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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年 寻 龙

“叶公好龙”成语故事中的叶公是

一个表面上喜欢某种事物，其实并不

是真的喜欢的虚伪之人，但各种文化

典籍中的叶公却是一个颇有智慧、能

安邦定国之人，他的爱国精神值得后

人学习。

叶公蒙受不白之冤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刘向，此人

做过光禄大夫，是皇帝的近臣。刘向

编纂过几本书，很有一些名气，比如

《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其中，《新

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子 张 见 鲁 哀 公 ，七 日 而 哀 公 不

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

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

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

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

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

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

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

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

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

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

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这就是“叶公好龙”这个成语的来

历。这个故事，一经流传，便成为典

故。叶公也成了一个反面的例子，用

来讽刺那些表面上喜欢某种事物，其

实并不是真的喜欢的人。

可是，历史上的叶公真是这样一

个人吗？

在叶县叶邑镇旧县村西北 1.5 公

里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叶公陵园，是

叶公死后埋葬地。陵园内殿宇雄伟，

碑碣林立，松柏苍翠。每年清明节前

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叶氏后裔来到叶

公陵园祭祀先祖。叶公陵园也成为著

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有许多游客来此

观光瞻仰。

叶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在

《史记·楚世家》中，有这么一段：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

之子胜於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

胜。白公胜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

年，白公胜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

公胜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胜亡走

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

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

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

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

等袭杀令尹子西、子期於朝，因劫惠

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

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胜自立为

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

与共攻白公胜，杀之。惠王乃复位。

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除此之外，在《战国策》《左传》《国

语》《礼记》《汉书》《论语》《庄子》《荀

子》《韩非子》《新序》《风俗通义》《水经

注》等诸多古代书籍中皆有关于叶公

的记载。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安邦定

国的时代英雄，而不是像这个寓言故

事所写的那样。

叶公是一位安邦定国的英雄

