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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顶 山 市 卫 东 区 建 设 路 小 学 修 建 性 详 细 规 划 公 示
规划设计单位：平顶山市规划编制中心
建设设计单位：河南甲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卫东区教育体育局
建设地点：平顶山市建设路与东安路交叉口西南角
用地面积：12992.42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8404.56平方米

项目简介：平顶山市建设路与东安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于2016年 11月 2日通过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2016年第 10次规划
业务审查会。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小学修建性详细规划于2019年 1
月 4日通过了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 2019年第 1次规划业务审查会的审
查。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平顶
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3967125 6187192

鲁山屈原文化薪火相传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其

作品以崇高的理想、驰骋的想象抒发了他热爱祖

国、同情人民、向往光明、憎恨黑暗的炽烈感情，

他所标示出的人格和风骨，精神蓬勃，气象光辉，

雄浑博大，刚健清新，体现出中国人崇尚的侠义

刚烈之气。难怪诗仙李白评其诗曰：“屈原词赋

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高度肯定了屈原辞赋

的万古不磨。

屈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和引领着一代世

风，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世道人心，成为华夏民族

的文化精髓。故而，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

过决议，公布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楚风遗韵、屈原文化、端午民俗在鲁山薪火

相传，绵延而不绝两千余年。清嘉庆《鲁山县志》

载：“端午戴艾，食角黍，饮雄黄酒，以彩丝系小儿

腕。”尤其 2017 年，鲁山犨城发现了清代所立的

“屈原之寺”碑，更加说明历代鲁山人对屈原文化

的记忆传承有序。

今日鲁山，每当端午节到来时，家家门前插

艾草，饮雄黄酒，儿童身佩香袋、五色线。当天早

上，家家户户要吃粽子、槲坠，吃煮过的大蒜和

鸡蛋，吃炸油馍，喝米汤。小孩儿们都会唱端午

歌谣。

近年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屈原

学会以及省、市宣传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鲁山县

围绕端午节与屈原文化，举办了不同规模的纪念

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后

召开了“中国犨城屈原文化”“屈原与当代文化价

值”“屈原与端午民俗”等 3 次高规格研讨会，举办

小型研讨与座谈会不计其数。为充分演绎传统

节日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涵，文艺演出与祭祀活

动更是年年举办。鲁山数万民众欣赏了汉舞《礼

仪之邦》、舞蹈《快乐的端午》、民谣《端午谣》、歌

曲《上下求索》等精彩节目。

2018 年，鲁山县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端

午节民俗与屈原文化”大讲堂与研讨会、《屈原》

特种邮票首发式、万人诵《楚辞》等系列活动。书

声琅琅的恢宏画卷，颂扬出屈原文化的美好品

德。包槲坠、插艾叶、射五毒、兰汤祓禊、系五彩

线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同步进行。这些活动的

开展把鲁山的端午节与屈原文化推向了高潮。

日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组莅临

鲁山考察，同意在鲁山县建立“中国屈原文化传

承基地”，拟于今年 6 月 7 日在鲁山举办端午纪念

活动时举行授牌仪式。

屈原研究专家考证鲁山为屈原故里

2016 年 7 月 29 日上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北京语言大学博导方铭，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

博导姚小鸥，副会长、副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博

导黄凤显，副会长、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黄震云，北京大学博导卢永鳞，《光明日报》国学

版主编梁枢，中国屈原学会屈原文化高级研究

员、清华大学博导廖名春一行 7 人莅临鲁山，到张

官营镇犨城遗址考察屈原文化。下午，在鲁山县

城崇汇大酒店召开报告会。专家们就中国历史

上正史记载的第一处屈原庙为何会在鲁山、东汉

硕儒延笃的画像何以会被放置在屈原庙并像屈

原一样受到乡人的祭祀纪念、平顶山如何打造鲁

山的屈原文化品牌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

析。专家们综合考察情况与史书资料，共同认

为，犨城屈原庙是我国北方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

原的重要祭奠场所；屈原和鲁山犨城有着割舍不

断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座谈会上，黄震云教授在谈过犨水、犨县、犨

邑后说道：公元前 520 年前，楚平王封在鲁阳，鲁

阳是楚文化的发展地，乡里把延笃的画像放在屈

原庙，早已说明他们都是乡里人，这里可以看出

来鲁阳是屈原故里。

一语激起万波澜。

实际上，提出屈原故里在鲁山的非黄震云一

人。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教授黄崇浩在 2015 年第

5 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河南平顶

山市鲁山县是屈原故里——‘屈原生于南阳说’

的一个新结论》，确认屈原故里是在鲁山。

文中摘要写道：“笔者首倡‘屈原生于南阳

说’，但没有确认屈原生于南阳何地何处。今据

新消息，结合《后汉书·延笃传》的记载，补足‘屈

原生于南阳说’，确认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是屈

原故里。”

