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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鹿邑县地处豫东平原，方圆数百
公里一马平川，却因两位“神仙”声名远扬。

位于县城中心的老君台仅高 13 米， 与巍峨名山相比
可谓不高， 但因道教鼻祖老子在此升仙成名而颇有灵性，
又名升仙台。 沿升仙台南行 500 米还有一座 “神仙”府
第———陈抟庙，是专门供奉“睡仙”陈抟的地方，又名陈抟
庵。

升仙台作为明道宫的主体建筑，名气太大，整日游客
众多熙熙攘攘，明道宫的香火更是日益旺盛、经久不衰。近
在咫尺的陈抟庙却出奇的冷清，对于“睡仙”陈抟的传闻鲜
有人知。 殊不知两位“神仙”是正宗的老乡，他们的出生地
又是如此的相近。 《宋史》载，陈抟出生地鹿邑县太清宫镇
陈竹园村，与老子李耳出生地鹿邑县太清宫村相距仅一公
里。

陈抟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清朝重修，当时的陈
抟庙与明道宫南北相照，明道宫前有对联为证：“北望仙台
访犹龙遗迹， 南眺睡庵瞻白云道苑。 ” 老子升仙台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历代的“铁杆粉丝”早已把出生在鹿邑
的老子“捧”成了修道成仙的太上老君。而作为“睡仙”的陈
抟，静静沉睡了数百年少有人问津。 但他绝非后世“捧”出
来的神仙，他的“睡功”有史有据。 《宋史.陈抟传》载：“每寝
处，常百余日不起。 ”对他一睡一百多天的“睡功”作了“官
方认定”。

历史上的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生于晚唐（871 年），
历经唐、五代、宋，卒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高寿 118
岁。 陈抟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奇人，他在中国道教史和
哲学史上都有极为显要的地位，享有崇高威望。 宋太宗赐
号希夷先生，被列入“高道”，成为继老庄之后的道教至尊，
世称“陈抟老祖”。

陈抟生活的时代与老子相隔 1400 多年， 当时的老子
故里鹿邑已成为道教圣地。 儿时的陈抟对老子除仰慕之
外，更受老子道教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心中视老子为师。

传陈抟幼时愚钝，五岁时还不能说话，后在家乡河边
遇一位青衣老妇给他哺乳后方开窍。此后，陈抟日益聪慧，
精研诗书，熟读百家，满腹经纶，颇有诗名，信心满满的他
进京赴试竞屡屡不第。 素怀大志的他并未偃旗息鼓，他在
老子道教思想的熏陶下扬起了理想的风帆，选择了弃儒学
道。

青年时的陈抟离开家乡四处游历，以山水为乐，拜访
隐逸在名川大山的前辈，开启了探究学术之路。 时逢五代
十国，陈抟在乱世之中游历求道，后经人指点，在武当山归
隐，后晋时又西游四川，后移居华山云台观潜心修道，探究
万物本源。为了巩固道行，陈抟把梦想交给睡眠，这在道家
功课上叫“借假修真”，潜心辟谷二十余年，练就了盖世“睡功”。

陈抟名为隐士，实则研学，他学问高深，善诗书，通棋艺，成就颇丰。 他传河
洛数理、创先天易图、开象数宋门、奠理学基础、善内丹大法、倡三教合人，持终
生不仕，不仅开创了我国的太极文化，又是中国“龙图”数理的第一传人，被后世
尊为“儒释道祖”。

陈抟是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内丹理论为宋元内丹术兴起作
出了很大贡献。 陈抟绘出太极图、八卦生变图等，并发表《太极阴阳说》，成为中
国太极文化的创始人。 陈抟把《老子》的无极和《易》中的“太极”两个不同思想体
系第一次有机结合，创造性绘制出一系列《易图》图式，以图式解《易》是陈抟哲
理的精髓，形象表现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陈抟与老子以易相通，两人的哲学思想都源于《周易》，有其共性，更重要的
是“俱道阴阳，同一五行”，有其一脉相通之处。 《无极图》的“无极”一词，出于《老
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陈抟运用《老子》的无
极说，进一步阐明“无极”的物质性，表示世界最终的本源，又作为内丹修炼的归
宿点，这成为陈抟思想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

