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滨地名文化

（接上期）
在淮河干流沿岸有很多

以湾、河套、河里套、东河
套、 西河套命名的村庄，其
中湾很多， 较著名的如邓
湾、宋湾、金湾、刘湾、朱湾、
杜湾、杨湾、巴湾、沙湾等。
有些带湾的村庄今天距离
淮河干流很远，如台头的刘
湾以及谷堆的朱湾、 杜湾、
杨湾、巴湾、沙湾等村都距
淮河干流有一定的距离，但
它们的旁边都有古水道，这
些水道均为淮河的故道。 通
过这些地名我们可以了解
到，古时候淮河淮滨段是非
常弯曲的，除我们已知的芦
集、邓湾两乡保留有淮河故
道以外，乌龙港、引河、期思
河、旱河、期思大沟河以及
台头尤湖、韩湖、天镜湖和
王店乡前黄楼附近的王湖
都是历史久远的淮河故道。
古淮河的变迁在淮滨地名
中被记录下来。 流经淮滨北
部的洪河古称汝水，在淮滨
王家岗乡刘寨村附近汇入
洪河（今称洪河口），古时的
汝河入淮口在今天的谷堆
乡孙岗子村附近。 洪河淮滨
段也非常弯曲，从新蔡入淮
滨后沿河比较有名的村庄
有西简湾、东简湾、牛旦湾、
龙项湾、赵湾、河湾、陈埠
湾、张湾、王湾、费湾等。 洪
河最大的弯道当数从马关
集弯向北直至安徽地理城
边又南下至淮河王家岗浅
孜村。 这个变道经裁直后其
中 100 个自然村划归安徽
阜南县洪河桥乡。 其他如固
城乡河湾村、栏杆街道王湾
村、王家岗乡费湾村和泗河
村，在洪河改道取直后都形
成四面环水的村庄。 这些以
自然实体命名的地名不仅
记录了河道的迁徙变化，同
时记录了淮滨人民对河道
的治理。 为了抵御洪水，淮
滨人民会把居住的村庄垫
成很高的台子，乌龙集过去
港南街有侯台子、 殷台子，
港北街有杨台子。 新中国成
立后，国家投资建起很多新
的庄台供沿河群众居住，以
台命名的村庄增多，比较著
名的有邓湾乡的叶台、陈
台、王台、迎风台、火烧台、

八个台，芦集的白台、前后樊
台，谷堆的汤台，赵集的水台
等。 新建的庄台有些直接带
上“新”字，如王店乡的新河
台、 新业庄台和台头乡新庄
台。 淮滨建县后在治淮和发
展水利方面也产生了很多新
的地名， 较有名的如新里镇
永红渠、 王店乡白露河分洪
道、谷堆乡友谊港、马集镇西
大港。 还有些村庄直接以淮
河、白露河、洪河等新建大堤
为名，如西河埂、新河埂等。

地名中保留的

历代战争痕迹

在淮滨地名中以营和寨
命名的现象不少，营是宋、明
之前的地名遗存， 而寨则是
产生于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清
朝的捻军起义。 淮滨芦集乡
刘寨村发现的“军司马印”、
固城乡固城村发现的“假司
马印”都是东汉时期的军印。
台头乡丁营村发现的“都统
所印”是金朝军印，王店乡白
岗村发现的“义兵千户之印”
是元朝军印。 淮滨淮河两岸
是古战场， 所以以营为村庄
的名称是历代军营变为民用
的情形决定的， 较有名的如
新里镇李长营、 张里侉营和
赵集镇铁炉营。 固城乡张井
村有一处“城上”古遗址，靠
近遗址有条南北走向的古水
道，两边有两个叫冲东营、冲
西营的村庄， 说明远在春秋
战国时期， 这里就驻扎有楚
国的士兵， 只有南方人才把
水道称为冲， 淮滨当地人只
称为沟、港、河等。 至于淮滨
很多以寨命名的村庄， 时间
要晚一些， 像新里镇黄李寨
发现的木主牌位记录了此寨
为抵抗明末李自成起义由
黄、李二姓同建。 还有一些寨
是重修或新建于清朝的捻军
起义时期。 为了镇压捻军，清
军在淮滨地区多次与捻军交
战， 当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
筑寨抗捻，配合清军作战。 捻
军在乌龙集与清军开展殊死
搏斗，并在王家堰、任堰设埋
伏， 击毙清光州判署的州判
等官员， 又在三空桥乡张庄
一带伏击清胜保部， 毙敌甚
众，清军阵亡，士兵埋在张庄
一带， 所以当地百姓从清朝
末年以来就称张庄村为张鬼
坑，1970 年后才改为张庄。淮
滨以寨为村名的村庄近 200