黄崇浩教授年逾花甲，曾长期担任中国屈原

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黄冈师

范学院学报主编、《中国楚辞学》编委，曾著《屈

原：忠愤人生》《屈子阳秋》等书，其治学之严谨有

目共睹。他在《中州学刊》1998 年第 5 期发表《屈

原生于南阳说》论文，当时轰动整个学术界，使争

论了两千多年的屈原故里问题研究升温，成为新

时期屈原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

黄崇浩所提屈原故里南阳说并未坐实南阳

何处。经过十几年的考证与反思，2015 年，黄崇

浩敢于否定自己，撰写出“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

县是屈原故里”的文章。其敢于否认自己研究成

果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去年至今，黄崇浩教授先后两次给笔者来信

并无数次微信联系。2017 年 4 月 11 日，笔者同鲁

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邢春瑜和犨城所

在地张官营镇党委、政府有关人员一起，专程远

赴湖北红安县拜望黄崇浩老先生。黄老先生多

次谈到，他的这一最新研究结论，实在具有颠覆

性，一时又难以成为公论，不易为社会所接受，更

难以为楚辞学术界所接受，因此，需要学界、文化

界与地方政府鼓呼，并建议平顶山学院与黄冈师

范学院联合召开研讨会推动屈原故里在鲁山的

深入研究。

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在鲁山

说鲁山为屈原故里，重要依据是《后汉书·延

笃传》中的一段话：“延笃，南阳犨人也……永康

元年（167 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意思是，延笃为南阳郡犨县（犨城）人，永康元年

死于家，乡里画其像（或塑其像），放入屈原庙中，

与屈原一同受祀。

这就说明延笃的家乡在延笃死前就已经有

屈原庙了。

《水经注》：“滍水又东，迳犨县故城北。”《左

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犨。”《通

典》：“鲁山县，汉鲁阳县，有汉犨县故城，在今县

东南。”《太平寰宇记》：“犨故城，汉县也，在今县

东南存焉。”《明史稿·地理志》：“汝州鲁山县东

南，有废犨城县。”《方舆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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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鲁山县志》：“东汉建武二年，置犨

县，属南阳郡。晋仍为犨县，属南阳国。”按该志

沿革篇，晋后犨县撤了又置，置了又撤，唐代至今

一直是鲁山县的领地。今鲁山县张官营镇犨城

遗址，出土有汉代以前文物。犨河距犨城遗址

不远，河两岸几个村庄产的萝卜，生吃熟食味道

极好，药用润肺止咳，素有“犨河萝卜名天下”之

誉。

以上资料说明，古代犨城、犨县在今鲁山县

张官营镇境内。鲁山县张官营镇西北，春秋周

景王四年（前 541 年）曾在这里建犨城，今前城、

后城、紫金城三村，皆在其范围之内，可见其规

模之大。

清嘉庆《鲁山县志·古迹》中曾提到：“乾隆

《鲁山县志》引《延笃传》文云，按此则鲁阳有屈原

庙矣，但不知废于何时耳。”《延笃传》与县志均未

说明屈原庙始建时间，就按永康元年，也是当今

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屈原庙。

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考证屈原庙和屈原籍

贯中，引用《后汉书·延笃传》，但把“南阳犨人”的

“犨”字割去，变成了“南阳人”，说：“《后汉书·延

笃传》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

的最早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

东汉时，南阳就已建立了屈原庙。”抛去“犨”字，

说“最迟在东汉时南阳就已建立了屈原庙”就不

确切了。

历史上犨地确实归属过南阳，但自唐以后就

不再隶属南阳，现属平顶山市鲁山县。

供奉屈原的祠庙并不多，人们熟知的屈原祠

庙，一在湖北秭归，一在湖南汨罗。与秭归、汨罗

屈原祠庙相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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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铭教授在 2012 年 6 月 18 日《光明日报》“国学”版

《屈原故里倾听学者的声音》里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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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18 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国学”

版发文《屈原与时代的连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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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云教授在《屈原的故里和籍

家》中称：“以理恒之，（犨县）屈原庙建成的时间

应该很早，最迟在东汉。”