陈抟还是书法家，他用笔苍古洒脱，自成法度，陈抟庙正殿旁的石刻上，他
书写的“福寿”二字，独具特色，为后世所推崇。 他为老子书写的“开张天岸马，奇
逸人中龙”至今仍在陈抟庙的大殿前。 陈抟存诗 600 余首，著有《高阳集》《钓谭
集》《诗评》等诗集，明道宫山门前的“一片碧波飞白鹭，半空紫气下青牛。 ”楹联
就是他的代表作。

陈抟至死都充满了传奇，《宋史》载，端拱二年，陈抟对他的弟子贾德升说，
他将于这个月二十二日在张超谷中离开人世， 让弟子为其凿一座石室休养生
息。 果不其然，二十二日这天，陈抟驾鹤西去，享年 118 岁，去世七天后身体尚有
余温，令人诧异。

徜徉于陈抟庙内，虽然修葺一新却难见古韵古色，看不到“粉丝”香烟缭绕
的供奉，庙中的陈抟孤独悲戚地矗立在那里，没人问津他的冷暖兴衰。 北望繁华
的升仙台，愈发感觉到“陈抟老祖”这一睡数百年的清冷孤寂，更感受不到那些
所谓名刹古庙的历史厚重。 西房内老祖侧睡的塑像那么安详，沉睡于自己的世
界，无视凡夫俗子所谓的苍凉。 东房内老祖下棋赢宋太祖赵匡胤是庙内仅有的
场景，“五步定华山”的经典棋局使华山三年不纳粮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让人
津津乐道。

随着当地政府对老子文化、陈抟文化开发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鹿邑祭拜先贤，许多游客在升仙台拜谒完老子后，都要前往陈抟庙瞻仰一下“陈
抟老祖”，并奉上香火，祭拜一番。 祭拜者大多是仰慕老祖的忠实“粉丝”，他们来
到老祖的故乡就是想寻觅历史遗存对道家思想、道教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感悟
道家文化的精髓。

我们在崇敬“陈抟老祖”“轩冕浮云”的傲骨与清高的同时，若能无心享禄，
只求在高山上的小石窟“睡千年”，那么，人生中所谓的物欲利益的痛苦和烦恼
都将成为“浮云”。

升仙台还在，陈抟庙依旧，这两位相距一千多年的圣哲，如今临湖而憩，肝
胆相照，教我们辩证看待人间的沉浮荣辱，让我们虚心实腹、不与人争，传授我
们无为而治、不言之教。 他们是永不磨灭的光芒，照进了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
们前行的路。

悠悠千载运粮河
童建军

�������或是北池湖东出之水

李法东是笔者结识的一位老师，史
志爱好者， 对周口区域内的古代水系多
有探究，写过《三川水系沿革》《周口城南
运粮河》《从高山顶颍岐渡说起》等文章。
在他看来， 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条运粮
河，其前身或是古北池湖东出之水。所谓
北池湖即北湖，在今商水城北、川汇区城
南臧冈坡地带。 据旧志古臧冈坡称为北
湖，与颍水相连。 李法东文中讲：“据《水
经注》记载，北池湖，方圆 40 里，水大时，
是湖，水下去，是坡，所以又叫臧冈坡。湖
水东南溢出之水曰清水河， 清水河上游
又叫乌沟河，下游叫谷河，经今城关乡、
练集镇、平店乡、袁老乡、魏集镇到项城

注入颍水。 颍水流经周口南许寨、路庄、
李老、徐庄 、姚滩 、练集 、平店下入项城
境。 北池湖又溢出一支东出之水就是今
天要说的运粮河，东流至陈州境（今周口
港区） 与过高山顶的沙水汇流下至项城
与颍水合。 运粮河即承接享有盛名的颍
水， 又继承富有声望的溵水。 因通漕运
粮，故名运粮河。 ”

