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
场大战。炎帝蚩尤战败被杀，标志着炎
帝时代的终结与黄帝时代的兴起。

关 于 蚩 尤 被 杀 之 地 ，世 传 纷 纭 。
据古籍记载，山东、河北、山西以及湖
南皆有其墓冢，尤以山东寿张阚城、巨
野，河北涿鹿为最有影响。然而，据历
史学家孙作云考证：蚩尤被杀之地在
中州河南，即今平顶山市境区的鱼齿
山一带。

杀蚩尤于“中冀”考

查阅众多典籍与文献，关于蚩尤被
杀之地众说不一。据孙作云先生的观点
推断，当在“中冀”，即中土河南。

据《逸周书·尝麦解》中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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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
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
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
中冀。”

另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云：“蚩
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
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
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
尤。”此说与《周书》同。

孙作云先生在《论蚩尤之故墟》中
说：“中冀者何？即冀中也，不过我们要
注意的是这冀中，不是我们所说的今日
之冀中，而是指古冀中，即今河南一带。”
孙先生所言显然是有根据的。正如《山
海经·大荒北经》郭璞注云：“冀州，中土
也；黄帝亦教虎豹熊罴以与炎帝战于阪
泉之野而灭之。”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
中云：“古以冀州为中州之通名，故郭云：
冀州，中土也。”洪兴祖在《楚辞补助》中
亦云：“《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旧中土’
注：‘冀州，大也，四方之主’，又云：‘杀黑
龙以济冀州’。注：冀，九州中，谓今四海
之内。”由此可知，古之冀州即中州。中
州者何？即今之河南。

马培棠先生在《冀州考源》中说：“虽

《兼爱》亦未言明其境界，但仍有可以推
知者，（冀州）北区之极曰龙门，曰底柱，
是大河（黄河）以北不与焉。南区之极北
曰淮水，曰汝河，是大江（长江）之滨不及
焉，其间有孟渚……在《禹贡》之豫州。”
按古冀州为天下之中州者，又据孙诒让

《墨子间诘》载：“案古通以中土为冀州。
《谷梁》桓五年《传》云：‘郑，同姓之国也，
在乎冀州。’杨士勋《疏》中云：‘冀州者，
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
周书·尝麦解》亦云：‘在大国有殷是威厥
邑，无类于冀州。’是说殷都在河南。《淮
南子·坠形训》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
高诱注：‘冀，大也，四州之主，故曰中
土。’《览冥训》注云：冀，九州中，谓今四
海之内。”

据《谷梁》桓五年《传》中“郑国在乎
冀州”的说法，春秋时期，郑国在今河南
新郑市一带，是说古冀州即指河南。古

所谓冀州为中州或豫州，泛指今河南而
言。由此可知，《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述

“攻蚩尤于冀州之野……遂杀蚩尤”及
《逸周书·尝麦解》“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之说，皆在河南境内。

蚩尤死于“鱼齿山”“鲁首”考

前文所述，已证实蚩尤被杀之地在
河南中部。然而，其具体地址究竟在何
处，孙作云先生认为蚩尤的被杀之地即
在今平顶山市湛河以南的“鱼齿山”一
带。

据清嘉庆《宝丰县志》载：“《左传·襄
公十八年》：‘楚师伐郑，次于鱼陵，涉于
鱼齿山之下。’《注》云：‘鱼陵，鱼齿山也，
在南阳犨县北郑地。’”又据《后汉书·郡
国志》中云：“颍川郡有鱼齿山。《左传》谓
鱼陵”。杜预注曰：“鱼齿山在犨县北。”

《元和郡县志》又云：“鱼齿山在（宝丰）县
东六十里，春秋楚师伐郑，涉于鱼齿山
下，有滍水，故言涉也。”《左传杜解补正》
亦云：“楚师伐郑，次于鱼陵。解：‘鱼陵，
鱼齿山也，在南阳犨县北郑地。’”

据以上史料可知：
一是《左传》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

554年）楚师伐郑时，滍水之南的犨县归
属南阳管辖，而滍北鱼齿山在郑国属地。

二是《左传》记述了两个地名：“鱼
陵”和“鱼齿山”。而杜预在《注》中把鱼陵

和鱼齿山混为一谈，称“鱼陵，鱼齿山也”。
事实上“鱼陵”在滍南，鱼齿山在滍北。

三是杜预称“鱼齿山下有滍水故言
涉”。此说与实地不符。对此范守已辩
曰：“兹乃谓鱼陵为鱼齿山在南阳，岂子
庚治兵于襄城，及于伐郑，乃南还走南阳
邪？”（见清嘉庆《宝丰县志》）。

