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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记忆

成语典故“见兔顾犬”“亡羊补牢”出自信阳

� � � �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 历史

悠久，文化厚重，是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西周时期，信阳境内被周王

朝分封的诸侯国就有申、息、赖、弦、

黄、江、蒋、蓼等。 春秋时期，这些诸

侯国相继被南方的楚国吞灭置县，

因此，这里又流行“豫风楚韵”之说。

细腻浪漫的楚文化与缜密柔美的中

原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形成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淮河文化。 成语典故

“见兔顾犬”和“亡羊补牢”就发生在

战国时期的河南信阳。

“见兔顾犬”和“亡羊补牢”这两

则成语典故均出自西汉末年著名学

者刘向编撰的 《战国策·楚策四》：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

牢，未为迟也。 ”

见兔顾犬：指看见兔子，就回头

唤猎狗去追捕。比喻事情紧急，如及

时想办法还来得及。

亡羊补牢：指丢失了羊，就赶紧

修补羊圈。比喻事情出了差错，若及

时设法补救，可以避免再受损失。

这两则成语典故的含义是相近

的，都含有犹为未晚的意思。典故发

生在战国末期的楚国： 楚顷襄王即

位后，重用奸臣，政治腐败，国势日

渐衰微。大臣庄辛目睹这种情况，心

里非常着急， 他力劝楚顷襄王不要

成天只知享乐，不管国家大事，认为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就要亡国了。

在遭到襄王怒骂后， 庄辛自请流放

到了赵国。

公元前

278

年， 秦国名将白起

率军攻占楚国都城郢 （今湖北江陵

西北），楚顷襄王带着楚国的王公贵

族逃亡到了今河南信阳北的城阳城

（今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乡楚王城

一带）， 以此作为楚国的临时国都。

城阳城在春秋时期叫负函， 这里曾

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

发生过许多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如

“叶公问政”、“白公问言”和“楚狂接

舆放歌”等。楚顷襄王避难来到春秋

末年孔子使楚的终点， 也被孔子在

此留下的轶闻趣事所感化。他非常懊

悔当初没有听从谋臣庄辛的劝告，立即

派人去了赵国，请回庄辛，寻求治国

安邦良策，这便有了《战国策》“庄辛

说楚顷襄王”这一千古美谈。

当时，楚顷襄王见了庄辛，向他

道歉说：“我过去因为没听先生的忠

告，才弄到这种地步，现在，你看还

有办法挽救吗？”庄辛看到襄王确有

悔改之心， 便诚恳地说道：“我听说

过， 看见兔子才想起猎犬， 这还不

晚；羊丢了立即修补羊圈，也还不迟。”

庄辛还给楚顷襄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认为楚国都城虽被秦国占领，但还有纵

横几百里的土地，只要振作起来，纠正

过去的错误做法，秦国是灭亡不了楚国

的。楚顷襄王听了庄辛的肺腑之言，

幡然醒悟， 把楚国的最高爵位授予

庄辛，并封他为阳陵君。

在庄辛的大力扶助下， 楚顷襄

王采用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的

计策，凭借义阳三关和淮河天险，用

“申、息之师”，很快度过了危机，扭

转了局势， 收复了淮河以北大片失

地，继而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使

楚国历史又延续了

55

年。 这样，河

南信阳一带在战国末期一度成为楚

国的大本营和复兴基地。 城阳城旧

址在今信阳城北

25

公里的地方仍

然存在， 这里正在兴建楚国故都城

阳城遗址博物馆。 饱经千年风雨沧

桑， 它依然向人们诉说着 “见兔顾

犬”、“亡羊补牢”的故事。

历史风云际会，大浪淘沙。楚顷

襄王虽采取了见兔顾犬、 亡羊补牢

的措施使楚国呈现出复苏的景象，

但由于秦国过于强大， 统一大势不

可阻挡， 楚国最后还是遭受到了亡

国的厄运，人们对此不禁扼腕叹息。

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战国策》中

“庄辛论幸臣”这一故事，赞美庄辛不计

前嫌、忠君爱国的高风亮节。庄辛“见兔

顾犬”、“亡羊补牢” 的精神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

它不断激励着

炎黄子孙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以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作为“见

兔顾犬”、“亡羊补牢”这两个成语典

故诞生地的河南信阳， 如今又焕发

出了新的青春。 到信阳观光旅游的

人们在赞叹信阳社会沧桑巨变的同

时，常常提及她那厚重的历史文化，

提及那两个让信阳儿女引以为豪的

成语典故。

(

徐泽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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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

西部县市的人通常以五月初

五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

午， 节庆活动主要在小端午。

是日，天初明捉绞在一起的蟾

蜍和蜈蚣， 用以制药疗毒

疮。 早晨吃粽子、 茶蛋、油

饼、糖糕等。 粽子以糯米为

主料，杂以枣、栗、豆、花生，

多以竹叶裹成三角形，常蘸

糖食之。 习饮雄黄酒，并以

酒涂抹面部及露于衣外的

其他部位， 还洒酒于地，以

灭菌驱虫。小孩系五色彩丝

于手臂， 并挂香袋和老虎

素，据说可除毒避邪。 有的

向小孩耳朵滴雄黄酒，使其

不染瘟疫。 “端午不插艾，死后变老癞”，门窗上插苦艾和菖蒲，以后晒

干制成艾绒，用以灸火除病。 上午，潢河、淮河等大河中龙舟竞渡，作送

瘟神游戏。 正午入园林深处，取露水为仙药水，用以擦眼。 据说可预防

眼病。未婚妻在此日走婆家，新娘子回娘家。潢川有制作手工艺品———

“胖娃娃”传统。 “胖娃娃”形态各异，佩带在孩子身上，象征吉祥如意。

用丝绸下脚料，通过画样、剪板、贴面、拼装、彩画几道工序制成。 据说

源于春秋时期，流传至今，深受儿童欢迎。 建国后，饮雄黄酒、配香袋和

老虎素等俗已不多见，食粽、采艾成为端午节的主要标志。

(

信 情

)

岁时习俗之端午节

楚 韵 汉 风

没有伞的孩子会努力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