是一个具有极为特殊的标
志性意义的一天。

在武王墩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
中，除了青铜大鼎引来倾世注目外，还有
一件出土文物，它将为锁定和解码墓主人
身份，立下不世之功。

它就是，一只青铜簠。
青铜簠，先秦时期主要青铜礼器之一。
诞生于西周时期， 春秋时期得到空前

发展，终结于战国时期。 经常与鼎、豆等重
要礼器放在一起，成为铜器组合之一。

青铜簠在祭祀时用于盛放稻粱，所以
又被称为“祭祀盛粱器具”。

尽管武王墩出土的这只青铜簠遍体
布满锈斑，但是刻在其口沿上的铭文依然
清晰可见。

专家识读出，这段铭文一共十二个字：
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共岁尝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这段十二个

字铭文的意思是：楚王酓前铸造了这只青
铜簠，用于来年秋天祭祀使用。

《周礼》中记载，“尝”为秋祭之名，“岁
尝”为楚国年度祭祀大典的通称。

此前， 在李三孤堆出土的铜鼎上，有
这样一段铭文：

楚王酓忎战获兵铜 正月吉日 作
铸鐈鼎 以共岁尝

专家已经确定“酓忎”就是楚考烈王
的儿子、楚幽王熊捍。

李三孤堆，因此被认定为楚幽王熊捍
墓。

李三孤堆出土文物中，多件青铜器带
有“酓前”铭文。

其中的一件铜匜鼎，刻有十二字铭文：
楚王酓前作铸铊（匜）鼎 以共岁尝
这件匜鼎的铭文体例，与武王墩出土

的“楚王酓前簠”铭文体制完全相同。
彼此可以形成互证。
专家解读，“酓前”就是“熊完”。
因此，武王墩墓主人基本锁定为《史

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完。
这就引发了民众的普遍疑问。
大家所广为熟知， 楚考烈王熊完，芈

姓，熊氏，名完。
既然楚考烈王芈姓，熊氏，叫做熊完。

很奇怪，那为什么武王墩出土的青铜簠的
铭文 ，既没有 “芈 ”，也没有 “熊 ”，更没有
“熊完”？ 而只有“酓前”呢？

“酓前”，怎么就是“熊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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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演进中，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特殊作用。
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姓、氏具有严

格的区分和不同承载意义。
也就是说，姓、氏各不相同，姓是姓，

氏是氏。
一个男性，通常有姓、氏、名、字。
在母系社会，姓以母亲为主。
在父系社会，姓演变为以父亲为主。
概括起来讲，姓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

关系的家族， 由于这个家族不断繁衍，人
口越来越多，于是，用氏来分成不同的小
组（分支）。

姓，标示着血缘关系；氏，则是姓的内
部按照地位尊卑而进行的不同分组（支）。

为了让大家有更为直观和清晰理解，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为例子。

楚国大诗人屈原。
屈原的先祖，是楚武王熊通。
熊通，芈姓，熊氏，名通。
楚武王熊通去世后，他的大儿子（嫡

长子）熊赀即位，是为楚文王。
楚武王熊通可不止一个儿子， 但是，

除了接任楚武王熊通当上楚王的大儿子
熊赀，楚武王熊通的其他儿子，都不能再
以熊为氏，以示地位尊卑。

于是， 楚武王熊通的一个儿子熊瑕，
就被分封到屈（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 ）这个地方 ，熊瑕这一支 ，不能以熊为
氏，而是从此以“屈”为氏。

屈原，就是熊瑕的后裔。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
从此，只要一讲到屈氏，从哪里来，先

祖何人，源流归属一目了然，十分清楚。
如此看来， 屈原果真是楚国王族血

脉，和楚王都是亲戚。
不仅屈原，楚国三大家族屈、昭、景，

都是芈姓，屈、昭、景是他们的氏，都是楚
国正宗王族。

延伸普及一下：
老子并不姓老，姓李，名耳。 孔子也不

姓孔，姓子，孔氏，名丘。 周公（解梦的那个）
不姓周，姓姬，名旦。 孟姜女，不姓孟，姓姜，
孟姜女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

姓、氏经历漫长的演进，进入西汉。
汉高祖刘邦出身草根，他对以姓标示

血缘关系、以氏标示身份地位尊卑这种做
法和规定，十分反感。

因此，从汉朝之后，姓、氏之间的界限
分割以及各自所承载的功能定位逐渐模
糊、融合，姓和氏基本合二为一，姓氏并称
同体，姓就是氏，氏就是姓。

因而， 今天我们说楚考烈王姓熊，也
不能说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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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人们经常产生这样的疑惑：在