关于鱼齿山的地理位置，《河南通
志》云：“鱼齿山在州（宝丰）城东南五十
里。”《春秋地名考略》云：“鱼陵，按《水经
注》：‘湛水源于鱼齿山，在今汝州东南五
十里。’”清乾隆《宝丰县志》湛水条云：

“《水经注》曰：‘湛水出犨城县北鱼齿山
西北，东南流历鱼齿山下，为湛浦，方五
十步。水北悉枕翼山阜。按此水自发源
至入汝百有余里，其间桥梁碑记自前明迄
今，俱以此水为湛水。水既为湛，则水南
之山当为鱼齿山矣。’则滍南之鱼陵，距湛
水不啻二十余里，隔滍隔山，何能遽流于
其下？审是滍南之山非鱼山，而滍北之山
为鱼山矣。”就以上史料推断，鱼齿山位于
今平顶山市区境内湛河南岸，即为蚩尤被
杀之地。

关于蚩尤被杀之地，在《易林》中还
有一说：即蚩尤死于“鲁首”。《史记·五帝
本纪》云：“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乃咸归
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
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
得其志。”湛水之源称谓“泉”。清嘉庆

《宝丰县志》云：“《水经注》：‘湛水出犨城

县北鱼齿山西北，东南流历鱼齿山下为
湛浦……今考其源，在邑东南十六里马
跑泉庄北，距庄约半里，庄所由名自泉
始。”故而湛水之源即“湛泉”。《通志·地
理略》云：“湛水，旧云出犨县鱼齿山，东
至定陵入汝……郦注又云，水北悉枕翼
山阜。父城东南，湛水之北，山有长阪盖
即湛水为阪，故有湛阪之名。”文中所述
之“湛阪”，即今平顶山市境内的大龙山
以南，湛河以北之山坡。

关于“蚩尤死于鲁首”之说，孙作云
先生指出，鲁首或即今鲁山县之名所
昉。据考证，所谓“鲁首”，可作两种解释：

一为“鲁首”即“鱼口”，亦即指鱼齿
山。其“鲁首”之“鲁”字，从鱼、从曰。鱼
谓水虫，《说文解字》释曰：“曰，词也，从
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凡曰之属皆从
曰。”篆体曰字似口中有舌，故谓曰即
口。鲁亦谓“鱼口”，即指鱼齿山而言。

二为“鲁首”即“鲁山”，是指今鲁山
县辛集乡境内的“鲁山坡”。据《鲁山县
地名志》山峰部载：“鲁山坡，在鲁阳镇东
8 公里……古名鲁山，露山，亦称露峰
山，露山坡。平地突起，孤高耸拔，主峰
鲁山坡海拔 350 米”。孙作云先生论述
道：“按《易林》中言蚩尤死于鲁首滍水正
出鲁阳，似即蚩尤败亡之地。史称黄帝
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当亦即此。又愚说，
涿鹿之野即龙蛇之野。而滍水、鲁县并
为一地（滍鲁即涿鹿之音转）。由此可
知，河南鲁山县滍水之地，实为蚩尤之故
墟，可断言之。”

蚩尤陵墓考

据清乾隆《宝丰县志》云：“鱼山，在
邑东南四十里，滍水外。”此“鱼山”即为
鱼陵，在滍水之南，与“楚师伐郑，次于鱼
陵”相合。而据清嘉庆《宝丰县志》：“观
其形势则滍南之山或春秋筑堤以防滍
溢，为南有犨城故也。”从中言明其山为
人工所筑。笔者认为，鱼陵之谓称“陵”，
并非仅为“筑堤以防滍溢”。究其原委，

则另有其说。古往今来，所谓称陵者，多
指帝王冢墓而言，诸如宋陵、乾陵、十三
陵等。据此推断，或许此“鱼陵”即蚩尤
之陵墓。蚩尤战败被杀于鱼齿山，焦赣

《易林》中谓之“鱼口”。蚩尤之族人将其
葬在滍水之南，以“鱼”名之，故谓“鱼陵”
以示纪念。或者说，此山阜原本为蚩族
祭奠天地之神坛，蚩尤死后，因葬于神坛
之上而改称鱼陵。

