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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七十

15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阅读提示】

远襄晴岚与远襄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主讲人

李树峰，柘城县岗王镇李中口村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河南省
戏剧家协会会员、商丘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商丘市戏剧家协会和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历任柘城县文
化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剧目创作组组长等职务，现为柘城县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曾创作出版电
视连续剧剧本《文天祥》《历史的回声》，历史文献《柘城文史博览》，历史著作《柘城通史》等书籍，曲艺作
品曾荣获全国群星创作奖、全省群星奖，第二、三、四、五届河南曲艺牡丹奖等。

明万历年间柘城教谕张云鹤著有一诗，云：“旭日破岑阴，转飙送朝爽。莫讶世喧多，人情自熙攘。”这便是柘城“七

台八景”中“八景”之一远襄晴岚的盛景。清代柘城诗人窦玉奎在《朱襄八景·远襄晴岚》中对美景有着更生动的描写：

“兴来何处觅芬芳，景物清悠说远襄。最是雨后晴色好，风吹十里百花香。”有百花盛开的芬芳，有晴日中的雾气蒙蒙，一

派人间仙境。李树峰将为大家讲述“远襄晴岚”这个始于西周初期的柘城美景。

“八景”之一远襄晴岚的历史非常久远，久远到
可能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按照记载来看，远襄晴
岚这一美景出现在西周初期的远襄，距今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史。

清光绪版《柘城县志·柘城八景》记载：“远襄晴
岚，在县北三十里。”相传，西周伯曾封舜后裔远襄王
于此处。远襄王酷爱奇花异草，在庭院前后广植花
木。每当雨后天晴之时，百花斗艳，芳香四溢，引来
蜂蝶翩翩起舞，煞是好看。每遇此景，远襄王即会邀
朋请友前来赏花，“远襄”之名便由此传开。

传说故事虽然解释了远襄晴岚的来历，但还是
会让人一头雾水——这位故事中的远襄王是谁啊？
其实这位远襄王就是陈国第三代国君陈相公皋羊。
说到这里，又必须解释一下陈国封地的事情，不然很
多人依然会不得其解，搞不明白远在淮阳的陈国其
第三代国君怎么会封在柘城远襄。

我们先从陈国早期曾封地胡襄说起。陈国的首
任国君是陈胡公妫满。据《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

胡公为虞舜之后，商均后裔。《左传》杜预注：“胡公，
阏父之子满也。”陈胡公的父亲为阏父，《新唐书·宰
相世系表》中称遏父，商末周初人，是舜帝的第32代
孙，为周朝的陶正。

因舜帝生于姚虚而姓姚，其子商均生于妫汭而
姓妫，所以陈胡公名满，称妫满，又因其是虞舜的后
人，也称虞满。系商均32世孙。妫满因国号陈，死后
谥号“胡公”，所以又称陈胡公。

妫满之所以谥号为“胡公”，很多人认为是因为
他“弥年寿考”，即年高寿长。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胡公”这一谥号缘于其早期封地“胡襄”。1991年版
《柘城县志》记载：“胡襄位于城东北17公里，洮河西
岸。西周时期封舜之后代胡公于此，筑胡襄城。一
子世袭为胡襄王。”清光绪二十二年版《柘城县志》也
有类似记载：“胡襄城，城东北三十里”，“远襄城，城
北三十里，亦胡公筑”。由此可知，妫满在封国陈地
之前，其封地在胡襄，职位为胡襄王。在封地，他先
后修筑了胡襄城、远襄城两座城池。

历史中的影响力

远襄城虽然离柘城县城较远，属于柘城县的一个
边远集镇，但远襄城始终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地
方，其文化底蕴厚重，交通相对发达，适宜商业等各方
面发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唐代初期尊崇道
教，远襄老君堂的升仙台上建起了柘县最早的道观，
命名“升仙台”。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人员在升仙
台土层发现了商代贝币，说明升仙台至少是一处商代
文化遗址，距今有3000余年，更印证了升仙台遗址文
化之厚重。

明代永乐年间，山西商人白永祥在远襄落户，开
设了经营300余年的“永祥当铺”。永祥当铺至今犹
存，部分房屋虽然破旧坍塌，却依然能显现出昔日的
辉煌，见证了远襄昔日的商业发展历史。很多柘城人
也听老一辈讲过他们在柘城解放前挑着货物徒步数
十里到傿城去卖货赚钱的历史。

在明嘉靖年间，远襄城这里发生了声震京师的师
尚诏起义。起义军在40日内发展到上万人，在90日
内转战豫、皖、鲁三省，历经战斗20多次。远襄镇至今
仍留有师家坟、师尚诏墓等遗迹。

到清康熙年间，远襄赵楼村武举赵辅仁先生之义
子赵邦试在平三藩时立下战功，为国捐躯。康熙皇帝
论功行赏，敕封赵辅仁为正五品武德骑尉，建武德堂，
赵氏子孙延绵200余年遵循祖训，人才辈出，在当地颇
具影响。当年所建武德堂至今尚存，被公布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武德堂后100米处有一口古井，名曰“龙泉井”。
据《赵氏族谱》记载，该古井凿于明隆庆二年，即1568
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赵氏族人涉师尚诏之
乱，流落异乡10多年。师尚诏本是赵氏10世孙赵阁的
第5子，幼年时过继其外祖父师文魁早殇之子承嗣，改
为师姓。因此，赵氏族人参加师尚诏起义者众多。起
义失败后，师家全族被杀，邻村参加起义的民众不敢
回家，躲避外乡10多年。嘉靖终，隆庆立，大赦天下，
赵氏族人陆续还乡，于村后凿井数眼，唯此井水源清
甘，被村人使用。因此地酷似龙型，且凿于戊辰年，故
名“龙泉井”。

