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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城、蒋国、蒋姓（上）

尤新峰

蒋城，就是西周初年蒋国的都城，它位于今天淮滨
县城东南 15 公里的期思镇, 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1986
年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3 月被国务院公布
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蒋国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500 余米，东西长
1700 余米，墙基宽 32 米，城址残高约 1 米-3 米，最高处
约 8 米。 除北面靠期思河台地与城内地平基本相平已无
城墙痕迹外, 其余三面的古城墙遗址仍断断续续清晰可
见，如今的期思镇坐落在古城西北隅。 这是一座历经数
千年的古城遗址，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保留到今天的只
是残垣废墟、残碑断碣。 今天的期思镇不仅是 3000 年前
西周蒋国的都城,也是楚相孙叔敖的故乡。孙叔敖就出生
在古老的蒋城期思。 他修建了我国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
“期思陂”，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循吏第一人，今
天人们把他称为“天下第一清官”。 现在期思镇镇政府院
内仍保留着孙叔敖庙地遗址和明代的 “重修孙公祠”残
碑,在镇政府西侧不远就是孙叔敖墓地。

期思的蒋国古城历史早有记载， 清乾隆 《光州志》
说，清朝初年固始县境内有三座古城，即“古城一在枣林
冈，一在期思镇，一在上闸，三城俱临河岸，旧志以为或
古漕司云”，这三座古城是指蓼国故城、浍州故城和期思
的蒋国故城。 在文物保护调查中，我们通过对期思蒋国
故城城墙剖面的调查分析，发现城墙底部分布有商代时
期的文化包含物，这些包含物证实期思的古城墙就是建
于西周时期。

期思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蒋国故城内出土了大
量春秋战国的青铜器，汉唐遗物俯拾皆是。其实期思的
历史还远不止西周蒋国， 古城西北偶的台地上发现了
大量的石斧、石凿、蚌镰、红陶、火烧土等史前文物。 古
城的周围有很多处商、 周及其更远时代的人类活动遗
址，这说明期思早已经过了先民的开发，是一个农业生
产水平相对较高、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如今期思镇蒋
国故城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是淮滨县的重点
文物保护区域之一。 同时，期思从公元前 11 世纪的蒋
氏封国到唐初期思县地并入固始，在 1600 多年的漫长
历史时期内，始终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
蒋国故城的东南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古墓葬区。 这些
墓葬从商周延至汉晋，规模宏伟 、封土高大 ，其中蒋国
贵族墓葬占有一定的比例。 据宜兴、睢阳、武岭等蒋氏
家谱记载， 蒋国始封之君———周公姬旦三子伯龄薨后

就葬在封都万寿陵。因此，期思蒋国故城成为全球蒋姓
华人朝思暮想的祭拜圣地。

期思的蒋城不但有着厚重的历史，而且还位于河南
省“淮南草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位置。 兔子湖、方
家湖、祁湖、月牙湖罗布四周，淮河、白露河、期思河环绕
古城。 春天，山雀、翠鸟在蒋城的天空中嬉戏翱翔，湿地
和城墙上开满各样争奇斗艳的野花。 到了秋天，灰鹤长
鸣，野雉狂奔，大片成熟的稻谷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
光芒。

蒋国是西周初年周王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 蒋国的
封建时间，史学界多数认为是在成王姬诵的时候。 据《荀
子·儒教》说，西周初期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宗国共封
了五十三个，占全部封国的七分之五。 其中蒋国就封在
今淮滨县东南的期思镇，它与隋、唐、蔡、项、沈、鲁等形
成了防卫淮夷反叛的军事防线，这就是西周历史上有名
的“成周封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左传》所说
的“汉阳诸姬”。 这些诸侯国后来都被楚国所吞并。

“小孩盼着过年，老人想着种
田。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这样说。

记忆中，儿时的年味特别浓：
过了腊八， 家家户户便忙着泡糯
米、淘麦、打米、磨面、制豆腐……
过了祭灶， 到处便氤氲着年的气
息；炸鱼、炸酥肉、炸绿豆圆子、炸
馓子、炸子、炸麻叶子的香味弥
漫在村庄的空气中，经久不散；令
人馋涎欲滴的糯米醪糟和蒸馒

