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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 淮阳地
上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 ，也是周
口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
和重要支撑区域之一。 位于淮阳北
关的陈顷王刘崇墓 ，目前已整治一
新，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 刘崇墓的
发掘是我市通过基本建设前考古
勘探发现并采取就地保护的首次
案例，也是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两
不误、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之一。

1988 年 7 月 26 日，郑州大学历
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我， 带着初次
踏上工作岗位的兴奋， 到周口地区
文物工作队报到。当时，地区文化局
文物科和地区文物工作队是科队合
一，总共不到 10 人，有 5 间办公室。
当时的科长也是队长叫韩维龙 ，对
我十分照顾。

8 月 8 日那天， 韩科长让我随
他到淮阳出差。 原来是淮阳北关纱
厂扩建，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勘
探过程中，发现了大墓痕迹 。 我们
到工地查看，确定了是一座大墓。

回周后 ，韩科长他们除及时向
国家文物局及省文化厅文物处汇
报外，积极与厂方和淮阳有关方面
协调。 最后决定 ，淮阳北关纱厂扩
建的 40 亩地另外选址 ， 国家文物
局拨付 40 万元用于发掘 。 周口地
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博物馆联合组
成考古发掘队，聘请河南省文物研
究所教授曹桂岑为领队。 韩维龙和
淮阳博物馆馆长吴子军研究后商
定 ，由我任现场主持 ，负责大墓发
掘的技术工作。

当时 ，我很忐忑 ，大学四年基
本上都是在学习理论知识 ， 除了
1986 年舞阳贾湖遗址的古墓葬发
掘时实习了半年，由我主持发掘古
墓葬 ，况且是一个大墓 ，心里很没
底。 韩科长鼓励我：“上有曹桂岑老
师不时去指导，几个技工都是长期
在省考古研究所工地工作 ，经验丰
富，外围有史磊、陈红军 、艾文生他
们协调，放心干吧，没问题。 ”

8 月 10 日下午，我简单收拾了
一下行李，坐公共汽车赶到了发掘
驻地北关粮店招待所。 北关粮店招
待所距离发掘地 1 公里 ，我们每天
步行上班。

8 月 11 日 8 点整 ，所有人员都
赶到了现场。 开工之前，曹桂岑老
师召开了一次会议 ，安排了注意事
项， 特别强调全场要听我指挥 ，大
家要配合好。 令人高兴的是 ，淮阳
县公安局太昊陵派出所抽调了 2

名公安干警，全程在工地配合发掘
工作。

8 月份的天气仍然很热， 有时
会汗流浃背 。 驻地到工地 ，每天步
行四趟 ，住宿条件一般 ，吃饭都是
在街上。 虽然辛苦 ，但这是我毕业
后第一次参与发掘 ， 领导信任 ，把
这么重的任务交给我，基本是独立
主持 ，心想一定要干好 ，不辜负领
导的期望，这样想也就不累了。

由于古墓面积较大 ，过去应有
高大的封土 ， 只是随着岁月的流
逝 ，封土堆基本消失 ，有的地方留
存了一些，在发掘现场的西南角也
露出了几块墓室砖。 我们决定采取
大揭顶发掘办法 ，先选定墓室基本
轮廓，再逐层下挖。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 工地出
土量越来越大，增加了民工数量，增
加了推土车，提高了工作效率。到了
8 月底，已下挖 1 米多，围观的群众
越来越多，四周布置了警戒线，发掘
工作在警戒线内进行。这样，围观群
众再多，也不影响发掘工作。在下挖
至距地表 2 米多时， 部分未被破坏
的墓室已露出，在东部发现了墓道，
为斜坡状，朝东。

发掘期间， 曹桂岑老师时常到
工地指导，特别是发掘到主墓室时，
曹老师亲临现场指导， 亲自动手清
理， 各级主要领导也多次到工地慰
问看望考古人员，使大家备受鼓舞。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工作 ，11 月
初，整个大墓的发掘接近尾声。大墓
的面目呈现在大家面前， 神秘的面
纱逐步揭开……

