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文化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E-mail:pdsrbwh@126.com 见习编辑 刘思鸣 校对 李鹏程

一渠清碧向北流，短短几年，就
更新了沿岸地貌。渠过许南公路，
流经魏岗铺、吕楼、柳庄、辛庄、高
庄、焦庙、三皇店，盘山绕岭西北行，
绕板厂、孟沟，到石院墙村。水脉即
人脉，当年修建孤石滩水库是人海
战术，风展红旗，黧面如蚁，锤击凿
叩，肩扛车推，那是一曲响遏行云的
人水之谣。蓄存一库水，渺渺清波
浸渍着人们的情怀，洇染着一方习
俗民风。

历史进入 21 世纪，又有新的故
事丛生在这片土地上。

2004年3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干渠路线确定，沿途附属物核查后，
涉及到的村镇就不允许再建房，也不
准再栽树。2010年5月，工程开工在
即，从核查附属物、拆迁到放线打桩，
上级要求3个月内完成。叶县是南水
北调进入平顶山的第一个县，该县主
要领导干部分村包户，并张榜公布与
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征迁政策，同时
将附属物核查结果明细公示，村民认
可后，补偿金现场兑付。

然而，对于进村入户的基层干
部来说，一边是伤不得的乡情民心，
一边是关乎天下安稳的大担当，实
际工作中的艰难繁琐更是超出常人
的想象。

以土地补偿为例，分为果园、菜
地、鱼塘、水浇地、旱地等十多种，各
有各的补偿标准。菜地比水浇地每
亩高出一万多元。刚开始时，村民
以为种菜的地就是菜地，可是按政
策耕地种菜的不能算菜地。按政策，
有渠有井有配套工程的才算水浇地，

不是能浇上水就算。还有，河流水面
属国有，不予补偿。这部分面积按照
过洪最大的断面定，平时不发洪水，
村民沿河种庄稼，不管种多少年都不
能补偿。为了大家能想得通，县移民
局的工作人员拿着长江水利委员会
的规范水文资料，一块地、一块地仔
细比照。还有就是村民在责任田里
种树，包括公路两侧的绿化带，原来
也是耕地，文集一个村就有43亩。若
按林地补偿，一亩比水浇地少补1200
元。为了不让村民吃亏，县移民局多
次与上级部门沟通，单是武汉设计院
就跑了十五六趟，最终得以按耕地标
准补偿。

2010 年 12 月 17 日全市动员，
2011 年 1 月 15 日，凡征迁土地必须

交付施工单位，这就意味着地面附
属物全部清理干净。当时连图纸都
没有，当年 12月 26日叶县移民局局
长夏保民和工作人员赶去武汉，与
设计单位协商，先把电子图纸发回
来。得到许可后，他们晚上10：30开
车返回，第二天上午 8：30 开会动
员。又从省国土资源厅请来15名测
量人员，5 台设备同时开工，一星期
内把线全部放完。

叶县风俗，腊月不迁坟，可国事
为重，拖不得。接到通知，在外地工
作的人也纷纷赶了回来，还把亲戚、
同学、朋友都动员来，按时按晌把几
个取土场上的 1000 多座坟全部迁
走。这期间，夏李乡的杨玉亭可遇
到了难题：老祖坟迁走了，余下几座

不在征迁范围，孤孤零零扔在那儿，
同族的老少爷儿们不高兴，怎么劝
说都不行。最后，还是由县财政付
费，全部迁了新茔地……就这样，上
下一条心，3天后准时交地。

据叶县移民局副局长宁建华介
绍，干渠是线形工程，沿线30多公里，
在分发补偿款的过程中，几乎附近每
个村庄都有一个传奇故事。从2004
年到2010年，限建村民中有婚娶添口
的，有墙裂屋漏的，允许新建简易
房。可有些不需要的人也跟着建。
常村镇小集村 39户人家，就有 30户
建棚搭屋。拆迁时，村民有话说了：

“这么多年别的村早就盖楼了，我们
不能盖。现在物价涨了，草房一平方
米补300多元，柴瓦房400多元，砖混
补偿最高，也才530元，临时建筑还不
补，你说让我们咋盖新房呢？”县领导
到村里看过后让移民局拿方案。他
们扳指头算算，2004年不到两万元就
能盖4间平房，眼下10万元也盖不起
来。可简易棚屋不在国家补偿范围，
这可怎么办呢？好在建筑材料拆了
还能用，就由县财政拿出40多万元，
补偿村民的劳务费。在拆迁过程
中，县里又以奖代补，按时拆迁的，
每户奖励一万元。村民中人手少
的，请亲友帮忙，最终，150 户全部
按期拆迁。