另外，关于蚩尤被杀之忌日，多认为
是农历十月初一，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按黄河中游地区民俗，素以农
历十月一日为“鬼节”，亦称“寒衣节”。
每逢此节，民众多携眷属上坟祭祀祖
先。据传，此习俗始于古代远祖对蚩尤的
祭祀。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中云：“《皇
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
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
帛，民名为蚩尤旗。”文中记载山东寿张一
带向有十月祭蚩尤之礼俗，其中以鲁西南
地区于此日祭奠之风盛行。如今，河南、
山东、山西、河北等地民间亦将农历十月
初一作为祭祀祖先的传统日期。

其二，而今苗族皆将炎帝蚩尤作为
先祖供奉。自古至今，苗族民众一直把
农历十月初一作为苗年岁首。汪海波先
生在《蚩尤考证》中说：“秦汉时期，均以
十月为岁首。而今天苗族地区保持着十
月一日祭祀蚩尤的习俗。是为岁首大
节”。据明嘉靖《贵州通志》风俗部记载：

“九山州九名九姓苗，以十月朔日为节。
而黔东南的台江县多地苗民皆在农历十
月一日过大年。”如上史料证明，苗族人
民以过年节方式祭祀和纪念蚩尤的习
俗，皆源于远古的中原地区。

其三，地处中原的平顶山向有农历
十月初一上坟祭祖之风俗，可难以说清
究竟源于何时？依笔者之见，这一风俗
习惯很可能与当地滍水、九黎山等传说
有关。加之蚩尤战死“鱼齿山”之“鱼口”

（或“鲁首”）之遗迹，故可推知农历十月
初一民间上坟祭祖的风俗，或源于蚩尤
忌日。

犨城，春秋时期为楚国犨邑，今
位于河南鲁山县张官营镇西约 2.5公
里，镇辖区内有犨东之战的古战场和
犨城遗址。犨城屈原庙是见于正史
记载的第一座供奉屈原的祠庙，屈原
与犨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犨城屈原庙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由北方
考据学大家、原任山东博山县知县武
亿和时任鲁山县知县董作栋担任总
纂的《鲁山县志》编成。该书卷九《地
理志·古迹》载：“屈原庙：《后汉书·延
笃传》：延笃‘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
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另据《后汉书》
卷六十四《延笃传》：“延笃，字叔坚，
南阳犨县人。……后遭党事禁锢，永
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
之庙。”可知东汉延笃在世时南阳郡
犨县有屈原庙。

据《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属
荆州，下辖“三十七城”，其中有“犨”，
与“鲁阳”“堵阳”，前后连书。“鲁阳”
今称鲁山县，“堵阳”乃今方城县，

“犨”当距二者不远。问题是犨县地
望具体在南阳郡什么位置？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称：“犨，前
汉县，三国魏因，《晋志》因。”隋以后，
作为政区的犨县之名消失，其地并入
鲁山县。李贤为《后汉书》作注，于

《延笃传》曰：“犨，音昌犹反，故城在
汝州鲁山县东南也。屈原，楚大夫，
抱忠贞而死。笃有志行文彩，故图其
像而偶之焉。”

以鲁山县城为参照，犨县故城在
“鲁山县东南”，东南多远？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河南汝州

鲁山县》言：“犨城，县东南五十里。
春秋时楚邑，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伯
州犁城犨。又《史记》：‘沛公与秦南
阳守吕齮战于犨东。’汉置犨县，属南
阳郡。建武初遣岑彭击荆州群贼，下
犨、叶等十余城。晋初为犨县，属南
阳国。”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清一
统志》曰：“犨城故城今鲁山县东南五
十五里。”1992年新修《鲁山县志》载：

“犨城，春秋战国时建。地处今张官
营乡前城北。遗址长 1200 米，宽约
1000 米。”今遗址之上及周边有前城
村、后城村及紫金城村。犨城屈原庙
就在此。

见于正史记载的最早屈原庙

屈原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文
学史上名声很大，但世间供奉屈原的
祠庙却并不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屈原
祠庙一在湖北秭归，一在湖南汨罗。