此墓为砖石墓 ， 墓门东向 ，有
斜坡墓道 ，墓顶原有封土堆 ，后逐
渐削平，封土中间高、四周低 ，封土
为掺有料礓的黄色五花土 ，经过夯
打 ，土质坚硬 ，夯层厚 10 厘米~25
厘米，夯窝不明显 。 在封土偏北部
残留车轮痕迹 ，据观察 ，所用封土
大部分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而来的。

墓室平面略呈长方形 ，顶部距
现地表 0.4 米，由墓道、墓门、甬道、
左右耳室 、前室 、后室和四周回廊
组成 ，回廊内另设 7 室 ，皆为长方
形，有甬道、券门相连通。 整个墓室
东西长 28.3 米、 南北宽 18.2 米，面
积达 515 平方米，犹如一座“地下迷
宫”。

该墓所用砖石种类繁多 ，砖以
长方形、楔形和扇形为主 。 纹饰有
素面、绳纹、菱形纹，有的端印二乳
钉或四乳钉。 菱形纹砖主要用于砌
筑回廊 ，在菱形纹中模印 “安君寿

壁”字样。 石块有青 、红二色 ，有长
方形、扇形两种，主要用于前后室 、
券顶、 壁墙及相连的甬道和铺地 ，
所有墓室皆有铺地砖。

发掘过程中 ， 在墓室的填土
中， 先后发现有东汉晚期的铁橛 、
铁斧，唐代、宋代、清代的瓷器和器
物碎片，说明该墓从东汉晚期 、唐 、
宋 、清一直有被盗情况 ，多次发现
盗洞痕迹 。 作为主室的前室 、后室
及耳室顶部被破坏 ，很多石质的文
物被故意打断、打碎。

该墓虽然多次被盗 ，但仍出土
了一批珍贵文物，主要有：

完整石仓楼， 面宽 1.47 米 ，高
1.2 米 ，楼顶 、楼身各用 1 块青石雕
成，重达 2 吨。 楼顶为庑殿顶，楼身
前面接一平台 ，平台左右有楼梯各
8 层 ，四周线刻多幅画像 ，有人物 、
牛、马、羊，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银缕玉衣，出土时散乱，多出土
于前室扰土中，完整的 545 片，残缺
的 1736 片 ， 玉质以南阳独山玉为
主，有少量和田玉、岫岩玉 ，以白玉
为主，其余有青玉、绿玉、褐玉等，以
长方形、梯形为多，其余有方形 、多
边形、月牙形、璧形、舌形、不规则形
等，达 30 多种。玉片边缘均有穿孔，
部分残留有银丝。

玉舞人 ，和田玉质 ，有褐色沁 ，
保存完整 ，作舞蹈状 ，形象生动逼
真，是一件艺术珍品 。 其他玉器有
玉猪、玉璜、玉觿、玉饰等。

出土的其他珍贵文物还有 ：石
天禄承盘、虎形石座 、狮形石座 、双
兽石座 、石凭几 、画像石 、石俑 、石
猪 、石鸡 、石井 、石砚 、石舂 、石杆 、
石滑轮、石珠。 其他文物有：铜车马
器 60 余件、铜镜 1 面，以及珍珠、瓦
当、陶器等。

那么 ， 该墓的墓主人是谁呢 ？
史书记载：西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 ）置淮阳国 ，封其子刘友为淮阳
王。 东汉光武帝刘秀 、章帝刘炟分
别封刘延 、刘昞为淮阳王 ，章和二
年（88 年）改淮阳国为陈国。 今淮阳
城周围 ，尚存土冢十余座 。 在已挖
毁的墓葬中 ，出土金缕 、铜缕玉片
数枚。 北关 1 号汉墓原有高大的封
土 ， 墓室建筑规模巨大且带有回
廊， 墓主应是二千石以上的贵族 。
墓内出土了银缕玉衣 ，据 《后汉书·
仪礼志 》记载 ，皇帝死后使用金缕
玉衣 ，诸侯王 、始封列侯 、贵人 、公
主使用银缕玉衣 ，大贵人 、长公主
使用铜缕玉衣。 这种制度在西汉尚
未确立 ，到了东汉成为定制 ，东汉

