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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远古时代，应龙氏族长期生活
在中原地区，以“飞龙”为图腾，其部落酋长
名应龙。他与生活在滍水流域的蚩尤氏族
及九黎山一带的九黎族，同为以“龙蛇”为图
腾的氏族联盟。

据《山海经》记载，在涿鹿之战中，应龙
氏曾协助轩辕黄帝氏族联盟，打败并杀死蚩
尤与夸父，剪除九黎族。

据考证，应龙氏族最初聚居于今平顶山
市境域的应山、应水一带。随着部落族众的
增多与地域范围的扩展，该氏族逐渐形成一
个势力强大的部落；所居之地的山水，亦因
其族众栖居而称名为应山、应水。

●应山考

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宝丰县志》中，对
其地域内分别记述了两座应山，一座位于应
水下游的应城西部，即今平顶山市滍阳镇。
另一座位于应水发源地——今宝丰县杨庄
镇西部的朱庄和张八桥镇南部的袁店、没梁
庙一带。

据乾隆《宝丰县志·舆地志·山川》云：
“应山，《水经注》：‘舒山而上为恃山，舒山而
下为应山。’”在该志“县域全图”所标示的应
山，位于应城西，舒山东，与《水经注》合。另
据嘉庆《宝丰县志·地理志·山川》云：“应山，

《括地志》：‘故应城因应山为名。’《史记正
义》引《隋书·地理志》云：‘襄城郡犨城有应
山。’《水经注》曰：‘滍水又左合桥水，水出鲁
山县北恃山，东南迳应山北。’”此文所记述
之应山，按其所引旧志地名，当在应城附
近。又据道光《宝丰县志·山川部》载：“应
山，《括地志》云：‘故应城因应山为名。’《隋
书》：‘犨城有应山。’”

以上志书所述应山位置，多指现今平顶
山市滍阳镇的那座应山。然而，查阅嘉庆

《宝丰县志》“县域全图”“西南村庄分图”及
“山川图”所示，应山的位置却在应水上游的
袁店、没梁庙等村庄一带，与恃山相邻。山
陂有应泉，名谓“圣水堂”，为应水之源。

嘉庆《宝丰县志·山川部》云：“圣水堂在
恃山下，有石池，其泉不涸。《水经注》：桥水

（应水）出恃山，案此当为桥水（应水）发源
处。”另查“圣水堂”之泉为桥水（应水）之源
流，桥水即应水。据笔者实地考察，此泉距
恃山约两公里，位于恃东、应山北麓半坡处，
泉出紫砂岩石罅中。据当地村民讲，此山泉
不论天多旱，从不干涸。按此山泉所出之
山，即嘉庆《宝丰县志·西南村庄分图》中所
标示之应山（下称西应山）。

据笔者考证，位于舒山之东而今平顶山
市滍阳镇之应山，亦因应龙氏而得名。《山海
经·大荒东经》云：“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凶
黎之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
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郭璞注：“郝懿行云：《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
即此，犁、黎古字通。”袁珂《山海经校注》：

“王瓘《轩辕本纪》云：‘（黄帝）杀蚩尤于黎山
之丘’说本此。”依据上述史籍所言，应龙杀
蚩尤于“凶黎之谷”或“黎山之丘”之“黎山”，
即指今平顶山市境域的九黎山。同时证明，
应龙氏族之居地应在此山附近。

应龙杀死蚩尤，帮助黄帝族团攻灭九黎
族后，随之称霸于滍水一带，移都邑于蚩尤
城，改滍城为应龙城，而后称“应城”。同时，
应龙为炫耀其功绩，将本属于九黎山系的滍
城西山，更名为“应龙山”，后称之为“应
山”。由此可知，旧志所述之“应山”，亦是由
应龙氏族部落图腾之名演化而来。

●应水考

《水经注》云：“彭水又东北流，直应城南
入滍，滍水又左合桥水，水出鲁阳县北恃山，
东南迳应山北，又南迳应城西……《汲郡古
文》曰：殷时已有应国，非成王矣。战国范雎
所封邑也，谓之应水。”郦道元在《注》中称此
水有两名：桥水、应水。

