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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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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

期。 茶圣陆羽编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

把全国盛产茶叶的

13

个省

42

个州郡，划分为

八大茶区， 信阳归淮南茶区。 《茶经·茶之出》

载：“淮南：以光州上（生光山黄头港者，与峡州

同），义阳郡、舒州次（生义阳县钟山者，与襄州

同。 舒州生太湖县潜山者，与蕲州同），寿州下

（生盛唐县霍山者，与衡州同），蕲州、黄州又下

（蕲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并与

荆州、梁州同也）。 ”文中，“淮南”系唐贞观十道

之一；“光州”指今潢川、光山一带，包括潢川、

光山、商城、固始、新县等地；“义阳”指今信阳

市区一带，包括原信阳县、罗山县。 陆羽把当时

的茶叶质量分为四等，信阳茶属于第一、二等

茶，没有第三、四等茶，可见信阳地产茶叶质量

之佳。 此外，《茶经·茶之具》还记载：“穿：江南、

淮南剖竹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一穿，半斤

为中穿……” 在商品经济滞后的时代里，“穿”

作为信阳一带重要的茶具入选《茶经》，从一个

侧面这说明当时的信阳———淮南茶叶生产的

规模之大和流通的范围之广。 “淮南（茶）：以光

州（今潢川、光山、商城、固始一带）上……”这

是茶圣对信阳茶的评价，也是古代典籍中对信

阳茶最早也是最高的赞誉。 （浩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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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

1161

年），金海陵王完颜

亮率领百万兵马，分四路攻宋，其中一路由蔡

州（今汝南）南进，九月攻信阳军。 宋统制赵搏

自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率骑兵救援，金兵撤

围东进改攻蒋州（今潢川），见有重兵防守，引

兵南下。 十月，完颜亮率军破安丰军（今安徽

寿县），继攻下蒋州。 宋高宗令戚方收复失地。

戚方派张宝领兵击退蒋州守敌， 以副将张存

暂任知州，留

300

人守城。

嘉定十四年（

1221

年），金将仆散安贞由

息州率兵攻光州，宋军退守净居山。 金兵由七

里镇进攻净居山，宋军再败，退净居寺坚守。

金兵火攻山寺，宋军败逃洪门山，挖战壕，筑

营寨，尚未竣工，金兵已到。 宋军仓促应战，又

败，舍弃营寨逃往黄土关。 金兵乘胜追赶至关

下。 黄土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军以

5000

人严密防守，闭关不出。 仆散安贞兵分

3

路，

左右两军乘夜从两翼登山，中军

3000

人直逼

关门。 次日左右两军会于山顶， 居高临下攻

打，宋军溃败，金兵占领黄土关。

金哀宗完颜守绪因汴京残破， 乃弃城于

金天兴二年（

1233

年）六月迁至蔡州。七月，金

哀宗派使者到息州搜括战马， 并任命乌古论

蒲鲜为息州刺史。 当时，息州豪强刘秃、马安

抚等人因军用不足，叛金投宋；息州守兵也不

断投宋，所剩寥寥无几。 八月，宋、蒙约定会攻

蔡州。 宋调兵驻扎光州中渡镇 （今息县中渡

店），造成与蒙军夹攻蔡州态势。 金抹撚兀典

遣忠孝军骑兵百余偷袭中渡镇宋营， 宋军溃

败而去。 十一月，宋、蒙联军合围蔡州城，十二

月，破蔡州外城。 翌年正月，宋军陷南门突入

城内，蒙军随后而人，金亡。 数日后，息州守将

降宋。宋军护送息州军民举城南迁信阳。蒙军

追赶，索要所俘金廷官员杀掉。 宋军假借犒赏

之名，把金人骗入罗山，将相当于万户以上的

将官

700

人全部处死， 其余南迁的军民安置

在迷魂寨，后被蒙古军杀死。

金亡后，蒙古进攻南宋，江淮之间成为正

面战场，信阳、光州成为反复争夺之地。 嘉熙

元年（

1237

年）十月，蒙将口温不花、史天泽围

光州，其将张柔率骑兵

2000

人，攻州城北、西

两面。 张柔派巩彦辉率精兵

200

人伏于城之

西南，自率主力攻北门。 黎明前，城北蒙兵喊

杀声震天动地，佯攻北门，吸引宋军主力。 巩

彦辉率伏兵乘虚攻西门， 树起云梯， 登上外

城，继攻破子城。 张柔、史天泽乘势急攻，宋军

投降。

宝佑六年（

1258

年），蒙古军分

3

路进攻

南宋，中路忽必烈攻鄂州（今武昌），于次年七

月进至蔡州。 八月，渡淮克光州，出光山，南下

破大胜关，宋兵逃遁。

咸淳六年（

1270

年），蒙古军发动最后消

灭南宋的第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七月蒙将

伊苏岱尔（又作也速带儿）攻占光州，继在金

刚台击败宋军。 同时西路蒙军占领信阳军。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卷》）

黎世序

御碑表廉勤

黎世序（

1772

年

-1824

年），罗山县城关镇人。

清嘉庆元年（

1796

年）中进士，同年任江西星子知

县，不久调任南昌知县。 嘉庆十三年（

1808

年）任镇

江知府。 嘉庆十七年（

1812

年）升任南河总督。

巧“收”款

镇江丹阳练湖年久失修，汛期

水患多发，百姓饱受其苦。 黎世序任职镇江知府，他

到任不久，制订浚淤方案，准备建造三座大闸。 可工

程巨大，一时难筹经费。 正值他刚上任，地方官员和

豪绅按旧习纷纷来贺，并暗送银两拉关系。 黎世序

为官从不收礼，但这次暗示其妻照单收下，然后以

“捐款修湖”名义张榜公示。 百姓闻讯也纷纷捐出家

私，工程一年后竣工，根治了练湖水患。

不徇私

嘉庆十七年（

1812

年），黎世序升

任南河总督。 家乡的亲戚朋友闻讯后欲往谋职。 世

序得知，未等亲朋起程，即修书家乡的儿子：“今黄

河大患频仍，运河亟待疏浚……功以才成，业因才

就，尔其能否？ ”儿子和家乡亲朋见信后打消念头，

再不提谋官之事。

御碑亭

黎世序勤政廉政，卒于任上，道光

皇帝为褒扬他，下诏书加尚书衔，晋太子太保，谥号

襄勤， 并亲撰三通碑文：“黎襄勤公祭文碑”，“黎襄

勤公入祀贤良祠碑”，“御赐黎襄勤公诗碑”。 其中第

三通碑刻有道光帝的两首赐诗：

“由来南国重河防，奏绩主知仰我皇。 数载宣勤

殚智虑，全河顺轨庆平康。 机宜一力廉而敏，揆度随

时显或藏。 勖尔良臣常厥志，名扬史册沐恩洋。 ”

“仰天朕不德，倏尔夺吾贤。 兀坐思千里，推恩

叹九泉。 伟哉防濬力，瘁矣十三年。 为守真稀遇，南

望倍怆然”。

黎世序为官清正，家无余资，死后连棺柩也难

以运回家乡。 道光下旨，从京城到罗山，每六十里立

一通清官神道碑，这是满清王朝对为官者的最高奖

赏！

（资料来源《信阳红廉文化苑·大别风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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