“赵匡胤运粮河”的传说

作为一个分支， 运粮河同颍水、汝
水、溵水、大溵水、蔡水等构筑起丰富的
运粮河水系。 这水系邓艾用过，邓城、水
灌台、 魏武帝运粮河皆出于此； 曹丕用
过，曹魏伐吴，曹丕蔡颍浮淮，幸寿春，又
修筑讨虏渠，以连接大溵水和溵水，给征
吴前线提供补给；北宋时用过，不仅江淮
粮船使用， 西南各地的货船也由郾城而
东经此水道通向陈州蔡口， 接入蔡水转
至京城。

北宋时期，漕运发达，构筑了著名的
“漕运四渠”。宋朝国都在汴梁开封，由南
方北运的漕粮主要经惠民河水系运输，
老百姓统称之为“赵匡胤运粮河”。 据周
口市中心城区文化专项规划文史资料汇

编《三川记忆》所述：从周口进入宁洛高
速向东走不远，就会看到一个“运粮河”
的路标，其下面穿过的就是“赵匡胤运粮
河。 ”这条河上游原有两条河，一条向北
到高山顶与沙河相通， 是宋朝的惠民河
道，另一条从现在周口市区西来，是宋朝
以前的颍河故道。 惠民河与颍河都是漕
运的河道，都有运粮河之称（岳献甫《古
老三川的来龙去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 ”历史上的水系多经年累月的漫流
变化 ，河网密布 ，主干支流和人工运河
纵横交织 ，错综复杂 ，一些枝节细节难
以详见于志书和历史地图中。 关于周口
以下颍河故道的存在和流路，方家多有
辨析，《古老三川的来龙去脉》 中写道：

颍河故道的河口原在周口老城新街北

口，是宋代以前的颍岐口 ，河道向南经
新街、人民商场 、荷花市场 、韩营 、杨脑
转向东，经陈营、（东）单庄出市区，流向
练集、黄寨、南顿、丁集，在此分流，主干
东去 ，支流东南行 ，从沈丘直河头入汾
泉河，被称为前河。 这同我们所特指的
过现在周口经开区、港区的运粮河流向
大体是一致的。 就此，周口文史专家王
羡荣先生也曾做过专题走访和实地考

察，并撰写了 《周口原有 “十字 ”河道 》。
认为这条河原来由磨盘山、 新街开始，
经过小南街、人民商场、荷花市场，过交
通大道 ，再经韩营 、（西 )单庄 、杨脑 、许
寨、李老、练集，流向项城市南顿、丁集、
王明口，最后经师寨，又流入颍水，至今
尚留有明显的河道迹象，还留下一些与
河有关的地名 ，如杨家湾 、姚滩 、河沿 、
焦炉埠口、杨举埠口，还不断挖出砂浆、
损坏的船板、船桨等，被当地人叫“赵匡
胤运粮河”。 上下两相对照，稍有不同的
是，经许寨、李老、练集似乎并未直接经
现在的港区。 再看李法东的观点“颍水
正流经周口南许寨 、路庄 、李老 、徐庄 、
姚滩、练集、平店下入项城境。 ”同王羡
荣更为接近。 不过李法东认为，自许寨、
李老一路同经陈营向东过港区一路为

一河两路也是可能的。

现代城南运粮河

明朝万历初年，周口以南的颍水故
道湮塞并人为填平 ，至今 ，民间仍有王
进士填河的传说，实际上不是王进士填
的。 清代乾隆后期，过高山顶的颍水支
流颍岐河湮塞，原运粮河道也渐次式微
乃至湮没。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统筹考虑
排涝、 灌溉新开凿了一条泄水沟渠，并
接入了原运粮河道，即现代的城南运粮
河。