秦始皇嬴政没有统一（语言）文字之前，漫

长的时间里，春秋、战国各国之间究竟是
怎么实现语言、文字的互通。

可以想见，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
期，有那么多诸侯国，各个诸侯国语言、文
字各不相同，各国各说各的话，各写各的
字，讲话估计互相也听不懂，各国所使用
的文字估计互相也不认得。

那么，国与国之间是怎么实现正常的
语言、文字的交流呢？或者说，是怎么打破
这道语言、文字的障碍呢？

大多数的研判认为，一是为了实现各
国之间正常交流交往， 早就有了一种类似
今天的职业“翻译”，以“翻译”为媒介，实现
语言、文字的通畅交流。 二是有了某种通用
语言，类似于今天的英语、汉语这样，各国
都在学习，在共同交往中使用。

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实现
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朝建立。

秦始皇嬴政统一语言、 文字和度量
衡，“车同轨、书同文”。

公元前 202 年，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
汉，在秦朝“书同文”的基础上，对语言、文
字进行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汉字、汉语由此正式定名。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与

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之变化。

特别是经过秦朝的“书同文”，对包括
楚国在内七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全面的规
范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七国的语言、文
字与秦朝“书同文”之后的语言、文字，已
经“面目全非”。

毕竟经历了那么久远历史的沉淀和
沧桑，语言、文字都会发生极大变化，这些
都为后世的我们解读春秋、战国时期楚国
久远的历史过往， 包括辨识楚国文字、读
音，带来很多困扰。

好在，汉字、汉语的灵魂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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酓，在秦朝没有建立之前，一直是楚

王的氏。
楚王，芈姓，熊氏。
熊氏是芈姓这个大家族里的一个分

支（分组）。
在楚国的语言、文字里，酓的含义，一

直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与酒有关，好像是一个人

用嘴巴从酒瓮里吸酒、喝酒、品酒。释义为
“有苦涩味道的酒”。

一种解释，是桑树。
秦朝建立后，在推行统一语言、文字

（书同文）的过程中，把“酓”改成了“熊”。
楚国文字里，“完”和“前”通假。

因此，才有了“酓前”就是“熊完”的确
认。

因此，也才有了“酓忎”就是“熊捍”的
确认。

同样，在楚国语言、文字里，“芈”也不
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是更多有
些像“乃”。 我们今天看到的“芈”，也是经
过秦朝统一文字修改过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朝建立 130 年之
后，公元前 91年，西汉司马迁写成《史记》。

比 《史记》 成书时间至少晚 50 年以
上，刘向（公元前 71 年-公元前 6 年）在西
汉末年完成编订《战国策》。

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秦国之外，包
括楚国在内的六国史书全部被焚烧殆尽。

造成秦朝之前的夏、商、周和春秋、战
国历史断代和缺失。

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夏、商、周和春
秋、战国历史，包括楚、燕、齐、韩、赵、魏六
国历史，绝大部分来自司马迁《史记》和刘
向《战国策》。

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和《战国策》，当然
要使用经过秦朝“统一文字”和西汉规范定
版汉语、汉字后的语言文字以及表述。

这是“酓”演变为“熊”的历史脉络和
渊源。

至于秦始皇是否故意而为，专门针对
楚国和楚王，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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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嬴政宣布统一语言文字，“酓”

改为“熊”。
消息传到遗落在楚国故都寿春周围

的楚国王族，楚国王族们肺都要气炸了。
楚人，即便被灭国，也不会被征服。
他们咬牙切齿地对自己的儿孙们再

三强调:
不姓熊！ （意思是我们不是姓熊）
他们坚持自己姓“酓”。
“不姓熊”，伴随着“酓”的改变，伴随

着漫长历史演进，一直传承到今天。 渐渐
演变为“不是熊”。

在今天的淮南地区， 特别是寿县地
区，当要否定某一个人，或者不认可某一
个人，总是说：

（这个人）不是熊！
更多的语义是对一个人持否定态度，

而不完全是骂人。
楚国以寿春为都的 18 年， 楚文化在

寿春沉淀归属。
“熊”这个词，在寿春深深扎根，成为

今天淮南地区、寿县地区最为重要最为普
遍的语言文化应用现象。

用来指代动物：马熊、驴熊、狗熊、马
虎熊、羊熊……

（好像人们至今只见过狗熊， 其他诸
熊神兽，皆无人见到过）

用来骂人：例句：你这个驴熊！你这个
孬熊！ 你这个熊样！ 扯熊嘛！

用来表示赞美、赞叹、夸张、惊叹：例
句 ：也 （音 ）熊吧 ！ 羊熊样 ！ 羊熊贺兰天
（音）！ 厉害得羊熊！

“熊”，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可不能
用。 可以褒义，可以贬义，可以中性。 既可
简单直白，亦可意蕴深厚。