乾隆《宝丰县志·舆地志·山川》云：“桥
水、应水，郦注：‘滍水东迳应城南，左合桥
水，水出鲁阳县北恃东（宋本东作山），东南
迳应山北，又南迳应城西，谓之应水。’今恃
山土人讹四山，水自其下迳柴庄、石村、温
村、小店、马渡寨小大诸村庄，循应山北，至
滍阳镇西，折而南，又折而东至旃檀寺（俗呼
草寺）而入滍。道元注邑诸水，唯此水与所
注最合。……缘恃山而东，两岸尽巨石，故
水至今无徙移。”嘉庆、道光《宝丰县志》均以
此志所述而记之。

据考，应水出自（西）应山，因山而名，亦
称桥水，因应龙氏族久居于此而名之。应山
有应泉，又名圣泉，亦称“圣水堂”。应山沟
壑、川、谷之水，汇应泉而入应川，循山涧石

峡而东南流。乾隆《宝丰县志·山川·雅集石
条》中说：“应水自恃山发源，迳由诸村落俱
在岗岭上，两岸多石，其方广併合十余丈者，
虎业千人，石不足異也。今自石村、冀家庄、
温村、小店、马渡寨诸处，层叠崚牙、横据河
中……”

据考察，应水循（西）应山余脉而下，沿
山脉之左迤逦东南而行，至应城南汇入滍
水。（西）应山以东约四公里荆山之阴、应河
之南的小李庄村北台地，尚遗存有丰富的古
人类生活遗迹，被考古界确认为“小李庄遗
址”。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仰韶时期两
处较大型地面式建筑的长方形房基以及房
基附近埋藏集中、排列有序的一批泥质红陶
钵、夹砂红陶罐、陶瓮、龟甲、卜骨等极为珍
贵的古人类生活遗存。这些重大发现，足以
证明生活在应水流域的古人类已摆脱流动
的渔猎生活而步入定居的农耕社会。笔者
推断，该遗址中的仰韶文化层，当为应龙氏
族部落聚居地与邑都所在地。

●应龙氏考

前文已述，蚩尤和应龙皆为当时中原地
区以龙蛇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当时应龙氏
族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战斗力。战
争前期，蚩尤部落联盟团结一致，共同抵御
从西北黄土高原而来的以猛兽熊虎为图腾
的轩辕黄帝氏族联盟，战争十分惨烈。西汉
易学家焦赣在《易林》中说：“六龙俱怒，战于
阪下，仓黄不胜，旅人难苦。”六龙者，指蚩尤
战团（其中含应龙），阪下，即指阪泉之野。
而“仓黄”、“旅人”则是指黄帝集团。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
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文中所言

“九战”，实指‘久战’，表明在长期激战中黄
帝屡战屡败，不能取胜。《述异记》云：“黄帝
战蚩尤，积血成渊，聚骨成岗。”其后，黄帝采
用“九天玄女战法”，实施离间计，利用蚩尤
联盟内部矛盾，对应龙许以王侯，诱劝其降，
加之应龙久有称雄不臣之心，甘作黄帝内
应，听命于黄帝，乃至叛而杀蚩尤于“黎山之
丘”（九黎山）。

《山海经·大荒北经》又云：“应龙已杀蚩
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应龙杀蚩尤后，随之占据该氏族驻地滍城及
滍水一带，称霸一方。嗣后，应龙自矜有功
于黄帝，图谋长期占据此地而称侯，孰料在
黄帝占领中原建立姬姓政权后，担心其占据
此地壮大实力后背叛自己，造成威胁，故未
予封侯封相，则是令应龙氏族迁居南方，从
而开辟了中国历史上有文字所记载的首次
战后移民之举。

应龙氏族是由伏牛山境内原始人类从
母系氏族部落进化而来的本生氏族部落。
从地域关系上来讲，应山为伏牛山余脉，应
水为滍水支流。自（西）应山而下之山脉，与
滍水之阳的九黎山交会，其山其水皆为从属
关系，或曰裔属关系。应龙氏为龙族，以龙
为图腾。蚩尤为蛇族，系龙族之先祖，为裔
属关系，或曰父子之关系。