湖北秭归，相传为屈原故里，建
有屈原祠庙。秭归一带为屈原故里
的说法起源颇早，《水经注·江水》引

《宜都记》即言：“秭归，盖楚子熊绎之
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宜都记》为
东晋袁山松著，起码说东晋时就有此
说了。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
百五十《宜昌古迹》“祠庙”条记载，秭
归“三闾大夫祠有三：一在归州东二
里相公岭，祀楚屈原，以宋玉配。一
在归州西十里大江滨，唐元和年间
建，号清烈祠。一在兴山县北，即屈
原宅。”相公岭之三闾大夫祠已不
存。唐代清烈祠为王茂元任刺史时
建，1978年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时，
迁至向家坪，后因建三峡大坝，再迁
至秭归县新县城凤凰山屈原故里景
区内，按原貌重建。兴山县北屈原宅
之三闾大夫祠，在秭归老城东北30公
里的屈坪，原为祀屈原之姐的女嬃
庙，后因并祀屈原而改名屈原庙，也
说建于唐元和年间。可以说，秭归屈
原故里说起源于东晋，屈原祠庙始建
于唐元和年间。

湖南汨罗，是屈原怀石自沉之所
在，建有屈原祠庙。因有司马迁《史
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自沉汨罗以
死”的明确记载，所以汨罗之屈原祠
庙的建立比秭归要早。《水经注》卷三
十八《湘水》引罗含《湘中记》云：“汨
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
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
谊、史迁，皆尝经此，弭楫江波，投吊
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
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因
汨罗屈原庙寄存有《汉南郡太守程坚
碑》，证明程坚碑制成之时，庙已存
在，大致不错。

与秭归、汨罗屈原祠庙相较，可
以肯定地说犨城屈原庙是见于正
史记载的最早屈原庙。这已成为
当今屈原研究界的共识。北京语言
大学教授方铭在《屈原故里：倾听学

者的声音》一文中指出：“根据《后汉
书·延笃传》记载，在东汉时期，南阳
地区即有屈原庙，这是现存历史文
献中关于屈原庙的最早记载。”《屈
原与时代的连接点一文》进一步强
调：“延笃家乡南阳犨县的屈原庙，
是我们今天所知正史中最早记录的
屈原庙。这说明最迟在东汉时期，
就已经开始修建永久性的以纪念屈
原为目的的庙宇祠堂了。”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黄震云在《屈原的故里和
籍家》一文中也称：“以理恒之，（犨
县）屈原庙建成的时间应该很早，最
迟在东汉。”

犨城屈原庙探源

犨城为何而立屈原庙？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于《延笃传》“永康元年
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下
引周寿昌语曰：“案笃为南阳人，楚汉
之际南阳属楚，故有屈原庙也。”此言
以延笃故里犨城属南阳郡，而南阳郡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为楚国版图，因之
得有屈原庙，固然有理，但未免失之
于笼统。

若深究犨城得立屈原庙的原因，
我意不外乎三：一犨城为屈原先人居
地，因祖及孙立有屈原庙；二犨城为
屈原后人居地，为尊祖敬宗而立屈原
庙；三犨城有屈原遗迹，世人为纪念
屈原而立屈原庙。

首先说犨城为屈原先人居地。
众所周知，屈姓出于楚王族，楚武王
熊通封子瑕于屈，瑕之子孙遂以屈为
姓。屈氏多有在犨城周围地区任职
者，这也为屈原先人居住犨城增添不
少可能性。先人屈巫为申尹，称“申
公巫臣”，申在今河南南阳。屈御寇
为息尹，称息公，息在今河南息县。
屈家人的事功也多立于犨城周围地
区。屈御寇受楚成王之命，以申、息
之师戍商密，抵御秦军的入侵，商密
在今河南淅川。屈完受楚成王之命
在召陵以理拒齐桓公的八国之师，订
立“召陵之盟”，召陵在今河南漯河
市。屈罢受楚平王之命“简东国之兵
于召陵”。屈生受楚灵王之命，与令
尹“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之于菟
氏”，菟氏在今河南尉氏西北。屈原
的这些先人有子孙留居犨城当不无
可能。这里还应特别注意：屈建在任
莫敖之后改任令尹，与伯州犁同朝为
官，犨城就是伯州犁扩筑起来的。楚
康王十二年（公元前 548 年），令尹屈
建率楚军灭舒鸠，将俘虏的舒鸠遗民
迁至犨城北山，监视居住，使此山留
下舒山之名。