貌似， 再也没有哪一个词， 可以和
“熊”齐肩。

“熊”，已经融进民众的心里，融进民众
的生活，融进民众的骨子，融进民众的血
脉。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楚国最后的
都城寿春， 这里的民众对楚考烈王的怀
想，对楚国的怀念呢？

想来，还有楚人的决不服输、誓不屈服。
更有楚人的那一份———
不甘心。

hnrbhh77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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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学 府 ” 的 寿 县 人
赵 阳

天高云淡，松柏含翠，紫薇花红，万
物葳蕤。 巍然耸立的寿县革命先烈纪念
碑下，小甸集特支纪念馆庄严肃穆。中心
广场的雪松骨干嶙峋，枝叶茂盛，苍翠欲
滴。 树前悬挂铭牌记录———

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共产党
干部的“红色学府”，也是寿县早期共产
党员的革命摇篮 。 据统计 ：1922-1927
年，寿县有 30 多人在上海大学任教和读
书，其中大部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小
甸集特支的 8 名成员中， 就有上海大学
培养的 6 名学生，他们是：曹蕴真、徐梦
周 、鲁平阶 、薛卓汉 、徐梦秋 、方运炽 。
2023 年 9 月 25 日，寿县“星火探寻团 ”
取土上海大学“溯园”，种“上海大学树”，
以志纪念。

上海大学的地址在上海闸北宝兴路
（今青云路 298 号附近）， 前身是东南高
等专科师范学校。 1921 年 12 月 31 日，
《时报》刊出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招
生简章；1922 年 3 月， 学校正式开学投
入运行。其时，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动的洗礼，广大青年学生渴望知识，追求
真理，读书学习热情高涨，加之招生时校
方以邀请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胡适、

陈望道、邵力子、于右任等名人来校任教
招揽学生，开学时学生达到 160 多人。而
其中，安徽籍学生就占了一半。

但是， 当满怀求知热望的各地学生
走进校园， 才发现学校现状与招生宣传
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不仅校舍破落，设
备陈旧， 所承诺的文化名人一个也没出
现。学生们纷纷感觉上当受骗，成立学生
会，与校方交涉，要求改组学校，提升和
改进教学质量。然而，对于学生们的正当
要求，校方非但没有回应，校长王理堂竟
然携卷着学生们的学费， 优哉游哉地远
渡日本去“考察东京”了！

1922 年 10 月 15 日中午，东南高等
专科师范学校的一顿“夹生饭”，成为学
潮的导火索。 10 月 18 日，学生自治会宣
布驱逐办学牟利的旧校长。 但由谁来当
新校长？学生们却犯了难。在大伙儿心目
中，“拟请陈独秀或于右任为校长。”可经
过了解和打听，发现陈独秀行踪不定，难
以联系； 而于右任虽对学生境况表示同
情，但苦于无缘谋面沟通，对于接手这个
烂摊子，一直踌躇不定。

这天晚上， 几位安徽籍青年大学生
行色匆匆，来到上海老渔阳里 2 号“柏公

馆”。 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
原为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
宅。柏文蔚，字烈武，寿县人，曾与陈独秀
等同志一起创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
民国成立后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一起
被誉为中国辛亥革命“四杰”。 五四运动
后， 陈独秀遭到北洋军阀通缉， 居无定
所，柏文蔚便将“柏公馆”送给了他，老渔
阳里 2 号因此成为陈独秀在上海的落脚
地和《新青年》的编辑部。 1920 年 6 月，
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
等在这里秘密集会， 成立了后来被认为
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老渔阳
里 2 号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
地。 在这段时间里， 时任建国军第二军
军长的柏文蔚， 经常在此会见同志和朋
友， 商谈时事。 同学们对柏文蔚注重乡
情、侠肝义胆的性格素有耳闻，特此赶来
陈述学潮经历， 恳请其出面游说好友于
右任出任校长。