2010年12月，新村尚未建成，通
情达理的村民投亲靠友，如期搬
出。新社区按照新农村标准，让村
民亲自去示范点参观，自己定户型，
自己找施工队，一张图纸下来，自建
联建全凭村民的意愿。水、电、路三

通一平由政府负责。只要破土开
工，每户奖励5000元，建一层再补助
8吨水泥，建两层补16吨。加上拆迁
补偿、土地补偿，建起别墅式的新宅
还略有盈余，保证了每个拆迁户都
能安居乐业。

在紧锣密鼓与时间赛跑的拆建
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幕悲喜剧：夏
李乡小集有村民对补偿分配方案有
意见，头脑一热，就把中线工程管理
局的几辆车堵到了河滩里。接到电
话，县乡工作组赶到现场天已擦黑
儿。为了避免意外，他们打开车灯，
让管理局的车队先走。乡长趴在车
头上，给群众写保证书……有两位老
太太，一个 80多岁、一个 90多岁，坐
在车前不肯回去。乡长用手电筒照
着自己的脸，俯下身子跟她们说：“我
是乡长顾东辉，他是移民局局长夏保
民，您老人家认清了，明天我们一定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天这么晚
了，身体要紧……”

第二天天一亮，顾东辉、夏保民
和工作人员赶到村里听村民诉说情
况。一直到大家把邻里纠纷、两口
子打架的事儿都说了出来，气消了，
这才拿出文件，把相关政策细细解
释给大家听。大伙心里亮堂了，难
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由此，我想到无数个基层工作
者，肩上扛的是家国大义，手里捧的
是百姓亲情，既要保证国家政策执行
到位，又要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群众利
益。这正如好钢需要淬火，几年下
来，不但锤炼了智慧与情操，而且积
累了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曲令敏

清亮激越人水谣

一位移民在新居门前张贴春联 王尧 摄

在中国远古时代，炎帝是继伏
羲氏之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氏族联
盟领袖的称号，是曾担任此职的众
多氏族领袖人物的统称。该历史阶
段大约界定在伏羲氏之后、轩辕黄
帝之前。

神农氏、蚩尤皆为炎帝文化的
杰出代表，曾为创造中华文明做出
过重大贡献。

炎帝及炎帝时代

宋 代 李 昉 等 编 纂 的《太 平 御
览》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
姓也，母曰任姒，有矫氏女名女登，
为少典妃，遊于华阳，有神龙首感
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
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
方主夏，故谓之炎帝。”以上文字，
记述了炎帝神农氏的出身、姓氏、
名讳、相貌等。在其他典史记载
中，任炎帝之职的氏族领袖还有烈
山氏（厉山氏）、大庭氏、归藏氏、蚩
尤氏等。另据《山海经·大荒南经》
注中云：“蚩尤，姜姓，亦云炎帝之
苗裔也。”如上记述，说明炎帝为帝
号，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内多个氏
族首领的统称，并非《五帝本纪》中
所述炎帝是一个人之职，更非只代
表某一个人物。

关于炎帝时代，东汉王符所著
《潜夫论·五帝德》中云：“有神农首
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
炎帝，世称神农也，代伏羲氏。”其
中言明神农氏名魁隗为首任炎帝，
是继伏羲氏之后的第一任神农氏
首领。在其他历史传说中，该时期
任炎帝之职者还有大庭氏、蚩尤氏
等多个氏族首领人物，他们所处的

历史时期统称为炎帝时代。

炎帝蚩尤氏

在历代诸多典籍中，有许多史
料可以证实蚩尤曾任炎帝之职。据

《逸周书·史记篇》记载：“蚩尤逐帝
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

《路史·后记四·蚩尤传》中云：“蚩
尤，号炎帝，兴封禅。”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
命赤帝分二正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
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
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
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
中冀。”（据《逸周书·尝麦》）

文中所述“二后”者，即下句所
指“命赤帝”、“命蚩尤”。所谓“设建
典”，是指赤帝和蚩尤建立氏族联盟
而举行的庆典。赤帝即炎帝，其中
所述该炎帝，便是神农氏传世八代
的帝榆罔。在这次庆典上，两首领
明确分工：帝榆罔的职责为分二正
卿，掌管内务；而蚩尤的职责则为