其次说犨城为屈原后人居地。
屈原沉江，其后人流落南方，有“一子
一女”说、“二子”说、“三子”说、“四
子”说等。《汉书·高祖本纪》及《娄敬
传》载有“徙楚昭、屈、景三姓于关中，
而北疆乃见楚姓。”这个“北疆”当指

关中地，徙至关中的三姓人家，恐怕
也只是巨族大户而已，大量的旁支别
属仍会居于原地。

再来说犨城有屈原遗迹。据姜
亮夫先生《屈原事迹续考》所列《屈子
年表》记载，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往
返必经犨城，在犨城驿馆住宿。据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春王正
月，公在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
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外，
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还，及方
城。”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
齐、鲁二国使节往返所走为方城道。
而犨城为方城的外关，二者相距 80
里，正好是一站路程。犨城北滨滍
水，是过河渡口所在。过了滍水，朝
郏、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大梁（今河
南开封市）方向，便可直通鲁国、齐
国。屈原作为国使，多次往返于犨
城。犨城是滍水中游重镇，又处于交
通要道之上，屈原此间寓居犨城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有迹可循。这些遗迹
便成为后世建立屈原庙的依托。

犨城屈原庙立于何时？私以为，
有如下两个时间节点：

一、屈原自沉汨罗之后至陈胜、
吴广起义之前。秦末农民大起义，无
论是首义之陈胜、吴广，还是继义之
项羽、刘邦，都是原楚国人，起义爆发
地也均在原楚国版图上，且无不以恢
复楚国相号召。“自怀王入秦不反，楚
人怜之至今”，可以想见犨城民众在
怜悯楚怀王这种感情的支配下，自发
地对力主联齐抗秦的屈原产生怀念
之情，依托屈原遗迹立庙祭祀。何
况，楚南公所言“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之“三户”，历来就有指“楚三大
姓昭、屈、景”之说，屈原是楚国屈姓
的抗秦派爱国名臣，是颇具感召力
的。

二、犨东之战前后。项梁立楚怀
王孙心之后，命项羽西进攻秦。“项羽
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项羽西进受
阻，“还报项梁”。项梁军被秦将章邯
攻破后，“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
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
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
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滑贼。
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
诸所过无不惨灭。且楚数进取，前陈
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
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
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
今项羽剽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
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刘邦引兵西，袭陈留，得秦
积粟。“与秦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
略南阳。”这一战，史称犨东之战。我
们从怀王诸老将一致推举刘邦主领
西进攻秦所称“沛公素宽大长者”“扶
义而西”“毋侵暴，宜可下”可以推想，
刘邦在犨东之战前后依托犨城屈原
遗迹为之立庙祭祀，既祈祷攻秦胜
利，又示人以义师形象。

○潘民中

牛城屈原庙探源

细节里的

○曲令敏

一部丹江水库移民史，从艰难曲折到
平顺祥和，几代人的跋涉，几代人的担当，
谱写出这一阙惊天地泣鬼神的奏鸣曲。

仅以淅川县为例，长篇报告文学《碧水
壮歌》有述：“从1958年移民开始到1978年
移民工作告一段落，20年间，淅川县有20.2
万人不得不动迁他乡……”第一批支边青
海，每人一件大衣，一床薄棉被，就是全部家

当。1964年底，水位达到145米，又有68867
人分三批迁往湖北省荆门、钟祥两地。其中
4.9万人被安置在钟祥柴湖镇。赤手空拳来
这里安家的淅川移民，每户150块打灶砖、
30斤柴草，还有每人18元钱……

在移民安置工作中，省、市、县、乡四级
总动员，脚印叠脚印，人心暖人心，把百姓
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让16.5万乡亲在迁
居他乡的过程中“平安、顺利、和谐。”不伤
不亡，不漏一个，扎扎实实地践行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这真是一个值得铭刻人
类史册的伟大奇迹……