历史的细节已不可考证， 但据史料
记载，柏文蔚两次极力促驾。 最终，在柏
文蔚以及邵力子、柳亚子、杨杏佛、叶楚
伧等社会名流的共同游说下， 于右任答
应了学生请求。 1922 年 10 月 23 日，东

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更名为 “上海大
学”，于右任在师生们的夹道欢迎下正式
上任。而柏文蔚本人，也与蔡元培、张继、
简照南、王一亭、张静江、孙科等社会名
流一起，被聘为学校董事会校董。

上海大学成立后， 以瞿秋白、 邓中
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高语罕等为
代表的“红色教授”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
主义，上海大学渐渐演变成“在国共统一
战线旗帜下、 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和
发展起来的”革命大学，四方热血青年影
从云集。 上海大学声名鹊起， 很快成为
“东南革命最高学府”，“文有上大， 武有
黄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汇聚培养了一
大批杰出人才。 1923 年秋，寿县人薛卓
汉、曹蕴真、徐梦秋、曹渊、方运炽等人，
先后转入上海大学读书。 同时在这座校
园的安徽籍同乡中，还活跃着胡萍舟、陶
淮、徐德据、朱松年、方曙霞等一大批来
自寿县瓦埠湖畔的有志青年。 他们与薛
卓汉、曹蕴真等人一起，经施存统介绍，
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1923 年
冬，曹蕴真、薛卓汉、徐梦秋等按照组织
安排， 从上海返回寿县瓦埠湖东岸的小
甸集， 成立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

共小甸集特别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直属
党中央领导。从此，寿县地区乃至安徽的
革命斗争， 有了党的活动中心和领导力
量。 小甸集因此成为安徽省境内党的火
炬最早点燃、 党的旗帜最早举起的革命
圣地。

从 1922 年 10 月成立到 1927 年 5
月被反动当局武力封闭， 上海大学存世
不到 5 年时间， 但却在中共党史和中国
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谱写了
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寿县人用自己的
鲜血与理想，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2013 年 12 月，寿县为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 追寻寿县早期共产党人的
奋斗踪迹，专门成立“星火探寻团”，赴沪
发掘收集烽火档案， 触摸和感受先烈们
求真理、立初心、抛头颅、洒热血的万丈
革命豪情。 在上海大学校史馆“溯园”展
区，“星火探寻团” 从师生名录墙上看到
了校董柏文蔚、教员高语罕的名字，看到
了学生曹蕴真、薛卓汉、薛卓江、徐梦秋、
徐梦周、方运炽、方曙霞、曹渊的名字。高
语罕，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宣传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
运动健将，一生握笔在手，为着光明的未

来不懈奋斗，曾被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老妖精”（王军《高语罕传》）；方运炽，
“瓦埠暴动”中带头扒了自家粮食分发给
贫农，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任中共中央巡
视员，参加领导独山农民暴动。 1931 年
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皖西北特委书记、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皖西道委书
记等职，1932 年在随红四方面军进川途
中牺牲；曹渊，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后
参加北伐，作战勇猛，在攻打武昌城战役
中率一营为突击前锋，血染疆场，壮烈牺
牲，事迹被编入《中华英烈传》，毛泽东评
价其“对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周恩来
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
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叶挺称
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最好的同
志”。 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值得我们缅
怀和铭记。

在“溯园”，星火探寻团成员与上海
大学的同志一道， 共同从红色学府的土
地上挥锹铲土，装入瓶中，带回小甸集特
支纪念馆，种植“上海大学树”，让上海大
学精神与小甸集特支精神凝聚在一起，
共同激励老区人民在建设现代化美好社
会的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暑 尽 秋 风 清
刘文勇

淮河伏消暑尽， 云淡风轻， 秋
凉拂来， 天地祥和。

时至处暑 ， 盛夏到了三暑之
末， 酷热难熬的盛夏走到尽头。 处
暑的 “处” 是终止、 躲藏的意思。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 “处，
去也 ， 暑气至此而止矣 。” 处暑 ，
意味着酷热的天气结束， 故民间把
“处暑” 叫作 “出暑”。

