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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片淮滨地名文化
淮滨县位于中原腹

地的淮河中上游两岸，历
史悠久，地名文化丰富多
彩，绚烂多姿，记录着淮
滨地域文明的演进，彰显
着淮滨人的文化个性。
古老的历史地名

根据《左传》《汉书》
《水经注》及一些古代地
志书记载， 淮滨地域有
不少历史地名，除期思、
固城仍在延续使用外，
大多数都已成历史。 这
些地名中蒋国颇为古
老，蒋国又称蒋氏，是西
周初年分封在淮滨期思
的宗姓诸侯， 迄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据司马
贞《史记索隐》载蒋为周
公旦第三子姬伯龄封
地，以植物蒋命名。 蒋在
古时候又称菰或雕菰，
所结菰米是六粟之一，
后因菌种变异演变成为
今天的茭白。 在淮河上
游两岸以植物命名的诸
侯国不止蒋一家， 如蔡
国、 蓼国等都是以植物
命名。 期思地名最早见
于《左传·文公十年》（公
元前 617 年），距今已有
2638 年历史。 期思原为
蒋国，楚灭蒋建期思邑。
汉代期思为县， 南北朝
时期或为县、 为州、为
郡。 唐朝初年废入固始
县后称期思集， 今为淮
滨县期思镇。 固城也是
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古
老地名，根据《国语·楚
语》的记载，春秋楚灵王
就有“围固城、克息舟”
的记载。 楚灵王二年为
公元前 541 年， 距今已
有 2562 年的历史。《左
传》 载楚惠王二年即公
元前 487 年，白公胜“居
吴城号白公”。 吴城据
《水经注》载就在今淮滨
县固城乡吴岗村、 赵湾
村一带。 白公就是白邑
的县公， 白邑是春秋时
楚国在淮河北岸一带设
立的县邑。 白邑在秦朝
降为白亭。 根据地志和
清《息县志》《光州志》
载， 明清息县设有白亭
里， 辖淮滨今天的新里
集、杨集一带。 杨集村北

有白亭庙。 今庙后面的
村庄就是以位于白亭庙
后而得名。 东汉初年，期
思侯臧宫在张庄集西建
立臧宫城， 明清时讹称
为张果城， 今天又讹称
为猪拱城。 南北朝时，梁
武帝在张庄集设安宁县
属长陵郡辖。 安宁古城
就是今天的张庄集即张
庄村。 据清《光州志》记
载， 明清时期淮滨还有
一些乡里类地名， 如薄
溪里辖乌龙集， 罗服里
辖马集、芦集，白亭里辖
新里、杨集，邓湾里辖邓
湾集，回淳里辖台子头，
仁和里辖栏杆集、 马关
集，白里辖淮南集（今谷
堆集），黄岗里辖淮汝集
（今谷堆孙岗子）， 庄里
辖防胡店、张里店，安化
里辖汝南镇 （今赵集
镇）、 廖李集 （今麻里
店）， 涧头里辖固城集，
期思里辖期思集， 普照
里辖北庙集、王店子，明
德里辖张庄集、任店子，
新民里辖黄家楼、 张家
集 （今天王店子黄楼
村）。 还有一些明清时的
古集镇地名今天也已经
消失，如王老人集、淮汝
集、淮南集、临淮集、吴
家集、胡家集、徐家集、
任武集、洪河口集、新河
集、凤仪集、黄坂镇集、
关家寨集、张兴集等。 有
些小集镇虽然行政建制
降低、规模缩小，但仍保
留着原地名，如马关集、
马埠口集、张门集、高林
集、杨集、两河口集，也
有的仍在发挥集市作
用，如马埠口、马关、高
林等。 还有一些自然地
名由于年代久远、 自然
环境发生变化， 原地名
或消失或变化。 如淮汭
原指汝水入淮口以上淮
河最弯曲的河段， 今仅
在历史书中出现。 又如
汝水由于上源变化，名
称消失，换成了洪河，汝
口自然变成了洪河口。
又如饮马港之名源自伍
子胥过乌江的传说，其
实饮马港本名鹰毛涧，
正源在今固城一带，所
以固城集有涧头港，设
有涧头里。 薄溪水变成