臧岗坡， 泽蒜棵……2020 年 6 月，
笔者曾到臧岗坡去探寻运粮河的源头，

一位在附近仓库看门的胡师傅说， 听老
辈讲，臧岗坡曾经地势低洼，积水成河，
一路东南去， 河上可以撑船行船， 称之
“运粮河”。 感慨其言，而今再寻，源头河
道己仅剩些残存沟痕， 于周口经开区中
部仍有河道通向港区， 另有交通干渠引
线接入，至港区段接老颍歧河身，过宁洛
高速蜿蜒向项城方向接清水河、 长虹运
河、谷河，而后汇入沙颍河。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运粮河两岸原来主要是农田和果园。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区扩展，河两岸
主要为居民小区、商场、工厂、仓库和工业
园区。 上游水源不济，加之配套排污管网
严重不足，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直排及面
源污染，运粮河一度变成了黑臭水体和污
水沟，且时常断流干涸。

作为贯穿川汇区 、经开区 、港区并
连通商水 、 项城的一条主要河道和防
汛生命线 ， 运粮河的治理牵动着民生
和城市发展 ， 对运粮河的整治也在持
续进行中 。 尤其是随着 “百城提质工
程 ”的深入推进 ，市委 、市政府将运粮
河纳入中心城区 7 条水系及黑臭水体
综合治理 ，统筹规划 ，截污纳管 、清淤
疏浚 、护坡美化 ，下大功夫强力推进 。
运粮河与杨脑干渠及商水清水河的联

通工程正在施工， 并将与交通干渠、U
形支渠 、杨脑干渠和清水河相通 ，实现
中心城区南部水系互联互通 ， 进而实
现水清、河畅 、岸绿 、景美 ，做到长治久
清 ，为市民打造宜居 、宜业 、宜游的生
活工作环境。

如今， 随着沙颍河航道的升级改造
和周口中心港的建成投用， 周口正致力
于打造新的豫货出海口和连通长三角的

桥头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运粮河
的治理并依托运粮河打造农耕文化公园

和漕运文化公园，讲好运粮河的故事，就
多了历史观照的意义。 我们期待浩浩沙
颍河和悠悠运粮河交相辉映的现代港城

盛景亮丽呈现。

淮阳溯源
李乃庆

淮阳，，曾称宛丘、、陈、、陈国。。 据清顺
治《《陈州志》》，，清乾隆《《陈州府志》》、、《《淮
宁县志》》和民国时期《《淮阳县志》》，，11999911
年版《《淮阳县志》》，，均记载：：汉高祖十一
年（（公元前 119966 年 ））以陈在淮水之北 ，，
改陈为淮阳，，淮阳自此始。。 11997755 年湖北
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木牍

““家书””可以认定，，淮阳早在战国末期
就称为淮阳了，，其时间应为公元前 222266
年左右。。

11997755 年冬，， 考古工作者在云梦县
睡虎地 44 号秦墓木质套棺的陪葬箱
内，，发现了两块制作精湛的木片，，长约
2200 厘米，，宽约 33 厘米，，厚约 11 厘米，，正
背两面均有墨书文字，，字体为隶书，，共
计 552277 字，，经专家鉴定是秦代家信，，也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家信，， 开头
是““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
毋恙也？？ 黑夫、、惊毋恙也。。 前日黑夫与
惊别，，今复会矣。。 黑夫寄益就书曰：：遗
黑夫钱，，母操夏衣来。。 今书节（（即））到，，
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裙襦者，，母
必为之，， 令与钱偕来。。 其丝布贵 ，，徒
（（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黑夫等直佐
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
母遗黑夫用勿少。。 书到皆为报，，报必言
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

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发现 ，，古
墓的主人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

人。。 写信的两人是兄弟俩，， 一个叫黑
夫，，一个叫惊。。 战国末期，，社会处在急
剧的动荡之中，， 这两兄弟为什么离家
在外？？ 黑夫在信中说，， 淮阳发生了叛
乱，，他们正在攻打淮阳。。 参照当时的一
些历史文献，，专家发现，，淮阳之战就发
生在秦灭楚期间，， 黑夫和惊正是统一
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部队中两名