处暑时节， 淮河人素有迎秋习
俗。 公园、 重要场所， 把成盆的鲜
花 ， 摆成各种图案 ， 诸如星星图
案、 孔雀图案、 拱门图案， 也有庄
严的口号图案 ， 极为鲜活亮丽夺
目。 大人孩子或三五好友， 穿着干
净整洁的服装迎秋赏景， 去生态公
园， 或野外山林， 或名胜古迹、 景
点风景处以秋游而迎秋。 空气中洋
溢着秋香的韵味， 诉说着乡村独有
景致的美好。 淮河儿女兴致勃勃地
观赏着五彩斑斓的秋景， 观看秋天
果园里的累累硕果， 那红彤彤的苹
果， 那黄澄澄的酥梨， 那枝头咧着
嘴露出玉籽的红石榴， 土地上生长
的青葱翠绿的萝卜、 白菜、 辣椒、
豆角 ， 绿的红的大的小的甜的苦
的， 众多美好的秋景秋物， 带给淮
河人以美的享受， 也使淮河儿女以
美好的心情迎接金色秋天的来临。

处暑时节， 是万物即将成熟的
时节 。 “处暑好晴天 ， 家家摘新
棉”。 民间谚语， 既是对农事的总
结， 也释放出农人丰收在望的喜悦
之情 。 “春种一粒粟 ， 秋收万颗
子。” 淮河儿女的艰辛耕耘， 到了
秋天， 金黄的稻谷、 饱满的玉米、
胖胖的花生、 养眼的菜蔬， 这些淮
河儿女劳动的成果， 呈现出一派丰
硕旷达喜人之美。 处暑满地黄， 家
家修廪仓。 淮河人家面临秋收， 出
暑后， 精心准备秋收要务。 农机手
关心机械的正常使用， 生怕在作业
中出现故障， 那样会误时误工， 还
会造成粮食浪费。 因此， 机手们及
早检修机械 ， 做好收获机械的试
机、 检修和保养。 农户准备秋收工
具， 检修运输车、 清理储粮场所。

有些体弱， 不健的男人， 及早检查
身体， 增加食物营养， 以确保秋收
身体健康良好 ， 不误秋粮颗粒归
仓。

处暑时节 ， 淮河民俗重视祭
祖。 祭祖有三节， 即上元节、 中元
节、 下元节。 中元节的祭祖活动在
阴历七月十五日， 处暑前后， 简称
为 “七月半 ” 祭祖 。 这时盛夏已
过， 秋凉开始。 是一年中盛大的祭
祖节日。 淮河儿女祭祖经典活动是
放河灯， 河灯又名 “荷花灯”。 是
在荷花上放灯盏或蜡烛， 在中元节
之夜， 放在淮河或沟塘之中， 任其
漂流。 让荷花灯送去淮河人对先人
的衷心祝愿 、 敬祖纪念 。 淮河的
“三元节 ”，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 融入了淮河人的智慧结晶， 值
得我们及后人纪念和铭记。

处暑时节， 淮河民间有处暑吃
鸭子的传统， 淮河人认为， 农历七
月中旬的鸭子最为肥美最有营养。
家家养有大麻鸭， 少者三五只， 多
者几十只， 吃鸭不用买， 想吃随捉
随吃。 嫩滑的白切鸭、 酸甜的柠檬
鸭 、 飘香的烤鸭……通常处暑这
天， 淮河人会做处暑百合鸭。 做好
自家独有手艺的鸭子菜， 并端一碗
送给邻居品尝， 共享淮河人睦邻和
谐的好风尚。 淮河人自古有 “处暑
送鸭， 无病各家” 的美誉。 品秋梨
也是淮河人的习俗。 处暑秋梨最养
人， 大人孩子多吃梨， 对脾胃虚寒
大有帮助。 吃时， 用温水洗净， 切
片， 用牙签挑起， 一小口一小口地
品尝， 细心咀嚼， 体味那爽脆多汁
清甜滋润 ， 那真是人生最美的快
事。

处暑时节， 中午热、 早晚凉，
白天黑夜温差大， 人易秋乏。 加之
少雨， 天气干燥， 人体会出现各种
不适， 如皮肤发紧， 毛发枯干， 嘴
唇干燥等现象。 为适应自然， 天人
合一， 淮河儿女保健要诀是， 多食
清热安神、 滋阴润燥食物； 保证充
足睡眠适当午休； 夜晚关门窗防秋
风； 空调电扇少用， 防肺炎哮喘病
发生； 适当锻炼多走走， 勤晒太阳
加快新陈代谢。

离离暑云散， 袅袅凉风起。 让
我们在处暑的冷静中， 以雄浑的情
怀， 寄托对秋天丰收之景的美好期
许与厚望吧。

秋 荷 陆士德 摄

铜簠铭文。 张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