叶 公 镇 守 叶 地 ，是 当 时 形 势 所

迫。叶地处于楚国的最北端，是楚国

的北方屏障，楚与诸侯争锋的前沿阵

地，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此之前，

许国和郑国是仇敌，郑国占领了许国

国土，许侯被迫流亡到楚国。楚王把

许侯迁居到叶地，这使叶地成为两国

矛盾的焦点。郑国多次以此为借口，

联合晋国，欲对楚国大动干戈。为了

避免许侯和郑国的矛盾激化，引发不

必要的战争，保持边境安定，楚平王不

得不将许侯迁往别地，同时安排一个

人来镇守叶地，有人就推荐了叶公。

公元前 524 年，楚国在叶正式置

县，叶公任县尹，即县令。楚国的县等

于小国，县令称公，叶公本来叫做沈诸

梁，因为封于叶地，所以被称为叶公。

叶邑一直是作为楚国北方的军事

重镇存在的，叶公从发展生产、提高经

济实力入手，进而提高叶邑的综合实

力。当时，困扰叶邑生产发展的一个

重要问题是水患。叶邑南有方城山，

雨季时，山水奔涌而下，淹没农田，毁

坏房屋，严重影响叶邑人民的生活。

久旱天气，则河水断流，农田无以灌

溉，庄稼颗粒无收，人民苦不堪言。叶

公经过实地勘查，亲自带领百姓开山

凿渠，导引发源于南部山地的山水及

河流，修建了两个大的蓄水池，即历史

上所说的东陂与西陂。东西二陂的建

成，不仅化解了水患，解除了叶邑人民

世代遭受的水涝之灾，而且囤积了丰

富的水源，使得叶邑的数十万亩农田

得以灌溉。叶公鼓励人民种植桑麻，学

习养蚕织布，并重视军事，加强武备。

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叶公把楚国的边远

小镇，变成了一个物产丰饶、社会安定、

政治清明、武备强盛的北方重镇。

不断走向衰败的楚国终于迎来了

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机。公元前 479

年，楚国王族白公胜作乱，杀死了令尹

子西，囚禁楚惠王，自立为楚王，本已

衰败的楚国陷入动乱之中。叶公知道

以后，立即率领叶地的军民，赶往都城

平叛。由于叶公的政绩与威望，得到

人民的拥护，叛军很快被打败。白公

胜兵败自杀，叛乱得以平息，叶公辅佐

楚惠王复位。因平叛有功，受到重用，

身兼令尹与司马二职，掌握国家的军政

大权。国家经历战乱，社会秩序遭到破

坏，叶公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和

社会秩序，逐渐消除战乱带来的影响。

国家安定之后，叶公首先想到的

是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宁是令尹子

西的儿子，宽是司马子期的儿子，二人

皆有才德。经过多方考察后，叶公推

荐宁任令尹，宽任司马，掌握国家大

权。国家安定，政治清明，朝廷后继有

人，叶公选择了退隐。叶公终老叶地

后，其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

地，部分改沈为叶，是为叶姓之源。因

此，叶公沈诸梁又是海内外叶姓华人

公认的始祖。

叶公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

叶公是一位英雄，为什么会有这

样一个丑化叶公的故事呢？其实编撰

这个故事者是讽刺鲁哀公不是真的喜

欢人才，并非为了贬低叶公。而且，人

们也知道，天上未必有真龙，真龙也未

必会知道人间的事，未必知道人间有

一个叫叶公的喜欢龙的人，从而轻易

地下了凡尘。天上人间相通的事，可

信吗？但是，叶公好龙这个故事存在，

千百年来，人们对叶公的认识往往源

于这个故事，从而歪曲了叶公的形象。

叶公勤政爱国的为政思想，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叶县人。近年来，叶县

人民政府为大力弘扬叶公文化付出很

多努力。1985 年，叶县人民政府开始

修复叶公墓，后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叶

公陵园。2000年 10月，叶县人民政府

成功举办了世界叶氏联谊会，海内外

300余名叶公后裔代表参加。

叶县人民政府将叶县原东环路命

名为叶公大道，起到了宣传叶公文化

的作用。叶县最有名的小吃一条街，

被命名为叶公古街。街道两旁建筑，

全部改造成仿古样式，古香古色，典雅

大方，成为叶县县城的一道景观。走

在这条路上，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年

代，让人颇生怀旧之感。同时，又会引

起人们对叶公丰功伟绩的追念。

2022年 6月，河南省文联、省民协

专家组到叶县实地考察论证，决定命

名叶县为“河南省叶公文化之乡”，这

是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对于进一步

传承和发扬叶公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研究叶公文化，在叶县已

经成为一种热潮。人们不仅是在怀念

这位曾经建功立业的先人，更是要将

叶公勤政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叶公好龙”背后的故事
◇ 蒋军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二