普通的士兵。。
史料记载，， 秦王政六年 （（公元前

224411 年）），，楚与韩、、赵、、卫、、魏共击秦，，失
利，，楚由郢陈迁都寿春。。 秦王政二十二
年 ((公元前 222255 年 ))，，李信率兵 2200 万伐

楚，，被楚军击败，，复遣王翦和蒙武率领
6600 万大军再攻楚国。。 楚国征调全国兵
力，，命项燕率领与秦军决战。。 王翦采取
了坚壁自守、、避免决战、、养精蓄锐、、伺
机出击的作战方针。。 楚军多次挑战，，终
不肯出。。 楚军求战不得，， 日久斗志松
懈，， 项燕只好率军东撤。。 王翦抓住战
机，，挑选精兵实施追击，，秦军乘势攻取
了楚国的许多城邑。。

战争延续了两年。。 参加了王翦伐
楚部队的黑夫和惊在信中写了一些当

时的生活琐事。。 兄弟俩写信向家中要
钱和衣服，， 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 ，，他
说，，如果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他的命
很可能都保不住。。 钱不够用了，，他借别
人的钱，，借一个叫垣柏的人的钱，，希望
他的母亲给他送钱。。 黑夫希望母亲把
夏天穿的衣服寄来，，越快越好。。 如果家
那边布贵的话，，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
布做夏衣。。 说明参战的时候以为时间
不长，，穿的还是比较厚的衣服，，现在天
热了，，需要衣服，，希望家里寄钱或者衣
服。。 参加王翦伐楚部队的黑夫和惊能
在信中直书““黑夫等直佐淮阳””，，说明
这时淮阳已称淮阳了。。

淮阳之名最早见于文献的是 《《史
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
也…………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
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
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 误中副
车。。 秦皇帝大怒…………””张良先祖原为韩
国贵族，，其祖五代为韩丞相。。 韩被秦灭
时是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 223300 年）），，他
尚年少，， 游学淮阳是秦王政十七年以
后，，证明淮阳地名这时已经出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记载：：““二十
年（（公元前 222277 年））韩王居□□山((□□为残
字，， 应为陈城西面的西铭山，， 简称铭
山))。。 ”” ““二十一年（（公元前 222266 年））韩王
死。。 昌平君居处其处，，有死士属。。 ””《《史
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二十一年，，新
郑反。。 昌平君徙于郢。。 ””秦简的记载说

明，， 已经当了三年俘虏的韩王安被秦
王遣到郢陈。。 韩王安死的那年，，嬴政议
攻楚，，昌平君反对，，被贬到这里，，居于
韩王安曾经住过的地方。。 从这些记载
来看，，秦灭韩时，，也同时把陈城占领，，
和韩国一并划为颍川郡。。 不然，，秦国不
会把韩王安押解到陈城，， 更不会把丞
相昌平君也贬到这里。。 嬴政议攻楚，，为
了把陈城作为前沿阵地，， 又把陈城从
颍川郡中析出，，成立了淮阳郡。。

家书里为什么说““攻反城久””？？ 秦
灭掉韩国占领陈城时，， 其统治还不稳
固，， 新郑发生了反秦叛乱。。 这次叛乱
是由亡国后的韩国人民发动的大规

模反秦叛乱。。 秦王怕波及淮阳，， 就把
被免去丞相的昌平君，， 派往淮阳稳定
局势。。 昌平君是楚顷襄王之孙、、 考烈
王之子，， 继吕不韦之后为秦丞相。。 其
父考烈王曾在秦做人质 1100 年，，并娶秦
女生昌平君，， 后因顷襄王病危，， 逃回
陈城，， 昌平君留秦长大，， 是镇压■
叛乱的头等功臣。。 如果陈城（（淮阳））这
时仍然归楚国，， 秦王嬴政不会把昌平
君贬到这里。。