犨城屈原庙是我国北方纪念伟大爱国诗人

屈原的祭奠场所，是平顶山市可能为屈原故里的

最有力证据，也充分说明屈原曾和鲁山有着割舍

不断的特殊关系。

何以会说鲁山为屈原故里

从故里唯一性上看，屈原故里只有一处，但

若从现实文化认同的习惯上看，能称为屈原故里

的或不止一处。中国人对久居之地称为故乡，而

一个人一生中会因生活变迁有多个故乡，如第二

故乡。但以祖居地为故里的文化认同概念始终

是清晰的，有时即便是出生地也不能称为故里。

何为故里？故乡、家乡也。故里与故居、故

地是有区别的。住过的地方应称“故地”，住过的

居室应称“故居”，都与“故里”无关。屈原辗转流

寓之所，多故地、故居，均不能称屈原故里。只有

当祖居地与主要生活地基本契合时，才能称之为

家乡、故乡、故里。

近年，“屈原故里西峡说”将《后汉书·延笃

传》中关于屈原庙的记载作为主要证据支撑，得

到了广泛支持。清末学者、学界泰斗、曾任岳麓

书院院长的王先谦对《后汉书·延笃传》中的延笃

“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作

注释云：楚大夫抱忠贞而死，笃有志行文彩，故图

其像而偶之焉。

屈原庙当属家庙性质。古代帝王诸侯等奉

祀祖先之地称宗庙；贵族、显宦、世家大族奉祀祖

先之地称家庙或宗祠。屈原庙不可能建于楚、

秦。屈原作为战国后期楚国反秦代表，他死节时

楚国大片国土已沦丧于秦国，楚北故国丹阳包括

“方城之外”的犨城就在其中。秦国是不可能允

许建楚国大夫屈原之庙的。从庙制看，屈原庙也

很难建于西汉初，因为那时盛行黄老之术，圣贤

庙祀兴建之风没有形成。但如果从民间奉庙规

律看，屈原庙形成于汉初也是极有可能的。秦亡

之际，战国诸侯后裔纷纷反秦，重新建立正统家

庙以承庙祀是非常有可能的，屈原作为楚国大

夫，其后裔在故里犨城建庙奉祀理所当然。

鲁山犨城位于中原腹地，黄帝、炎帝、仓颉、

蚩尤、高阳、尧帝、墨 子 等 都 曾 活 动 于 此 ，为 楚

文 化 发 祥 地 。 屈 原《离 骚》自 称“ 帝 高 阳 之 苗

裔”，而高阳部落就曾活动于平顶山境域，今平

煤神马集团八矿后有高阳山。屈原乃芈姓，现

鲁山文物仓库即藏存有芈凤壶。丹阳公认为南

阳淅川一带，古鲁、古犨城一带该属楚都丹阳范

围，至少属毗连区域。今鲁山、叶县、湛河区属

早期楚族居住地，乃楚文化发祥地域。屈原作

为芈姓族人，其始祖地在中原古丹阳一带在情

理之中。

历史上，鲁山曾长期属于楚国。著名的方

城现在谓之楚长城，就是楚国修筑的。为什么楚

国会在这一时期修筑大量城池，直接原因应该

就 是 与 中 原 诸 侯 争 霸 的 需 要 。 在 楚 国 整 体 方

位上，犨城一带处于楚北、大汉北区域，即所谓

屈 原《抽 思》诗 句“ 有 鸟 自 南 兮 ，来 集 汉 北 ”所

言。南阳是屈原流放之地，那么犨城一带也属

于屈原流放游历之区域。秦汉郡县制设置以来

一直到清末，叶邑、昆阳、犨城、鲁山等地长期属

辖南阳郡，这应该是对楚文化区的承继。屈原

祖居地大范畴应包括西峡、淅川、犨城、叶县、鲁

山一带。

现犨城不存，但遗迹并没有消失，其故址就

在今鲁山张官营镇前城、后城、紫金城之间的田

垄间。能看到一处长方形隆起土岭，高约 2 米，宽

约 50 米，长约 300 米。土层中可见夯土痕迹，其

间碎砖瓦随处可见。这当是犨城中心区域。犨

城虽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但从前城、后城和紫金

城三座村落名字中仍可窥其历史踪影。

平顶山一带有多个屈姓村落分布。鲁山原

犨城附近就有屈庄村，但屈姓居民不多。今张官

营镇东、毗邻叶县的任店镇有屈庄，而叶县东部

水寨乡有东屈庄，有屈姓族人千人左右，而叶县

北部遵化店镇（现属平顶山市高新区）有北屈庄

村，舞钢市也有小屈庄。这些屈姓村落不是无缘

无故形成的，很可能与屈原有着远祖关系，属于

本地原始型居民。

在张官营镇杨孙庄村北头，有一棵古柏，树

龄达两千多年，树枝遒劲，干围三抱之多，属国家

一级古树名木。当地村民口耳相传，说古柏处过

去有一座古庙，古柏就是庙内树木。古庙很可能

就是屈原之庙。

综上，平顶山境域上古时期是高阳部落主要

活动区域，是早期楚族中原楚人居住地，位于楚

都丹阳范畴；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属楚，犨城一带

均是楚人先祖主要生活区域。作为芈姓同族的

屈原早年生活于此，甚至出生于此，至少其先祖

居住或活动于此。该屈原庙因屈原的先人或后

人曾在此居住，或屈原两次出使齐国在此驻节及

屈原被放逐汉北 5 年间寓居于此，留有遗迹，而得

以建立。

根据史实，综合犨城一带历史文化遗存，犨

县可能是屈原故里，屈原庙就是屈原故里裔孙供

奉屈原的家庙。

延笃何以会配享屈原庙

延笃何以会配享屈原庙？乡人为什么会把

延笃的画像供奉于屈原庙？

根据《后汉书·延笃传》的记载，东汉末年的

延 笃 是 一 位 傲 骨 铮 铮 的 官 员 。 延 笃（？ ―167

年），字叔坚，南阳郡犨县人。少时随唐溪典、马

融学习，博通经传及百家学说，能写文章，很有名

气。延笃初以博士身份受到汉桓帝征召，担任议

郎，从事著作之事。历任侍中、左冯翊、京兆尹。

延笃为政主张宽松仁爱，爱惜百姓，选用有道德