了乌龙港，青陂东部变成了
潼湖，西部变成了闾河。

地名中的龙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崇拜， 龙在中国人的心目
中是至高无上的神物，淮
滨地名文化中自然少不了
对龙的崇拜。 淮滨地名文
化中以龙来描述河流的形
态， 把对河流的崇拜上升
到龙的图腾， 处处表达着
淮滨人对淮河及其分支河
流的无比敬畏。 乌龙港原
本是古老的淮河故道，蜿
蜒曲折，河底泥土黝黑，所
以淮滨人以乌龙称之，并
在沿港建立了乌龙庙年年
祭拜， 又把乌龙港水视为
龙之神泉，并建立龙泉庙，
所以就有了马集龙泉村的
地名。 建立在乌龙港下游
的集镇被呼之为乌龙集。
洪河的练村至淮滨麻里段
被称为黑龙潭。 固城赵湾
段的洪河弯道被称为龙项
湾。出于对淮河的崇拜，淮
滨在临河的一些地区建立
很多祭龙的庙宇， 如芦集
乡的龙王庙村、 张庄九里
村的白龙庙、 芦集新庄北
的白龙庙、 期思南李香铺
北的青龙庙等等。 又如邓
湾淮河故道南的岗地被称
为龙岗， 赵集洪河岸边的
土岭被视为土龙， 依渡口
成集取名为龙虎集， 期思
河有一沟伸入期思河内形
成卧龙状则被称为龙窝。
由此可见龙在淮滨人的
心目中是具有地位的，而
这里的龙实际上就是指
水、指河。 因此，龙的分量
也是淮河在淮滨人心目
中的分量。

对淮滨河道迁徙

及治理变化的记录

淮滨县位于淮河中
上游结合部的两岸，以淮
河及其支流地理实体命
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名
中滩、坡、堰坝很多，较著
名的有芦集乡梁滩，新里
镇云坡、张塘坡，栏杆街
道的蔡坡、半坡、徐坡等
村名以及顺河街道的王
堰、任堰，王店乡的沙坝
子、引堰头等村名。 这些
地名都比较古老，坡地都
是淮河、洪河迁徙后留下
的古老河坡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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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闻名的乳台山（雨台山）
位于光山县文殊乡南王岗村陈下
湾境内， 东临龙山湖， 西接光晏
路，北依九九林场，南与大苏山紫
云塔遥遥相望。乳台山风光旖旎、
钟灵毓秀， 还有三潭三石的传奇
故事。

乳台山原为无名山 ， 海拔
99.2 米。 该山非常适合茶叶种
植， 种植茶叶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 乳台山谷雨茶清香四溢，沁
人心脾，回味无穷，令人陶醉。 数
百年来，这里的村民仅茶叶收入
就够平常人家的油盐开销。 陈下
湾人对乳台山怀有深深的眷恋
与依恋，乳台山也成为远方游子
对家乡魂牵梦萦的地方。 茶叶的
收益似母亲的乳汁，滋养着世代
勤劳的陈下湾人民，又因该山有
两个小山峰状若母亲的美丽双
乳，故此无名山在明代被村民亲
切地称之为“乳台山”。 清同治年
间举人陈文舫因避嫌“乳”字，又
因乳台山山岚笼罩、 降雨充沛，
曾将“乳台山”改称为“雨台山”，
但在《红色光山记忆》中，光山地
名办仍采用“乳台山”一名，沿用
至今。

数百年来，常有文人雅士登临
感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陈文舫
曾赋诗一首《雨台山》：

雨台高耸触天际，

日暮登岭望眼迷。
石鼓每留人去坐，
松高时引鹤来栖。
雪消天壑千峰秀，
云起深山万树低。
最好晚霞明一角，
渔歌唱入夕阳西。

龙山水利枢纽没建成之前，一
遇到山洪暴发，周围数十里的村民
不约而至蜂拥至乳台山山顶。 洪水
自三河口由南向北而下，遇到乳台
山余脉的阻拦，惊涛拍岸。 山洪遇
三次山体阻挡后， 形成回头浪，漩
涡打转， 并将河底泥沙掀起卷走，
形成潭窝， 洪水裹挟而来的巨石，
在潭窝处停留， 形成三潭三石，头
潭门槛石，二潭蒸馍石，三潭为雷
打石，关于雷打石还有一段神奇的
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 天下大旱，三
潭潭窝内有一巨石， 高宽各三丈
三，修炼成精，想阻挡住潢河水不
往下流，专享潭中鱼虾，龙王得知
后到天庭告御状，玉帝震怒，当即
派雷公下凡去收服石头精。 农历六
月二十三日中午，乌云翻滚，电闪
雷鸣，一道闪电过后，雷神把石头
精从潭中捞出，抛到绾河岭的半山
腰，“咔嚓”一声巨响，石头精被劈
成两半， 河水顿时染成鲜红色，现

“雷劈石”仍在。
（据光山微视）

美丽乳台山

乳台山周围村庄（据光山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