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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指人的态度、礼仪道德
等。信阳茶道从迎客入室开始，

表现的就是互相尊敬， 谦和礼
让。沏茶、饮茶、送客，以礼仪贯
穿始终。客人到门口，主人首先
要迎上去问好， 将客人让入屋
内，送上温水洗脸、洗手。 接着
按客人的年龄、 资历安排座位
（社交场合按职位高低安排）。

进入房间后，正面是首座，左位
为客座，右位为陪座，主客互相
谦让，但不可坐错位次。期间举
杯及言语， 均表现出和蔼和礼
貌。不论客人年龄大小、身份高
低，都是双手端杯，尊称客人，

讲“请用茶”。 客人同样双手接
杯，并致谢。 在茶馆喝茶，茶艺
小姐把沏好的茶水立即端送客
人，温度适中，茶量适中，先行
礼再递茶，笑容和蔼，用手势或
语言劝茶， 处处表现出对客人
的尊敬。 （浩石）

厚重信阳的历史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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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中 信 阳

申息之师驰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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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大，不断
对四邻用兵，降服南方诸国后，又北
进中原。 公元前

688

年，楚文王率军
首先吞灭申国。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
前

684

年）前后，又乘息、蔡两国发
生矛盾之机，出兵攻打蔡国，俘虏蔡

侯献舞。 继之，假借巡猎之名设伏兵
袭杀息侯，吞灭了息国。 灭申、息后，

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申县
和息县， 同时建立强大的地方部
队———“申息之师”。 楚国依靠这支
劲旅，于前

655

年吞灭弦国；前
648

年伐江国，灭黄国；前
646

年灭六国
（今六安）、英国；前

635

年进军讨伐
晋国至商密； 前

634

年讨伐齐国进
军至谷城， 前

632

年与晋军在城淮
展开大战；前

622

年灭寥国；前
618

年攻陈国； 前
597

年在哪地大败晋
军；后又数次进攻宋国和郑国，因而
成为中原的霸主。

此时，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强
盛起来， 对楚国控制两淮之地感到
不安，吴王僚于周敬王元年（前

519

年） 率军攻打楚之州来（今安徽凤
台）。 楚平王闻讯，令顿、胡、沈、蔡、

陈、许
6

国之军在鸡父（今固始县东
南鸡备亭）会合，伐吴以救州来。 吴
公子光利用

6

国与楚军心不齐之
机，于七月二十九日以

3000

名刑徒
为前阵，先攻胡、沈、陈三国之军。 吴
设伏兵俘去胡、 沈二国国君和陈国
大夫，令俘虏至许、蔡、顿三国军中
散布国君被杀谣言，动摇军心，并随
后擂鼓进攻，许、蔡、顿之军惊骇狂
奔，不战自溃。 毫无准备的楚军先受
乱军之干扰，继受吴军之冲击，慌乱
败退，遂失两淮之地。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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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城，位于平桥区长台关苏楼村，其遗址分为内外两
城。内城周长

1879

米，面积
20

万平方米。外城周长
3587

米，

面积
68

万平方米。城阳城，春秋时为“负函”，是申国的都城，

后改为城阳城，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前
491

年前后，楚国与吴国交战，楚国第一次将国
都临时迁于城阳。 公元前

278

年，秦国一举攻破湖北江陵楚
国郢都，顷襄王被迫迁都于城阳，因此，城阳城也称楚王城。

在那里顷襄王问计于庄辛， 庄辛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论幸臣》，载于《古文观止》，由此中国诞生了“亡羊补牢”的
成语典故。

1957

年在城阳城附近发掘了震惊中外的战国楚墓，出
土了中国第一套战国编钟，用它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响彻寰宇。

（黄元尧王晓）

楚国两次迁都城阳城

立
夏

楚 韵 汉 风 信阳茶道

(三)

地 名 初 探 武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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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
重要隘口。 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南
35

公里，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 南
锁鄂州，北屏中原，扼控南北交通咽
喉。 武胜关古称大隧隘道

(

一说直辕
隘道

)

。 南朝齐称武阳关。 唐称礼山
关，后复称武阳关。清始称武胜关。与

东之九里关，西之平靖关，合称义阳
（今信阳）三关。 武胜关地处险口，附
近山峦交错，群峰环结，关城以山为
障，凿山成隘，古以“车不能方轨，马
不能并骑”形容其险。 历来为南北抗
衡之地，行师必由之道。南北朝时期，

梁、 魏为取得关隘要道的控制权，曾

在三关相持，反复争夺数十年。 南宋
开庆元年

(1259)

，忽必烈率军渡淮河，

攻大胜关，宋军凭关据守，攻不得克，

后因戍兵弃关南逃，方越关南下直取
鄂州（今湖北武昌），逼南宋求和，结
“鄂州之盟”。 今有京广铁路经此。

（惟静）

老 照 片

光 影 申 城

河上通往三里店的桥。

（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张一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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