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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

牛岗古叫江心集

出潢川县县城沿 106 国道往北， 离城 15 公里
有一集镇叫牛岗。 集镇现在很小，总共也就周边万
人左右，因集镇北依淮河，有淮河大桥通息县、淮滨
两县，所以集镇很热闹。

据说牛岗在清朝时叫江心集。大约是清嘉庆年
间，江心集往南直通武汉三镇，北依淮河码头可直
通大海，福建和广东沿海都可通船，据说南方客家
人大部分都是中原地带的人通过淮河码头入海迁

移到沿海地区生活至今。 那时没有桥梁飞架南北，
贸易和出行都靠渡口的船只走南闯北。 江心集虽
小，也是众商云集，各种商埠林立，很是热闹，外面
都把江心集称为小武汉。集镇周边大部分是余氏宗
族，别人说可能是鱼到江心的缘故，余氏在江心集
附近人丁兴旺，也不免有欺行罢市之徒。

有一年朝廷开恩科大考，淮河附近举人携带书
童纷纷北渡淮河步行进京赶考。

一日，湖北麻城举人丁兴旺也带书童赶到淮河
岸边。淮河码头由余德水、余德海、余德江和余德河
四兄弟管理，南北过渡及往东通向大海的都是他们
的船，平时人来人往，热热闹闹，虽也有争吵，没发
生过啥大事。丁姓举人过渡时因船资和船老大发生
了争吵，书童护主心切就和船老大打了起来，船老
大吃了亏，就告诉了余家四兄弟。 四兄弟原本都是
要风来风、要雨来雨张扬惯了的人，听说自己人吃
了亏，那还了得。 他们立即组织一帮混混去打丁家
主仆，书童护住了主人丁家公子，丁举人骑一农夫
水牛北渡进京， 可怜小书童为护主被活活打死，被
扔进了淮河。

丁公子一路乞讨赶到北京，又在一好心人资助
下参加了当年大考，等到皇榜放出，丁举人名列第
八名。

殿试以后，皇帝让人安排丁举人去到某地做官
上任时，丁举人大哭不受，并在皇帝面前哭述了从
光州地界过淮河遇到的事情，他说官可不做，但要
严惩恶霸，若有可能必须改掉江心集地名，老余家
在当地势力太大，就因为鱼到江心之故。

皇帝行文光州，一调查果有其事，余家四兄弟
被抓入了大牢。江心集附近有头有脸的余氏宗亲怕
牵扯到自己，纷纷外迁。

皇帝问举人把江心集改成什么地名，举人想鱼
在江心厉害，那鱼一离开水就不行了，他就想改一
个“岗”字，加之他当初北逃是一农夫的水牛驮他渡
过淮河，他就上书皇帝叫“牛岗”吧。 至此江心集改
成了牛岗，余氏宗族抓的抓、外迁的外迁，随后一蹶
不振。 “牛岗”地名一直延续至今，很少人知道它曾
叫江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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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的人参———商桔梗

商城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
处江淮之间，是著名的“药乡”。商
城所产的中药材桔梗， 因其所特
有的“龙头凤尾菊花心”优良品质
特征而久负盛名， 并通过国家原
产地标记注册。 商城桔梗根肥大
肉质，切片断面纹理清晰，呈白色
或淡黄色，宛若菊花，是谓“菊花

心”。四年以上野生桔梗茎与块根
的结合部向上生长出一种似角一

样的不定根，形似龙头，故谓“龙
头”。 商城桔梗的主要特征就是
“龙头凤尾菊花心”， 堪称药中极
品，在同类产品中独一无二，扬名
海内外，被载入《中国药典》注释
版本和越南《药志》。 1986 年被国

家医药管理局列为第一批对外保

密名种，被誉为“商桔梗”。
商城县所产的桔梗不但具有

“龙头凤尾菊花心” 的优良品质，
并且该县境内桔梗资源非常丰

富，生产历史悠长。 1969 年，商城
县桔梗野生变家种试验获得成

功， 首开全国人工栽培桔梗新纪
录。 经过不断总结提高， 扩大种
植，商桔梗形成了大面积生产，提
供了大量商品药材， 弥补了野生
资源的不足。 1983 年，商城县桔
梗留存面积 2000 余亩。 近年来，
桔梗收购量大幅增长。

目前， 商桔梗的发展已逐步
走上了一条野生种保纯、 栽培面
积扩大、加工层次提高、种植逐步
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桔
梗开发的多元化， 桔梗全草都被
派上了用场， 传统的桔梗也由医
用向医膳、食用、野菜、保健品、滋
补品和旅游产品等方向发展，鲜
食桔梗更是被称作是 “大别山的
人参”。

（综 合）

云雾鸡公山

南湾风景区凉亭 河震雷山滚水坝

作
者
：
田
文
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