据神话传说，“女娲人首蛇身”，为蛇族
之母，女娲为母系社会汝水流域原始氏族部
落的大酋长，世称女皇。汝州为伏羲之妹女
娲的封地，称“女国”。汝水古称“女河”，女、
汝同声。所称“汝河”，乃因女娲氏族居此而
名之。《初学记》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
自羊水。”羊水即养水，为今宝丰县北境之石
河。养水为汝河支流，与汝水有母子关系。
蚩尤由“羊水”所出，当为女娲之子，或为女娲
之后裔。《淮南子·览冥训》云：“女娲乘雷车，
服应龙，骖青虬（青龙）……前白螭（螭龙），后
奔（蟒）蛇……登九天朝帝于灵门……”从上
文所言可知，女娲、应龙、蚩尤属于龙蛇图腾
的同源关系。《山海经》中说“应龙杀蚩尤，又
杀夸父”，从伦理上说是大逆不道。故孙作
云在《蚩尤、应龙考辨》中说：“应龙与蚩尤本
属近亲氏族，按照氏族社会习惯，近亲氏族、
同一胞族或同一部落的人应该同心协力，互
相保护，同御外侮，对外有复血仇的义务。
而应龙在与蚩尤一起同黄帝作战的时候，居
然做了内奸。这在氏族社会中是极反常的
现象。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二负
之臣’。”

据战国时期一些典籍记载，应龙是一位
战天斗地、治理洪水的英雄。诗人屈原在《楚
辞·天问》中云：“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
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东
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禹治洪水时，有
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
西汉焦赣在《易林·大壮之鼎》中亦云：“长尾
蜲蛇，画地成河，深不可涉，绝无以北，悯然愤
思。”以上史料证明，当时应龙在治理洪水
时，采用疏导、引流、排水法根治水患，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为后世开创了治水之先例。

○杨 裕 王丙乾 陈国朝

应山应水说应龙
应龙画河海（资料图片）

从 县故城、军屯营盘到商业集镇
张官营镇为鲁山县东部重镇，

311 国道叶县至鲁山段穿境而过，镇
区西依犨县故城。

●犨县故城

犨邑在夏商周三代做族姓小国
之都千余年。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
678年楚文王“封畛域汝”，把滍、汝流
域纳入楚国版图，犨邑成为楚国“方
城之外”的一个属邑，楚康王封伯州
犁于犨。康王死，子郏敖继位，伯州
犁出任太宰，辅佐楚王郏敖。公元前
541年楚令尹公子围命伯州犁在犨筑
城，控扼南通江汉平原、北达洛阳盆
地的古道夏路，从此犨城成为“方城
之外”的军事重镇，并以犨城为端点
筑起一条与方城平行的长城，以加强
方城的纵深防御功能。

秦统一六国于此置犨县属南阳
郡，犨城成为南阳郡的北部门户。公
元前 207 年，沛公刘邦受楚怀王孙心
之命西进攻秦，六月与南阳太守吕齮
战于犨东。吕齮大败，刘邦乘胜跟
进，围南阳，逼武关。刘邦犨东大胜
后，秦南阳、丹水守将皆不战而降，史
称“刘邦引兵而西，无不下者”。犨东
一战是灭秦的关键一战，刘邦手下名
将张良、萧何、曹参、樊哙等几乎都参
加了，众志成城挫败秦军士气，打通
了经南阳，走武关，越秦岭，取咸阳的
武关道，迅速完成了灭秦大业。犨东之
战古战场正在张官营镇区所在地。