“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
掌管上天赋予炎帝集团的最高权
力，完成未竟之大业。

尚有学者认为，蚩尤乃炎帝神
农氏之后裔。据蒋观云著《中国人
种考》中说：“蚩尤驱逐炎帝而承炎
帝之号，所谓炎帝即蚩尤是也。”尚
有梁玉绳、吕思勉、杨宽等学者认
为：“蚩尤、炎帝实为一人，战炎帝即
是战蚩尤。”此外，袁珂先生在《山海
经校注》中说：“姜姓之蚩尤，是炎帝
裔属中颇不乏魁梧奇伟之巨人也。”
同时他还在《大荒北经》注中说：“蚩
尤姜姓，亦炎帝之苗裔。”以上关于
蚩尤即炎帝的论述，足以证实蚩尤

曾任炎帝之职。
蚩尤继承炎帝之位后，执掌神

农氏开创的炎帝政权，以自身实力
一举改变当年“世衰”局面，巩固了
炎帝联盟的天下。此外，依据《五帝
本纪》中关于“蚩尤最为暴，弗能征”
的说法，亦可从侧面说明蚩尤集团
的执政能力和当时势力之强大。

涿鹿之战，以蚩尤为代表的东
夷氏族联盟集团被黄帝轩辕氏所击
败，中国东方文明由炎帝文化转而
为黄帝文化所代替，炎帝文化亦逐
渐转入民间。

宋村炎帝庙

炎帝文化是今平顶山境内最古
老的根祖文化之一。古往今来，崇
尚敬奉炎帝之风相沿成俗。

据清嘉庆《宝丰县志》“金
石”条关于《大金汝州宝丰
县东宋村新修炎帝庙记》
碑文记载，早在金朝世宗
大定（公元 1161-1189）年
间，山西省高平县商人王和来宝丰滍
阳经商发迹，目睹滍水之阳宋村一带
山清水秀，物丰人和，遂安家于此。
当他发现该村以北有“颓垣废址”时，
经遍访村老得知，“此昔日之神农庙
也”。

王和出生于炎帝神农氏的故
乡，联想到故乡向有崇祀神农氏之
礼俗，于是决计依旧址重建炎帝庙，
当地民众“皆乐而从之”。

据该庙碑碑阴记载，民众捐资助
建者百余人。其建庙筹资范围，波及
宝丰县境内的滍阳、宋村、曹村、稠
桑、父城、大石桥、封家庄以及鲁山县
等地。此次重修炎帝庙历时一年有

余。新建的庙宇“灵像既妥，孔肃其
仪，丹雘载涂，金碧辉煌”。四方拜谒
之众，络绎不绝。

宋村炎帝庙是在原“神农先圣
庙”古墟上重建的，而原庙始建于何
时尚无文字可考。对此传述有以下
说法：一是秦汉间为汉高祖刘邦所
建；二是建于商朝中期。

关于始建于秦汉间之说，是源于
汉高祖刘邦崇尚炎帝蚩尤,借斩蛇起
义故事以昭示沛公刘邦即赤帝转
世。据《西高皇村志·大事记》记载，
在伐秦与汉楚战争中，刘邦多次活动
在滍汝流域，曾留下许多遗迹和传
说。刘邦深知滍水和滍阳为炎帝蚩

尤故里所在，将蚩尤庙建在滍城之南
滍水之畔，显然有其特殊的纪念意义。

关于该庙建于商朝中期之说，
据《史记·殷本记》记载，商汤本为黄
帝姬姓之后裔，炎帝蚩尤是黄帝所
封的“兵主”战神，黄帝时代及后世
诸帝，秉承先皇遗制，祭祀八神，而

“兵主”蚩尤为必祭之神，故于商朝
中期在此为之建祠是颇有可能的。
其次，远在帝裘时代，滍阳和滍水一
带即是蚩尤后裔的食邑封地，其族
众在商朝中期于该地为其建祠供奉
也是理所当然的。

宋村炎帝庙的选址也颇为讲
究。从嘉庆《宝丰县志》全图中可以
看出，该庙址很符合中国传统风水

学说，其座山九黎山脉横亘，在滍
城东方有一支脉“华山”逶迤向
南延伸，在宋村北岗龙脉回落，
形成前低后高之势；其右侧有
应水汇入滍水，滍水偏向左方
形成玉带环抱之局。跨越滍
水，有渔陵山峰相峙，堪为建祠