还有当今最为今人熟知的远襄南街“泥人李”。
其起源清末民初，更能凸显远襄民间文化之厚重。

从公元前1046年妫满受封起，至公元前478年
陈湣公被楚惠王所杀为止，陈国共历26君，568年。
陈国延续期间，远襄始终是其北方防御宋国的重要
城池，由历代远襄王驻兵镇守。楚灭陈后，远襄城变
成了楚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设置柘县，属陈郡。
此时，远襄城当为陈郡之辖地。西汉建立后，刘邦沿

袭秦郡县制，于远襄一带设置傿县，属于陈留郡。同
时，改远襄城为傿城，为傿县治所。远襄城南边的柘
县，则属淮阳国。

关于远襄设县，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中有
记载：“鄢城，在县北二十九里，汉县名，属陈留。”1991
年版《柘城县志》也记载：“刘邦建汉，沿秦郡县制，于
远襄一带设置县，与柘县并存，属陈留都。东汉属豫

妫满的早期封地之所以会在柘城一带，这和他
的先祖商均有着密切关系。《中华姓氏渊源》《虞城县
志》记载：舜之子商均在大禹执政时被封于虞，称有
虞氏，建虞国。现在的虞城县还有商均墓存在，同时
还有商均墓村。

西周初期，妫满的父亲阏父，制陶的手艺极为精
湛，因此获得周人垂青，担任了周族陶正之官。《史
记》《左传》记载：周文王姬昌对阏父技艺极为赞赏。
追溯历史发现他们同祖同宗，为易于统治特将长女
太姬许配给其子妫满为妻，并封妫满于距离其先祖
有虞氏所居虞地较近的胡襄。太姬生两个儿子犀
侯、皋羊。

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黄帝、唐尧、虞舜之后以
备三恪。《左传·昭公八年》记载：“胡公不淫，故周赐

之姓，使祀虞舜。”这里是说妫满为帝舜后裔嫡脉，因
品行好受封于陈地，也就是现在的淮阳，奉帝舜之
祀，建立陈国，爵位侯爵。陈国所辖地盘为今开封以
东至安徽亳县以北，辖地最大时有14城。陈国初都
胡襄，筑胡襄城，后迁都于宛丘即淮阳。

陈胡公妫满在做了陈国第一任国君后，将他的
早期封地胡襄城传给长子犀侯，犀侯世袭称胡襄王；
将所筑之远襄城封给次子皋羊，封号远襄王，以防御
北方的宋国。陈胡公去世后，长子胡襄王犀侯即位，
为陈国第二代国君，称陈申公。陈申公去世后，陈胡
公的次子、申公胞弟远襄王皋羊即位，为陈国第三代
国君，称陈相公。

远襄晴岚就诞生于陈相公皋羊镇守远襄期间。
远襄晴岚为后人追思怀念，被列为柘城旧“八景”之一。

远襄与胡襄

从商均到皋羊

州梁国。历经三国和西晋时期，至东晋县罢废，前后
500余年，远襄均为县治所，统称城，自隋朝归属柘城
县，故今仍有城之称谓。”

在古汉语中，“傿”与“鄢”通假，读音相同，所以傿
县又作鄢县。1991年版《柘城县志》已经说得很明确，
傿县自西汉始，历经东汉、三国、西晋，至东晋罢废，期
间500余年远襄均为傿县治所，统称傿城。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柘县，并更名为柘
城县，傿城归属柘城县，属梁郡。此后，傿城更名为远
襄集。清咸丰十年，1860年，乡人邓应林、陈守典在远
襄集修筑天泰寨。设东西南北4门，墙高壕深，周长
3200米，颇具规模。至新中国成立后，因居民区不断
扩大而逐年拆平。如今，远襄集为柘城县远襄镇政府
所在地，当地群众仍习惯称当地为“傿城”。

说到傿城还要说一说“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
清光绪版《柘城县志·古迹》中引《太平寰宇记》所载：

“王莽曰‘顺通’，郑伯克段之地。”“郑伯克段于鄢”是
载于《左传》的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大事。这件事发生
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当时，郑庄公同其胞
弟共叔段为了夺国君之位而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
斗争。郑庄公设计并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与其母武
姜，其弟骄纵，于是欲夺国君之位，庄公便以此讨伐共
叔段。庄公怨其母偏心，将母亲迁于颍地，今许昌市
襄城县。后来郑庄公后悔，又有颍考叔规劝，母子重
归于好。

据考证，当时的鄢城在郑国境内，是共叔段的封
地，即现在的许昌市鄢陵县。鄢陵当时是郑国的地
盘，而远襄是陈国的地盘，郑庄公不会把共叔段封在
陈国所管辖的地盘上，这样做陈侯也不会答应。所以
我认为《太平寰宇记》记载有误，远襄不会是郑伯克段
之地。

傿县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