汉承秦制继续在这里设置犨城县，
历汉魏西晋北朝至隋朝800年而不衰。

●军屯营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自唐起犨城
在行政地图上消失 600 年后，推翻元
朝建立大明的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
年（公元 1392 年）亲御都城左顺门诏
令指挥葛川：“伊王于明年出阁河南，
你可先于（滍、汝流域）五百里地内屯
垦，多种小麦，以便家口就食。”于是
葛川奉命率领所部移师汝州、襄城、
鲁山、郏县、叶县等处，“设置百户二
十，典仪所六，屯垦营盘七十二”，垦
种无主荒田，以其收获物供给住在洛
阳的伊王府。张官营周围军屯营盘
比较集中，占了七十二营盘的一半还
多。在张官营镇辖区内就分布着季
官营、梁官营、洪营、陈营、吴营、大吴
营、小吴营、聂营、小聂营、小营、肖
营，还有西临磙子营乡的磙子营，东
临叶县任店镇辖区内的郭营、王营、
高营、宋营、灰河营、柳疙瘩营、汪营、
千兵营、辉岭营、史营、中旗营、刘旗
营、尚武营、前营、后营、高旗营，及田
庄乡的段营、牛营、黄营等，据说这30
多处营盘都归张官营统管。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
张官营的张姓营官受命带领部署参
加戚继光平倭之役，立下战功，因此
张官营张姓祠堂留下楹联：“征倭记
宗功，荣膺百户家声远；屯田袭父职，

延脉三川世泽长。”横批：“犨河旧
家。”明朝张官营及其周围的营盘一
直属汝州卫直管。清朝废除卫所制
度，张官营及其周围的营盘归汝州直
管。民国时期，撤销汝州建制，改原
汝州的附郭县为临汝县，张官营及其
周围的营盘仍归临汝县管辖，先后为
临汝县第七区、第十区。

这种状况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公
元 1935 年）才得以改变，于这年正式
划归鲁山管辖，置张官营镇。

●商业集镇

张官营地处古宛洛商道上，北通滍
阳、汝州，南接拐河、方城，又恰在沟通
叶县、鲁山两座沙河沿岸县城的车马大
道中段，自明朝中期商品经济日趋繁荣
以后，从这里过往的商旅日增，信息通
达，逐渐形成辐射方圆百里的商埠。农
历单日有集市，每年正月十六、三月十
九、六月初六、八月十三有盛大古刹会
市。凡逢集日，人流量少则数千，多则
上万；逢大会少则上万，多则数万乃至
数十万。引得极会做生意的晋商、秦商
纷纷来此置业设行，开铺做买卖。

秦、晋商人聚集多了，还自发建
立具有商会性质的山陕会馆，聚拢人
气，弘扬商德，约束商户，规范经营。
山陕会馆内建有供奉忠义化身关帝的
殿堂和定时集会娱乐的戏楼。即便到
了清末民初动乱时期，张官营镇区还
有众多的油坊、染坊、酒馆、屠行等作

坊及行商客栈和坐贾铺面。其中“原
泰久”杂货铺、“德茂祥”金货铺日进斗
金最为昌盛；“万益堂”、“福寿堂”、“福
升堂”三大中药铺，药产地道，炮制精
良，名医坐诊，誉闻百里之外。

进入20世纪，英美烟草公司开辟
中原烟区，由于这里水土、气候适宜
烟草生长，烤出的烟叶成色好、香味
佳，深受许昌、汉口乃至上海等地烟
商垂青，他们来此设置烟磅收购外
运，同时也带动本地卷烟业发展起
来。兴旺时张官营镇区建起“大东”、

“元封”、“新民”等卷烟厂，生产“广播
牌”、“好乐牌”、“人头狗牌”香烟，产
量可观，远销上海、汉口、重庆等地。

富生礼仪。清朝康乾盛世时，张
官营镇傅家“七世同居”，子子孙孙
150 多口，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和睦
相处，其乐融融，成为当朝盛事。地
方政府逐级上报，直达天庭。乾隆皇
帝阅奏，龙颜大悦，御书“敦睦传家”匾
额赐给“七世同居”的傅家家长——秀
才傅麟瑞，以示表彰，同时还赐予《御
制“七世同居”诗并序》：“河南巡抚梁
肯堂奏：‘鲁山县生员傅麟瑞七世同
居，子孙一百五十余人。’诗以赐之。
中州夙号民风古，麟瑞今闻实可嘉。

‘七世同居’如许世，百人共爨胜杨
家。雍雍敦睦倡乡里，噶噶致祥表近
遐。敢曰休徵因奏运，安民调化敬唯
加。”地方政府在镇区中央街衢建起

“皇赐‘七世同居’石牌坊”一座，以供
过往官民、客商瞻仰。

○潘民中

张官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