十四节气中，惊蛰是有动静的。

一场纷纷扬扬的霰雪扰乱了春

的脚步，洇湿了元宵节的花灯，白皑

皑的银色世界把人们牵引到冬的落

寞中。从天边卷过一声惊雷，懒洋

洋的大雪倏然惊怵，悠悠然悬在了

半空，化成细雨悄悄落下。

是的，那是春雷的响动，雷霆万

钧，睡眼惺忪的春姑娘完全没有提

防，一声炸响，着实吓人一跳。

春天的朋友圈开始躁动。

沉睡的土地被惊醒了。

沉睡的草木被惊醒了。

最不经吓的是蛰伏一冬的虫子

们，从睡梦中一跃而起，它们纷纷在

洞穴中探头探脑，挤挤挨挨，叽叽喳

喳，互相询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

冬虫”。第一个爬出来的是蛤蟆，它

大腹便便地挪动着，抿着嘴不敢吭

声，然后蚯蚓静悄悄地翻动着土地，

依偎在草根下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报春鸟一声高呼：出来吧，胆小鬼们！

山欢了，水笑了，生命的春天就

这么欣欣然繁荣起来。

春雷响，万物长。惊蛰，当然是

有仪式的。老家的惊蛰与众不同，

在传统节俗上又增添了一项踏春踩

小人的活动。

惊蛰雷动，百虫惊而出走。虫

子出来了，一切污秽和阴暗的小人

也会随之而出，祸害明朗的世界。

于是，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着草色

清露到附近的寺庙，取一些歪嘴斜

眼少心肝的“小泥人”，带到大自然

中去，用荆条把它们鞭打后踩在脚

下，永世不得翻身，以保家人安康，

社会太平。

母亲也会在惊蛰这天蒸一些形

态各异的馒头，像瓢虫，像蛇鼠，丑

陋而夸张，中午的饭席上可以敞开

肚子吃，狠狠地嚼吧嚼吧，把这些

“害虫”“小人”一同咽进肚子里去，

让它们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一年的

好光景在母亲热气腾腾的馒头中生

发。

父亲说哪能嚼碎什么“小人”，

无非是为春耕大忙做足了仪式，让

劳力吃饱肚子开始下田。“过了惊蛰

节，犁锄不能歇”，乍寒乍暖的天气

里，父亲开始收拾他的农具，正和了

诗人“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的

无限感喟。

惊蛰的动静同样也唤醒了沉睡

的荷尔蒙，花鸟虫鱼呼朋唤友进入

恋爱季节。不只是红腹小凤凰把羽

毛抖动得像花儿一样围着雌鸟跳

舞，那些花里花哨的猫们扭动着“猫

步”的妖娆，也在春风荡漾的夜晚，

肆无忌惮地嚎叫。邻居花婶捡起瓦

块向房顶扔去：你叫春啊。

“叫春”多么明媚的一个词，用

给阿猫阿狗的确有点亏得慌，但大

自然的生命就这样平等地在春天里

蓬勃，在各种无可名状的声音中被

呼唤被叫醒，焕发无限的生机。婆

娑的海棠紧裹着青涩的花蕾，东风

吹拂的芳香里，一对对青年男女正

向着开花的季节探寻。

花婶的丈夫祥叔明天要动身去

远方的城市打工，过了一个春节，温

热的气氛不忍别离。焦虑牵挂中揉

进了几多无奈和担忧，花婶把一家

人生活的希望，连同行李和叮咛一

起装进箱包，还是不放心地搓着手

嘱托。于是，窗外那些大自然律动

的声音，尽管微弱如虫嘤，也一样令

她惊心。突然想起了什么，花婶从

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里取出一方檀香

木微雕的“福运龙”，这是她求来的

护身符，踮起脚挂在丈夫的脖子上，

祈望丈夫平安。木讷的祥叔一下抱

住了花婶，窗户上映着恩爱的剪影，

与惊蛰的声响一起重叠在岁月的窗

棂，浮生和时光是十四行和仄并韵

的情诗：等你一声令下，便背起诗的

光华，跋山涉水婉转天涯。他们跟

着节气候鸟一样四季飞翔。

惊蛰，当然也是有颜色的。朦

胧的青绿在乍暖还寒中酝酿，一候

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花信传

情，漫步琴台楼阁，徜徉滨河长堤，

烟雨缥缈，远山含黛，沾了雨意的桃

花，水汪汪的明亮，一律收敛起轻薄

的野性，沉静贞婉起来。浅浅的粉，

从花瓣的最末端，淡淡地往里洇。

洇至最深处，便成了无限柔美的一

痕红。又或是美人脸颊上的胭脂，

酿成了春天里最美的一盅酒，让人

沉醉。

惊蛰一声雷，它的脚步后面便

是五颜六色的春景了。

一雷惊蛰始
◇杨 娥

一大早，我拉开窗帘，柔和的阳

光顿时洒满卧室。窗外柳丝轻摇，

被寒冬困顿而局促一室之内的我，

心中陡然萌动着踏青登高的渴望，

迫不及待地开启了一次说走就走的

旅行。我和妻子简单收拾行囊，驾

车向着目的地——小顶山进发。

汽车沿着叶县 1号公路欢快地

在碧水青山之间穿行。透过车窗望

去，绵延不绝的山峦，着一袭淡绿的

薄纱，染一身典雅的芳菲，从清新婉

约的风韵中走来。山水之间人来车

往，人潮涌动，洒落了一路欢声笑

语，给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展现了

一幅“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