个， 有些寨当年被攻破后就
直接称为破寨，如吴破寨、陈
破寨。

地名彰显着淮滨人

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

从地名中可以看出淮滨
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友好，对
自己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动
物、植物、粮食、树木都能成为
自己心爱的村庄的名字，以树
为例就有丁桃园、 柿子园、梨
树园，有桂花村、梓树村、柳树
围子、椿树寨、榆树庄、栗树园
等。这些村名说明以前的淮滨
地区树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
的，只可惜现在有些树已经很
难看到了，比如梓树。 从村名
也可看出淮滨人很早就栽种
桃、梨、柿等水果。当然今天又
有了发展，如猕猴桃、葡萄、草
莓、 广柑蔗等质量都非常好。
从台头结释寺出土的石像铭
文记载的茶塘湾地名，说明淮
滨明朝甚至之前就种茶叶，这
些茶树分布在淮河两岸。 今
天，张庄乡、邓湾乡、芦集乡仍
有个别地方种茶。以动物作为
村名的有老猫窝、狮子窝、哇
子窝、哇子树、鲫鱼坑、燕子
楼、鸽子笼、老鹳塘、蛇营子
等。 这些村名说明淮滨人历
来都是和动物们和谐相处
的，而且有鹭鸶、老鹳、蛇等
动物， 证明淮滨地区历来就
是河流变迁形成的宝贵湿
地。 以植物为村名的如茅草
围子、蓼草滩、莲花塘、老藕
塘、荆条园、乌茨园。 以蔬菜、
粮食作物为村名如腊菜楼、
萝卜寨、麦茬口子、麦仁店，
这样的名称让人觉得朴实、
清新、亲切、自然。

淮滨地名文化非常丰富，
除冠以姓氏的营、庄、寨以外，
多是以地理实体命名， 如围、
坡、岗、坎、塘、港等，并贯以方
位词如前岗、后洼、东埂、西坡
等，贯以时间词如老宅、新埂
等，贯以量词如八个台、五亩
园、三空桥、十二连塘、八里
庄、三里庄、九里庄，指事清
楚，易记易懂，给人一种亲切
自然、实实在在的感觉，体现
了淮滨人民朴素诚实的文化
性格。 古时候的淮滨地区正如
清康熙息县令在他的《过乌龙
集即事》诗中所说的“人敦礼
让商山俗， 野遍桑麻白社风。
闭户不知门外事，桃源一径想
能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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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漫 谈

放声高歌信阳茶（组诗 4首）

黄振国

（一）茶山青

信阳茶园峰峦连，
白云集云车云山。
茶田层层环相扣，
跃上葱茏九百旋。
苍翠满目似画屏，
青山不老绽笑颜。
莫道此处风光好，
还有美景山那边！

（二）茶叶香

信阳茶香扑人鼻，
享誉百年四海闻。
南腔北调笑声喧，
熙来攘往八方人。
琳琅满目春色秀，
芳香四溢醉人心。
价廉物美世人爱，
健身养颜长精神！

（三）茶姑俏

信阳茶姑美如花，
纤手摘芽送万家。
低吟浅唱茶之歌，
曲随芬芳飘山涯。
千辛万苦谁人知，
起早贪黑睡时迟。
高楼宾朋细品茗，
莫忘茶姑采茶时！

（四）茶乡美

信阳茶乡景如画，
绿水青山世人夸。
粉墙黛瓦楼幢幢，
山路弯弯水洼洼。
天上人间环境好，
小康生活万千家。
高歌一曲新时代，
神州大地放光华！

尤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