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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门在外，说起家乡，常
会引起别人的好奇：“你的村子
怎么叫简门呢？ ”

说起来话长， 光山县晏河
乡程山村简门村民组坐落在当

地简大山的前面， 该村依山傍
水 ，背靠简大山 ，面朝小潢河 。
此地视野开阔，土地肥沃。 简大
山形似一只下山猛虎， 威武雄
壮，故又称老虎山。 很久以前，
河床就在该村现在沟田所在的

地方，上游也没有水库截流，一
年四季河水深、 面积大、 流速
快。 当时商品的流通主要靠排
船运输来完成。 下游的乌龟山
由西南向东北延伸， 使此地形
成了一个小港湾， 是排船停靠
的理想之地。 从乌龟山山头沿
河往上一公里， 人们开设了好
几个货物进出口， 各进出口分
别以本族姓氏命名为简门 、李
门、姜门、陈门等。 后来在一次
特大洪水中，李门、姜门等都被
洪水冲毁，唯有简门安然无恙。

简门成为此地唯一一个排

船货物进出口，大量货物南北贯
通，促进了经济发展，使这里形
成了一个大集镇，买卖兴隆。 大
约在 18 世纪中末期， 简姓村民
在此发展壮大，繁衍子孙，根深
叶茂。

相传，简门有简氏俩兄弟非
常富有，住着豪宅，豪宅遗址就
是简大山东北现在称为“瓦渣子
地”的地方。这里是一处高地，豪

宅坐西朝东，高大的大门门楼上
镶有两个大字“简门”。大门的东
面河坎下就是排船停靠的码头

兼渡口。 码头水路连接南北，向
南至塔沙河及泼陂河上游，向东
北到光山、潢川、淮滨直至安徽
和江苏。 渡口旱路东连泼陂河、
凉亭 、白雀 、新县 、麻城直至武
汉，西连杨帆、文殊、南向店、马
畈、罗山直至信阳，过往行人络
绎不绝。过往客人都称这里为简
门， 而家族人则自称为简大山。
过去这里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交

通枢纽，此码头及渡口一直延续
到 19 世纪中期， 后因河流改道
东移及陆路交通便利等因素，该
码头及渡口才淡出人们的视野。

再说那次冲毁其余各门的

特大洪水， 是因为有三条恶龙，
逞凶发狂，祸害生灵，天下倾盆
大雨，山洪如瀑布，河水暴涨到
井田处。 眼看洪水就要淹没简
门， 就在这时老虎山好生气愤，
虎威猛发， 与之搏斗三天三夜，
虎龙大战，惊天动地。 恶龙终不
敌猛虎。老虎山将三条恶龙制服
并踩在脚下，并让这三条恶龙变
成一口泉水井，在此为简门村民
和过往行人服务。我们小时候把
这口井的水抽干，能看到三个泉
水眼往井里注水，每个泉水眼代
表一条龙。 不知何故，现在只剩
下两个泉水眼了。

人们将此井称为龙泉井，它
位于老虎山脚下，井旁矗立着一

棵大柳树， 井水四季清澈见底，
冬暖夏凉，味纯正微甜，喝起来
爽口痛快， 是地地道道的山泉
水。长期饮用这口井里的泉水的
人精力充沛，生命力强，健康长
寿，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简
门村人丁兴旺、 人才辈出的道
理。此井水不仅养育着简门世世
代代子孙，也滋养着千千万万个
过路人。 特别以前交通不发达，
这里是一条人行要道，路过此地
的人无不称赞此井水质好，即使
是不渴的人也要捧两口尝尝。饮
惯了此井井水的简门村民，不管
走到天涯海角都惦记着它，即使
是年老病重或是临终前还要喝

