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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

最爱那恍然一瞥中的宁静与亲和

申伯辅佐周平王开创东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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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宋地理总志 《方舆

胜览 》记载 ，周宣王 （公元前

827

年

-782

年 ）以申伯为王

卿士 ， 因辅佐宣王有功 ，加

之王舅的至亲关系 ，为了表

达 “宣王中兴 ”之德 ，同时为

了 抵 御 南 方 日 益 强 大 的 楚

国 ， 遂增封申伯侯的封地 ，

建申国 ，都于淮河上游的谢

地 （今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

镇北的古城 ）， 又命召伯随

同申伯前往营新邑谢城 ，以

示不忘旧恩 。 周宣王为加强

同申的关系 ， 与申联姻 ，宣

王 之 子 幽 王 娶 申 伯 的 女 儿

为后 ，生下太子宜臼 。后来 ，

周幽王宠信褒姒 ，生下次子

伯服 。后来 ，幽王听信谗言 ，

废 除 申 后 及 太 子 。 万 不 得

已 ，王后及太子宜臼就投奔

娘家申伯 。 后来 ，在申伯的

辅佐下 ， 杀掉昏君幽王 ，拥

立宜臼为王 ，他就是东周开

国君王周平王 。 公元前

770

年 ，周平 王东迁 洛 阳 ，中 国

社会进入东周时期 （春秋战

国 ）。

据 研 究 ， 申 后 被 废 期

间 ，忧愤 交加 ，创 作

8

首 诗

歌 （《诗经·小雅·白华 》），

真 实 记 录 了 她 当 时 的 郁 闷

之情 。 全诗用比兴手法 ，诉

说了幽王宠信褒姒 ，不顾国

家安危 ，将社稷逐步引入歧

途 ，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尽的

痛苦 。

信阳太子城

信阳西北

60

里有个太子城，遗址

在城阳城址东部， 为城阳城址的一部

分，城阳城因建于其南故名。 为申伯为

迎太子宜臼而建。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

长

270

米，东西宽

150

米，面积约万

平方米。 此外，信阳境内还有申伯碑、

申伯墓碑、申伯盘（出土文物）、申伯台

（信阳城内北关，传为申伯所筑）、申伯

读书台（信阳城内西北隅，旧时台上建

有申伯祠）、申伯墓（在平昌关古谢城

附近）、申塔以及申阳台（信阳市平桥

区平昌关镇西南）等遗迹、遗物，这些

均为信阳古代曾为申地的明证。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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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茶叶由汉水流域传人信阳。 唐宋以来。 以

茶优水美闻名国内。新中国成立前，贫民日常饮大叶片

粗茶，其特点是不跑气，不需密封，茶水略涩微甜，泡数

日不走味；茶叶用量少，不馊水，故有“粗茶细喝、细茶

粗喝”之说。一般摆茶摊者多用此茶。农民则采号称“满

天飞”的乔木叶茶（也称大叶板，落叶乔木，端阳节采

叶，叶尖卵形，经揉制、发酵制成的信阳红茶现已极少

见），只在节庆时饮点细茶（毛尖茶）。 富有人家则常年

饮用细茶。 光山一带贫穷人家还习惯采集每年谷雨前

的杨柳树的嫩叶，晒干储存，以作全年泡水之用。 新中

国成立后， 大叶片和杨柳嫩叶逐渐被毛尖茶所取代。

1981

年， 农村人均消耗茶叶

0.1

公斤，

1985

年上升到

0.17

公斤；城镇居民

1983

年户均消耗茶叶

0.96

公斤，

1985

年上升到

1.82

公斤。 过去饮茶多系成年男子，如

今男女老幼均饮茶。新县尤为突出，一般人家新茶上市

后，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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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斤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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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箭厂河、陈店两地常视为

第一需要，家中宁可少油断盐，不可无茶，每日头一件

事便是烧水泡茶。 （据《信阳市志》）

信阳方言集锦 隐士收集整理

坐落在河南与湖北和安徽三省交界地区的信阳，

是中原的南边沿，也是河南省最南边的城市。 从地理

位置看，这里应该是我国南北的明显分界线。 有这样

的说法：信阳是北国的江南，江南的北国。 地理环境和

南北气候的共同影响，使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山

青水美，人杰地灵，是块风水宝地。 战国时期这里是

楚国疆域，楚文化底蕴丰厚，其语言也和中原其他地

方大不相同，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方言，还有不少从几

千年前一直沿用至今。 信阳方言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

支，但又深受楚文化和南方语言的影响，独特的区域

文化背景， 使信阳方言词语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有

隔山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特点。 信阳地处楚头豫尾，

至今信阳南部人和语言仍被称为“靠山蛮”，还有的说

信阳话是河南“外语”，就连很多称谓，也还保留着湖

北和江南的发音语法，听起来很有意思。 这里介绍

30

个词（句），供欣赏。

1.

雪———说

2.

长得真排畅———长得真漂亮、好

气派

3.

蛮子———南方人

4.

侉子———北方人

5.

靠

对我———骗我、忽悠我

6.

坡———地方 ，例如给我个

地方坐坐

7.

扛二蛋———阿谀奉承

8.

见天———

每天

9.

点把点子———很少 、一小点

10.

腿包———膝

盖

11.

二兴球———形容人的德性样儿 、 二愣子

12.

羁作包———爱搞恶作剧

13.

堂屋———房屋客厅、正

厅

14.

手棚盖 ———指甲

15.

脊酿盖———脊背

16.

嘎

子———干什么、做啥

17.

摁———你

18.

肥七———回去、

回家

19.

缝色———红色

20.

没碟———没有

21.

须———

书

22.

条曲———扫帚

23.

一鳖———一百

24.

拘———猪

25.

尼姑路子———当地长不大的猪

26.

渠七———出去

27.

得劲———带劲、舒服

28.

烁———无能、笨，例：这个

人可烁

29.

郎时———好 、实在 ，例 ：这个东西好郎时

30.

帖———聪明、能干 （隐士整理）

光影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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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饮茶习俗

相关链接

乡音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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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地区宣传队走过东方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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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信阳的历史镜头

书中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