秦王政二十二年 （（公元前 222255 年））
秦王嬴政派李信、、蒙武领兵 2200 万伐楚，，
在平舆、、寝丘（（沈丘））一带大胜项燕率领
的楚军。。 李信是来灭楚的，，既已攻克了
平舆和寝丘，， 楚都寿春已经近在咫尺，，
本应挥师东进，，直取寿春。。 可李信不得
不回头朝着西北的方向来打淮阳，，因为
昌平君领导的淮阳军民也反秦了。。 昌
平君和项燕联起手来，，在原韩地军民的
共击之下，，李信、、蒙武全军大败。。

秦王政二十三年 （（公元前 222244
年）），， 秦王嬴政又派王翦率 6600 万大军
伐楚，， 黑夫和惊都参加了王翦伐楚的
军队 ，， 因为这时陈城已经更名为淮
阳，， 又昌平君反秦，， 所以黑夫和惊在
家信中说 ““黑夫等直佐淮阳，， 攻反城
久。。 ””由此可以证明，，淮阳之名是在公
元前 222244 年前就有了。。 战争持续了两

年，，项燕自杀，，昌平君战死，，楚国灭亡。。
关于淮阳郡设立的时间，， 在木牍

没发现前，，历史学家也作了推论。。 《《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
初并天下 ，，““海内为郡县 ，， 法令由一
统。。 ””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
六郡””。。 对于秦三十六郡的郡名，，传世
史集中最早明确记述的是宋代裴裴骃骃的
《《史记集解》》，， 此后重要的历史典籍基
本上都是沿用了这种传统的主流观

点。。 裴裴骃骃的《《史记集解》》中所列秦三十
六郡没有淮阳郡或陈郡 。。 但是至清
代，， 乾嘉学派学者开始摆脱了后人注
疏述说的束缚，， 直接分析最早的文献
记录。。 依据这一思路，， 清代学者全祖
望、、 近代学者王国维及当代学者谭其
骧等人对 《《史记》》 等早期文献进行考
究，，摒弃了裴氏旧说。。 辛德勇认为：：秦
始皇在二十六年（（公元前 222211 年））吞并
六国前，， 就已置四十二郡，， 其中有淮
阳郡。。 始皇二十六年时，， 并置为三十
六郡，， 淮阳郡并入颍川郡。。 而到了始
皇三十三年 ，， 秦始皇攻取岭南及闽
地，， 又析分增置设郡，， 使秦郡总数增
为四十八个，， 淮阳郡又析出。。 也就是
说，， 秦代划分郡并不是一次，， 秦占领
郢陈后，， 本来设了淮阳郡，， 后来统一
六国后，，把淮阳郡撤了，，置为陈县。。 但
随着疆域的扩大，，郡数增加，，因为秦始
皇崇信““六””和““十二””之数，，把天下分
为四十八郡，，又重新设了淮阳郡。。

众多史籍之所以把秦占领郢陈后

更名的淮阳仍叫郢陈，， 是因为他存在
的时间较短，， 而当时的秦人则依然称
淮阳。。 这样，，木牍中黑夫和惊说““直佐
淮阳””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考古、、 历史文献和专家的考
证，， 可以得出结论：： 秦王政十七年秦
灭韩后占领了陈城，， 把陈城归属颍川
郡，，公元前 222266 年左右，，陈城又从颍川
郡析出 ，， 置淮阳郡 ，， 淮阳之名自此
始。。

������前些时候，《周口日报 》刊
发了 《文物里的周口 》系列文
章 ，其中一篇 《金代白釉黑花
梅瓶： 作陪古人的慢生活 》引
起了笔者的关注，文中这样写
道：2013 年 8 月 24 日 ，在周口
市港口物流园区港二路的建

筑工地上，挖土机的铲斗中掉
落了这样一件器物：金代白釉
黑花梅瓶。 它出土的地方 ，恰
是一条位于现在地面 1.5 米以
下的古河道 ，村民称其为 “运
粮河”……

《周口日报》这篇文章笔法
细腻，娓娓道来，给人以充分的
想象空间。 不过由于主要是写
梅瓶，对于其出土的“运粮河”
没有作详细探讨。就此，笔者想
追踪溯源，思接千载，不妨再来
一次跨越历史长河的时空之

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