一口井水。
传说，简门村西北面有一座

小山，当地人称之乌龟山，由西
南向东北延伸到河中间，山体酷
似一只欲向河对岸游去的巨大

乌龟，这只巨龟是简门村民的又
一个保护神。 每逢发洪水时，伸
向河中的乌龟头将上游冲来的

洪水撇向东北，减缓了洪水的流
速，将水中的淤泥留下，给简门
村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简
门村的岸田、河田很肥沃，种庄
稼不给肥料就能大丰收。很久以
前，此龟生机勃勃，每年乌龟头
都向河中伸出一定的距离，将河
床向对岸推进，特别是发洪水时
乌龟头在洪水中一起一伏，恰似
在与洪水搏斗，这情景看上去惊
心动魄，很是壮观。

淮河人家 （下）

青山不老

过了中秋节 ，秋收已毕 ，极目淮河 ，天蓝水清 ，
黄沙历历 ，芦苇半黄 。 这时 ，淮河温顺得像一头羔
羊，慷慨地开始了对人们的馈赠。 在那三五十步宽、
深不及腰 、清澈见底的河水中 ，游窜着无数黑压压
的鱼群 ，鲫鱼 、鲤鱼 、草鱼 、白鱼 、沙狗鱼等等 ，应有
尽有。 只见一群群、一拨拨迅猛飞奔，倏忽上游，瞬
间狂飙而返，转向下游。 每当人们发现鱼群，便全村
出动 ，跳入河中 ，网撒叉扎 ，使出浑身解数 ，一条条
甩上滩来。 称称这条三斤六两，量量那条一尺九寸。
回家去鳞洗净 ，佐以大小茴香 ，精心烹制 ，端上桌
来，满室皆香，吃在口中，鲜嫩肥美。 遥想当年来信
阳品茗的东坡先生若有幸尝到这淮河之鲜，定当兴
“天下美味，莫过如斯”之叹。

淮河沿岸，其实还有一古老的捕鱼方法，即用剥
了皮的麻秆， 晒白后在河中向岸边插出一堵墙来，直
至河边。 折而插向下游，这插向下游的几十米挖沙成
沟，沟中沙底由深渐浅，形同一窄长套子，这就叫下套
■鱼。 河中游鱼遇麻秆阻挡不能前进，只好顺麻秆墙
斜走进入沟中。待鱼入沟后，马上用沙抚平沟口，这套
中之鱼自然是逃不掉了。

岁末，初进腊月，淮河两岸便尽显浓厚年味。 杀
猪宰羊，以犒亲朋；打鱼磨豆腐，以庆丰年佳节。 家
家户户，还轮番烧起了民流酒。 这民流酒是淮河两
岸民间流传的酒 ，用大米 、或高粱 、或红薯 、或玉米
等农作物酿制而成，方法简便，经济实惠。 诸多材料
取其一 ，蒸熟拌以大曲 ，经过发酵 ，酒糟酿成后 ，将
其舀入一大锅中 ，用无底木桶罩住大锅 ，木桶顶端
再放上一口稍小点的锅， 里面添满水以控制温度。
在木桶下部凿一小孔，插上竹子连接放置于桶中央
的一圆盘上，作为酒漏。 下面灶中烧火，煮沸酒糟形
成水蒸气，水蒸气落在圆盘上，顺着竹管流出。 这流
出的蒸馏水，便是民流酒了。

每逢除夕佳节，村村都支起酒灶，家家轮流烧酒，
白天黑夜，灶火不熄，晨昏风起，酒香四溢。自酿老酒，
甘甜醇厚，待客敬友，其乐融融。

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以聪明才智战胜了大自然
的艰难险阻，在淮河岸畔繁衍生息下来，通过对这条
母亲河的不断改造，早就使两岸变成了地肥水美的鱼
米之乡。 如今，在长台关的上游，又筑坝蓄水，建成了
大型水库。沿河两岸要栽花种草，修桥铺路，打造生态
旅游项目，还淮河初始面貌。有的人已在琢磨，准备打
造船只，再现当年长台古渡的情景。在改革开放中，淮
河人家的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

许多年过去了，淮河泛滥已成历史，她以新的面
貌造福于人类，造福于沿岸淮河人家。 淮河儿女也对
她产生了浓厚的依恋之情，无论走向五湖四海，或异
国他乡，都不会忘记那淮河的明月，还有那动听的水
调歌头，还有那青青的芦苇、金黄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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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简门村 （据光山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