立庙之宝地。
宋村炎帝庙由庙门、正殿、后殿、

神农阁及洗药池等构成，庙门为六根
石柱斗拱组建，雄伟大气，庄严恢
宏。门额上书“通仙观”。正殿五间
为宫殿式建筑，重檐歇山，下方为花
岗岩台基，游廊画栋，石栏环绕四
周；殿内塑炎帝像一尊，庄严肃穆，
金碧辉煌。两壁彩绘炎帝神话故事，
形象逼真。神农阁为砖木结构两层
楼阁式建筑，阁内斗拱梁架，装饰精
美。登上楼阁，可南望滍水蜿蜒东逝
风光，北瞻滍城迷人景观。

惜哉！该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淹没在白龟山水库之中。

○杨 裕

炎帝蚩尤与宋村炎帝庙

平顶山市郏县渣园乡渣园村是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的。踏着枯叶和烂砖碎瓦笔者找到了渣园村
几百年前的牛王庙、合抱粗的古槐树，还有先人遗留下来
的几处明清民居，深感村落如一卷史书，沧桑而厚重。

渣园也称婆娑园，因北宋诗人崔 而闻名天下。据
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载，“婆娑园，在郏县西，又
名石牛庄，宋时崔 寓居于此。”

崔 并不是郏县人，也没有在此做官，可他为何会在
这里居住呢？一切皆是因为苏轼。他在苏轼安葬郏县十
多年之后来到渣园，就是为了读书时能离苏轼近些。

别看渣园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但它却在汴洛古
道上，崔 从帝都汴京到洛阳是走过这条路的。徽宗初
立，崔 上书颂扬司马光，揭露迫害苏轼的章敦，被蔡京
列入“邪等”并免官。或许只有去拜谒苏轼，崔 才能消
解郁闷之情。

然而，拜谒的途中路过渣园（时名石牛庄），崔 发
现，立足渣园可以北望大刘山，南眺汝河，又有青龙河似
玉带一样绕村而过，流水潺潺，芳草萋萋。距离苏坟也不
过十来里，于是他远离朝堂纷争，归隐在了这里。

据史料记载，隐居后的崔 在郏县城西的石牛庄购
地数亩，筑园名婆娑，并把自己的号也改为婆娑，在此寓
居十余年，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被朝廷重新起用召
为殿中侍御史时才离开。晚年的崔 ，又以龙图阁直学
士掌管嵩山崇福宫。

《全宋诗》中辑录崔 的诗16首，其中就有他在郏县
创作的不少佳作……

《石牛庄闲居》
不识春风面，知从底处来。
红深桃靥破，绿静水帘开。
物外心常挂，人间事不谐。
从今江海去，无复世推排。

《婆娑园》
晚禽噪竹百千翅，
残菊横枝三两花。
好在山园养衰废，
风波不到野人家。

崔 在石牛庄也不只是闲居，他写诗作文，种树养
花，还帮助村民办一些实事。

有一种说法称，原先牛王庙这片区域经常有野兽出
没，大家想用百兽之王老虎把野兽吓走，但去哪儿找老
虎成了大难题。就在大家伙儿冥思苦想之际，崔 灵机
一动拿出一张虎皮，让家里的老黄牛披虎皮上阵，还在
牛角上插了两把令箭。就这样乔装打扮的老黄牛吓跑
了骚扰村民的野兽，立下了功劳。为了感谢崔 和老黄
牛，村民就凑钱盖了一座牛王庙。如今，庙尚在，但不
是当时的建筑了。创修牛王庙戏楼的碑碣上落款为

“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吉旦立”，可见是在损毁的基础上
重修的。

崔 离开郏县后，从山西迁居而来的王姓家族以园
建村，名曰“婆娑园村”，至明末，园子日渐破落，渣滓遍
地，又被叫作“渣滓园村”。

婆娑园虽然破败，但当地百姓继承崔 爱种树的传
统，在婆娑园周边广植桃树，所产伏桃色艳味美，成为特
产，有诗赞曰：“伏桃芬芳味香甜，枚重半斤实罕见，请教
老翁出何处，名扬四海产渣园。”

抚摸着当年崔 在郏县隐居之时亲手植下的古槐
树，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
旺盛挺拔，岁月在它的躯干上镌刻，故事在它的枝杈
间漫流。崔 离我们已有近 900 年了，但他对苏轼的
敬仰精神和他耿直不向权贵低头的品格一直受到后
人的称颂。

○张振营

踏访渣园
话崔

渣园村老房子上的脊兽 （资料图片）

蚩尤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