头、蒸包子的香气充溢在天地间，
沁人心脾；炒花生、炒葵花子、炒
倭瓜子，把年味炒得浓浓的、酽酽
的；猪、羊宰杀前的号叫声预示着
年的脚步已经走近。

那时虽然家里穷， 虽然兄弟
姐妹多，但要过年了，父母还是想
尽办法为全家每人做一件新衣

裳。 也许这就是家长的辞旧迎新。
于是我们早早地期盼着年

的到来。
邻村有个姓秦的男裁缝，平

日清闲得发急，一进入腊月，就得
夜以继日地忙活。 先是一家一家
帮着参考选布料： 都是一些价钱
实惠、耐穿受磨的咔叽布，颜色很
单调，基本都是蓝色或黑色，军绿
色很少见，那是青年人的专利。我
们都兴奋到了极点， 都希望能遂
自己的心愿做一件颜色好、 布料
好的，可父母为了公平，为了人人
有份，只要过得去就行，所以一家
人就有了同色的褂子或裤子。 接
着是秦裁缝挨户量体裁衣。 为了
早日穿上心仪的新衣， 我们再三
恳求：“秦师傅，先给我们做，别耽
误我们过年时穿啊！”秦裁缝便拍
着胸脯保证：“放心吧！ 我就是夜
里不睡觉， 也保证你们过年穿上
新衣裳！ ”

我们白天等夜里盼， 衣服

送来了，但不是年二十八、二十
九， 便是年三十， 扣子还没有
缀，望着不能穿的新衣裳，我们
说不出的怨和恨， 心里暗暗骂
一句：“该死的老秦”！ 这也许是
最恶毒的咒骂了。 因为一进入
腊月， 父母亲忌讳我们说话带
诸如“死”“病”“鬼”“妖”“怪”等
不吉利的字眼。 即使心里怨恨、
心里咒骂， 断然是不敢说出口
的，否则，父母是不能饶恕的 。
看着我们失望的样子， 母亲挑
灯连夜加工， 第二天我们终于
穿上了新衣裳， 便兴奋地跑到
左邻右舍家去炫耀， 喜不自胜
地与邻家孩子相约到空旷的稻

场上去疯玩。
过了祭灶， 大人们忙着办

年，也安排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准备好年夜烤火的树根
或硬柴；给牛、驴、羊备足食草；
摔烛台； 到代销点买香蜡纸炮；
到亲戚家求写春联……

年夜烤火是过年约定俗成的

节目：老人说是烤走寒气、烤走晦
气，烤烤健康，不生病，一年里顺顺
当当、红红火火。 其实，一年当中，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耐烧的

树根或树枝、棉柴、牛粪。为了卫生
和吉利，一般以树根为宜。 早早地
劈开，交叉堆放，风干，年夜烤火烟
少、火旺。为了防止被雨雪淋湿，早
早地抱到屋檐下码齐、盖好。

那时住房窄浅，牛、驴、羊的
食槽都在主人的卧室里。 一连几
天拜年，就要多给牲口备些吃的，
以免过年了人吃好的， 牲口闹饥
荒，于是，我们一捆一捆从稻场上
背回食物，过道里、屋檐下，见空
插针， 能堆放的地方都塞得满满
的，码放得整整齐齐，足够牲口吃

个十天半月。
那时农村没有用上电，过年

烛光亮堂堂的才有气氛，所以家
家户户过年都要点蜡烛。点蜡烛
必须要用烛台。摔烛台是个技术
活：从山坡下或沟塘边挖来黄胶
泥，一遍遍地摔，直摔到柔软有
韧性，才可制成下大上小方形烛
台，腰部凹凹的，四个烛台一样
大小，放在一起才好看。 过罢正
月十五， 烛台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了不占地方，被抛掷到沟里或
粪堆上，来年再制。

写春联是过年的头等大事，那
时识字人少， 能提笔写春联的更
少。 但我家很幸运，我的两个姨姐
夫都是写春联的高手，每年找他们
写春联的排成队。为了避开写春联
高峰，就要提前准备纸张。 每年去
姨姐家写春联非我莫属，一是我能
记住上联、下联，能记住对文，知道
其意，二是我知道姨姐的家。 我的
两个姨姐一个住在街道，距离十多
里；一个住在本村，距离四里多。街
道姨姐夫是老师，只有小年之后放
了寒假才有时间，求他写春联的更
多。 要先把红纸放他家，他记上名
字及几幅条对、几幅罗汉对、几个
独扇门，鸡圈、猪圈、驴槽、石磨、水
缸之类也不能少。 然后过几天去
取，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艰难的程
度可想而知。 因此，我很少到街道
姨姐家去写。

购买香蜡纸炮那是父亲的

事。 父亲郑重其事，从不马虎。
每年的年夜饭前， 父亲要带着
我们弟兄四个净手焚香烧纸拜

天拜地拜祖宗， 以感谢一年来
上天风调雨顺， 感谢大地五谷
丰收， 感谢祖宗保佑全家健康
平安无事。

记忆中的年味
周明金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