修养者参加政事，郡里和爱，三辅赞其政绩。后

因得罪大将军梁冀，梁冀党羽借机生事，延笃遂

以有病而罢职回家，以教书维持生计。永康元年

（167年），延笃去世。

延笃一生可谓少从贤师，名动京城；重视教

化，冰魂素魄；德贤能廉，一时重臣；帝王股肱，百

姓交赞；刚直不阿，罢归故里；仁孝辨义，辩证统

一；决意隐居，信以明志；配享屈庙，誉披千载。

作为屈原之后的文人，延笃定然熟读《离骚》

《九章》《九歌》《天问》等传世文章，深受屈原政治

思想和写作风格的影响。细细品味，他和屈原有

太多相似相通之处。

成长经历方面，屈原和延笃都可称得上系出

名门。屈原为楚王同宗，文采飞扬；延笃是名师

高徒，有名京师。

政治上，两人都生活在政治环境黑暗的王朝

末期，都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坚贞的政治操守、

远大的政治抱负。仕途前期，两人的官都做得很

大，屈原做到左徒、三闾大夫；延笃身历数职，先

后在地方和京城担任过一把手，做过皇帝的贴身

顾问和史官，既有正言直谏，也曾秉笔直书。历

史都曾为他们搭建起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屈

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延笃“政用

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屈原诤谏楚王，遭两

次放逐，自沉汨罗；延笃秉公执法，被借故罢免，

又逢党锢，老死乡野。

学术上，两人造诣都极深。屈原是中国浪漫

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

辞，其辉煌诗篇丰碑不朽；延笃精通儒学、经学、

史学，是一代大儒。

人格上，二人也颇有共通之处。延笃形容读

书为自己带来快乐时说“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

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这分明是屈

原的骚体；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为人臣不陷于不

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思

想明显受屈原影响；屈原在《离骚》中谈自身定位

时说“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

余初其犹未悔”。一个说：“自打读书识字，我就

明白一个道理，绝不能不忠不孝，对上谄媚，对下

轻慢。”另一个说：“回顾过去，瞻望将来，我看到

了做人的真理。哪有不义的事可以去干，哪有不

善的事应该去做？虽然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也毫

不后悔自己当初志向。”两者誓言坚守的人生底

线何其相似！延笃说“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

可不惭赦”，语重心长，我不能愧对先祖啊；《离

骚》开篇，屈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

庸”，两人不约而同表现出中国人传统、朴素的祖

先信仰。

归宿方面，两人都是精准的预言家，他们没

有目睹国家的灭亡，却都察觉到了政权崩塌的前

兆，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有敏锐的预见性，他们的

人格使他们不甘于这样的未来，他们的处境又使

他们无奈于此，因此而陷入深深的无助和痛苦。

屈原彷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延笃呐喊：“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一个一头扎

进汨罗江，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获得解脱：“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一个一头钻进故

纸堆，用沉湎经典的方式麻醉自己：“渐离击筑，

高凤读书，方之于吾，未足况也。”相较而言，屈原

似乎更不幸，自沉汨罗之前，他已获悉秦兵攻破

郢都，家园沦陷的消息；不过延笃也没幸运多少，

他身后不久，农民起义与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皇

统崩裂，社稷倾覆，以至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正是：一腔忧国爱民心，相隔四百春；两

位宦海浮沉客，同是沦落人。

所以人们才会像把孟子、曾子、颜回、冉求

的画像挂在孔庙那样，把延笃的画像供奉在屈

原庙中。

鲁山屈原文化的来龙去脉
●袁占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