这奇迹也有平顶山人浓墨重彩的一
笔：2009年宝丰县周庄镇西黄村作为试点，
先期迎来淅川县盛湾镇马川村的 256 户
1052 位移民。2010 年宝丰县、鲁山县、郏
县、舞钢市4个移民新村，第一批入住6065
人。2011年第二批 311人，安置在郏县白
庙乡县农场。为了移民兄弟，全市先后调
整土地 10504.21 亩，建房 1771 户，其中楼
房 1568户，占 89.1%。移民新村全部按照
新型农村社区标准建设：舞钢市、郏县是欧
式坡屋顶建筑，宝丰县、鲁山县是徽式建
筑，地方政府投资，统一配备基础设施和公
益设施。

2014年12月19日上午，笔者走访舞钢
市尚店镇瑞祥社区。村前一湖水，石桥曲
栏，亭台逶迤，秀竹茂草为岸，风格若江南。
尚店这地方，田畴平阔，地下水位浅，潜泉涌
出，自然天成，若不是题名“丹江湖”，外人一
定会误认成村民祖祖辈辈在这里洗菜浣衣
饮牛羊的清清水塘。同行的叶新沛说，这是
按照1∶20000的比例修建的微型“丹江口水
库”，湖边那块玲珑的太湖石，是特意从淅川
县运来的。为了解移民的思乡之情，舞钢市
财政拿出100多万元修建这片水石相映的

湖景。市里请来清华大学的专家，把新村设
计成高标准的二层欧式别墅，四室两厅双卫，
居住面积169平方米。在国家补贴标准之
外，又给每户发放了9000元建房补贴。

村民邢文举家临着丹江湖，院子里的
电动车、洗衣机、大冰柜、婴儿车，还有摆放
整齐的货箱，看上去小日子殷实温馨。客
厅里的沙发、茶几、电视机、空调都很新潮，
只有两把木靠椅，依然散发着农家气息。
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幅牡丹，七八朵娇艳富
贵花，题着“家和万事兴”几个墨色花瓣一
样的字。女主人凌小燕正在厨房里忙活，
这个生于1988年的小媳妇，恬静里透着清
爽，盈盈笑意诠释着甜美与幸福。

走在宽敞的街道上，绿树红瓦小游园，
清秀明丽。不时有造型别致的亭阁回廊、
动物雕塑点缀在花木间。网线入地，楼台
院落疏朗而空阔。大广场、电子双色显示
屏、戏台、乒乓球台、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卫生室、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公共空间，
让村民阴雨天也有休闲处。舞钢市拿出
228万元建成的幼儿园、小学，一体坐落在
街区西北部，学校操场上的环形彩色塑胶
跑道、塑胶篮球场，小朋友们花一样盛开在
彩虹一样的彩塑场地上。

向导左文拴是1951年生人，淅川县几
次移民他都经见过。说起这次迁到舞钢，
话头儿滔滔不绝。左文拴弟兄 5个，除了
参加工作的，祖孙几代加上两个女儿都迁
来了。左文拴当过多年村干部，现在每月
660元退休金。平时，除了带孙子，他和老
伴养几只鸡，种几畦菜，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据他介绍，搬到这里的人生活水平都
提高了，有30%可以说是大翻身了。50多
岁的村民姚俊华，在老家 4口人住两间土
坯柴瓦房，一下雨就漏。到这里住上了别
墅式的楼。儿子上初中住校，除了种菜干
家务，他还出外出打零工，每天挣一百多
元，吃不愁花不愁，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
的好日子。

说起老家姚营村，左文拴告诉笔者，移
民前全村有9个自然村13个村民组，人均
1.3亩地，3分水田，半亩川田，余下的是丘
陵地。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大豆、谷子、红
薯。来舞钢后，人均1.4亩地，留5厘种菜，
余下的流转给祥瑞公司，公司按当年每亩
700斤小麦的国家定价付款给村民。地少
了，80%的人都出外打工。提起移民新家
的变化，左文拴说：比起老家，这里是一不
怕下雨脚上沾泥；二不怕水缸里没水（家家
都通自来水）；三不怕没有柴火做不成饭

（沼气免费供应）。只是在老家喜欢吃酸
菜，到这儿做酸汤还得用醋……

看得出来，他嘴上说着酸，心里却是甜
丝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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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齿山下
祭蚩尤

○杨裕 王丙乾 陈国朝

2009年8月25日，南阳市淅川县盛湾镇河扒村350户、1465名移民落户鲁山县辛
集乡河扒移民新村。 李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