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

绝”喜瑞祥和的游人踏春图卷。真

是一路春色一路歌，我们饱览了沿

途山水风光之后，来到了小顶山下，

停好车，我和妻子随着熙熙攘攘的

人流开始缓缓登山。

小顶山坐落于方城县独树镇境

内，东接叶县保安镇，北临夏李乡，

海拔 700 余米，是伏牛山余脉东部

的最高峰。附近有五六十座山头，呈

东南西北走向。此山看来并不险峻，

但山势陡峭，爬起来十分费力。

攀上峰顶，我们走进了梦幻般

的深蓝，似乎与湛蓝的天空融为一

体。俯瞰大地，碧绿的麦田与将开

的油菜花在阳光下交相辉映，美轮

美奂，闪现的是万般的灵思与睿智；

远望群山，心胸辽阔，那白云，那苍

鹰，那花影，是一个个意象丰盈着生

命的意境。极目东望，那影影绰绰

的峰峦叠嶂，是桐柏山余脉自东南

向西延伸至叶县保安镇与伏牛山余

脉对峙，形成了有名的“南襄夹道”，

为 四 方 辐 辏 之 地 ，历 来 为 兵 家 必

争之地。遥想当年，我似乎看到了

雄才大略的楚王，正昂然立于楚长

城城头，指挥着千军万马御敌于国

门之外。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沿着

连绵起伏的山峦细细察看，绵延几

千年的楚长城历史文化，在这里遗

留下了凿挖砌筑的人工墙体痕迹，

仍依稀可见。据《水经注》记载，楚

长城共分东、西、北三线，略呈 U形，

史称方城，绵延千里。

楚长城蔚为壮现，叹为观止，绝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楚王

头脑中固有的，更不是他灵光乍现

的产物。楚长城是对豫西南的史前

城堡型防御工程的模拟、延续和演

进，见证了我国公元前 7 世纪楚文

化、中原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

等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它承载着

丰盈多姿的历史记忆，折射出几千

年来华夏民族的智慧和辉煌！

“那就是五里坡吧，看，它多像

一条沉睡的巨龙！听说红二十五军

长征途中还在那里经历了一场生死

之战呢。”人群里不知哪位女生大声

说。我被她动听的女中音所感染，

视线迅速拉向了五里坡。五里坡呈

东西走向，横亘于叶县保安镇杨令

庄村的南面，形成了一道阻隔南北

方向的天然屏障。看着五里坡上的

点点花影，我似乎听到了当年五里

坡上的隆隆炮声和红二十五军将士

殊死搏杀的呐喊声，勇往直前、奔腾

不息的足音。1934年 11月 26日，长

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在跨越独树

镇七里岗公路时，遭遇国民党重兵

伏击，当时，风雪交加，敌情不明，环

境极其恶劣，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

头，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手持大

刀，率突击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空

前的殊死血战。在全体将士的奋力

拼杀下，终于突出重围，但前有重兵

围堵，后有强敌追击，随时被重兵再

次合围的危险依然存在。为了摆脱

困境，1934 年 11 月 27 日凌晨，红二

十五军凭借五里坡，高老山（叶县夏

李乡彦岭村境内）的有利地形，展开

了一场生死攸关的阻击战，史称五

里坡阻击战。这是一场彪炳史册的

战斗，为红二十五军长征顺利西进

北上，率先抵达陕北，巩固革命根据

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迎着灿烂的晚霞，我们结束了

这次短暂的旅行。回望小顶山，她

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挺拔和壮

美，使人肃然起敬。

◇ 张振营

地 名 故 事

春登小顶山
◇ 刘 淼

龙泉湖畔话“龙”事

舞钢市素有“北国小江南”的美

誉，之所以有这个称谓，原因之一是有

个龙泉湖。浩浩一泓碧水，波光粼粼，

薄雾渺渺，画舫争流，水鸟翔集；湖四

周巍巍群峦起伏，奇石峥嵘，流泉飞

瀑，岚遮雾笼，林茂谷幽。环湖路逶迤

开来，市区建筑沿着湖岸绵延、高楼低

阁、或中或洋、各抱地势、竞姿斗彩，恰

如一条珍珠项链，挂在碧湖之畔和青

山之麓。其青山、其绿水、其丛林、其

新城，相因相依、相辅相融，正是“水在

城中、山在水旁、城中有山、山中有

城”，浑然一幅水墨画。

龙泉宝剑的发源地

龙泉湖其实就是石漫滩水库，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淮河流域修建

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水库于 1951年 4

月 1日正式开工兴建，后人称建成的石

漫滩水库大坝为治淮第一坝。1975年

8 月，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冲毁了大

坝，现在的水库大坝是 1993 年开工复

建的。复建的大坝采用国际上先进的

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坝长 64.5米，坝

高 40.5米，总库容 1.2亿立方米，水域面

积 8.6平方公里。

石漫滩水库之所以叫龙泉湖是因

为有龙泉水汇入湖中，又是龙泉宝剑的

发源地，还有龙故事和二郎神的故事。

龙泉，即龙渊；龙泉剑，又名龙渊

剑。《水经注》《晋书·地理志》对龙泉剑

都有记载，说是这个地方有龙泉水，水

可用淬刀剑，特坚利，故有龙泉之剑，

是古代著名的宝剑。

龙泉遗址在龙泉湖西南方向的今

杨庄乡龙泉村境内，龙泉村西有龙、虎

二山，相向蹲踞，气势雄伟。龙泉河源

于龙泉山，龙山东麓和北麓有四处山

泉涌出，这就是龙泉。泉下成溪，称

“龙泉溪”。

地上地下两条溪

相传，很久以前，尧帝巡视天下到

此，正值夏日正午，口渴难耐，便和手

下人一起“掘土得泉而饮”。

龙泉水从未干涸过，水质甘甜，水

温常年 18℃。每到隆冬，水面雾气氤

氲，蔚为壮观。龙泉宝剑就是用龙泉

水淬火制成的。方法是将铁烧红打制

后，迅速放入龙泉水中，大大提高了剑

的硬度和韧性，这也是古代我国劳动

人民的一大发明。龙泉下游 1.5 公里

处，有翟庄古冶铁遗址；龙泉北 2公里

处的尖山东南麓有尖山古冶铁遗址。

龙泉剑就是用这两处冶铁场炼出的铁

锻造而成的。后来，龙泉剑亦泛指宝

剑。李白在《永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留别广

陵诸公》：“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

诗中的龙泉就特指宝剑。

村里人说，龙泉溪有地上、地下两

条。地上一条，溪水蜿蜒东流 4 公里

注入龙泉湖。地下一条，从龙泉源头

处注入地下，形成地下河，向东北经龙

头山腹部，由龙头山龙嘴注入龙泉

湖。民国初年，龙头山附近的马庄村

有一李姓居民，把一对鸭子放进龙头

山的龙嘴里，7天后，这对鸭子从龙泉

湖附近的一口水井里浮出。

龙泉湖北岸西段、马鞍山南坡，有

一东北西南走向，长 1.5 公里，宽 0.5 公

里，海拔 104 米的小山，山南端奇石怪

状，酷似一栩栩如生的公龙头，当地人

称龙头山。龙头山西南 2 公里吴庄

村、陡沟村、袁老庄村交界处，有一东

北西南走向，长 1.5 公里，宽 1 公里，海

拔 156 米的小山。其东端极像一怒目

长吟的母龙头，人称母龙山。两条龙

眼、鼻、耳、嘴等轮廓清晰，公龙有角，

母龙无角。二龙安卧龙泉湖边，与碧

波荡漾的龙泉湖相映成趣。

龙泉湖东南岸是舞钢二郎山风景

名胜区，也是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的

核心景区，景区内植被丰富，山虽不

高，但景色秀美，竹茂林密，峰奇谷幽，

登山台阶前方有二郎神高大雕塑。山

水林城浑然一体，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与二郎神文化交相辉映。

二郎神的故事

二郎神，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

物，关于他的民间故事有很多，这里有

二郎神斩蛟治水和担山赶日的故事。

很久以前，龙泉湖所在的这条河

里有一条蛟龙经常兴风作浪，导致水

灾频发，农民颗粒无收。为了帮助老

百姓，玉皇大帝派遣二郎神管辖河

口。二郎神来到后，决定治理水灾。

他在农历五月初一那天跳入河中，化

身为牛，与蛟龙激战了三天三夜，最终

生擒蛟龙。为了防止蛟龙再次作恶，

他用一根大铁链将蛟龙拴住，锁在自

己后来筑的防水坝下面，这个防水坝

就在石漫滩水库大坝附近，水库修成

后已被水淹没。

据说盘古开天地，天上十日共存，

赤日炎炎，致使江河断流，民不聊生。

二郎神杨戬毛遂自荐，向玉帝讨旨肩

挑泰山脚下两座山，日夜追赶太阳，以

遮蔽太阳的强光。为赶上太阳，二郎

神一时性急忙中出乱，挑山扁担断了，

无法担山追日，难以复旨，他自我惩罚

远离仙界，矗立人间与民共难。二郎

神担山救万民之壮举虽付之东流，但

其诚意感动了太阳神，遂收去烈焰，夜

伏昼出，从此人间有了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规律。后来人们为纪念二郎

神，就在现在二郎山景区的主峰尖山

上建立大殿以示纪念。

龙泉湖，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中原大地上。它又是一个充满诗意

的地方，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

游客前来驻足欣赏。在这里，你可以

品味到人生的宁静与淡然，感受到大

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图片由杨德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