帝陵尚未发掘，至今发现的 13 套东
汉时期的玉衣 ，皆为银缕 、铜缕 ，墓
主身份为诸侯王及其配偶。 据此可
知， 淮阳北关 1 号汉墓墓主的身份
应为诸侯王或始封列侯。

回廊墙壁的砖上，有模印“安君
寿壁 ”四字铭文 ，“安君 ”二字可能
与墓主有关 ，是墓主的名字 、封号
或敬称。 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
章和二年（88 年）改淮阳国为陈国，
辖九县，人口 154 万。《后汉书·孝明
八王传 》载 ：陈敬王刘羡于章和二
年就国，“立三十七年薨 ，子思王钧
嗣 ”。 永元 “十二年 ，封钧六弟为列
侯 ”。 “永初七年 ，封敬王孙安国为
耕亭侯 ，钧立二十一年薨 ，子怀王
竦嗣。 立二年薨，无子，国绝。 永宁
元年立敬王子安寿亭侯崇为陈王 ，
是为顷王。 立五年薨，子寿王承嗣。
承薨，子愍王宠嗣”。 刘宠被袁术所
杀，陈国灭亡 。 据统计 ，东汉一代 ，
共封淮阳王 2 人，陈王 6 人，始封列
侯 7 人。 既然墓葬年代在东汉中期
偏晚 ，这个时期的陈王或始封列侯
只有顷王刘崇能与砖铭 “安君 ”有
联系 。 刘崇是刘敬之子 ，原封安寿
亭侯，永宁元年（120 年）继封陈王，
立五年死。 “安君”可能是他为安寿
亭侯的敬称 。 据此判断 ，结合墓葬
形制和出土器物 ，此墓墓主应为东
汉淮阳王刘崇。 在距刘崇墓北侧 10
米左右，另有一大墓 ，亦是砖石墓 ，
推测为刘崇夫人墓。

刘崇墓的发掘 ，得到国家 、省 、
市 、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时任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谢辰生 、黄景
略 ，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 ，
省文物局局长杨焕成 ，先后到工地
慰问指导。 周口地区行政公署专门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 《中国日报 》
《人民日报 》《中国文物报 》 和中央
电视台 、河南电视台等十余家新闻
媒体进行了报道。

该墓发掘后，决定就地保护，这
是周口市经济建设为文物保护让路
的第一次。 2006 年 6 月， 刘崇墓被
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2012 年 5 月， 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2022 年至今，刘崇墓周边环境整治
一新，已成为旅游胜地。 最近，淮阳
区委、 区政府把刘崇墓考古遗址公
园列入淮阳区重点项目， 相信不久
的将来 ，神秘的 “地下迷宫 ”———刘
崇墓，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
面前。 我作为该墓的发掘亲历者 ，
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②8

探寻豫东“地下迷宫”
———淮阳刘崇墓发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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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周口

《发商水道中》：元末战火中商水郊外的那抹春色
常全欣

商水西门语，
东风动柳枝。
年华入危涕，
世事本前期。
草草檀公策，
茫茫杜老诗。
山川马前阔，
不敢计归时。

———陈与义《发商水道中》

此诗的作者陈与义， 是南北宋
之交时期的著名诗人，洛（今河南洛
阳）人，诗尊杜甫，也推崇苏轼、黄庭
坚和陈师道，号为“诗俊”，与“词俊”
朱敦儒和“文俊”富直柔同列“洛中
八俊”。 北宋时期，陈与义曾经担任
太学博士、符宝郎，后被贬为陈留酒
监。

靖康二年 （1127 年 ），金兵攻入

汴京，宋室腐败软弱，屈膝投降 ，北
宋亡。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
商丘）登基继承皇位，改元建炎 ，史
称南宋。 南宋朝廷挡不住金兵的攻
击，中原大地，战火熊熊，如今我们
脚下这片土地成了宋金交锋的主战
场。在陈留酒监位上的陈与义，被迫
自陈留（今杞县境）南迁避难。

他从陈留出发向南 ，经商水由
舞阳至南阳 ，经湖北 、湖南 、广东 、
福建 ，最终于 1131 年到达绍兴 。此
诗即路过商水短暂休息 ， 复又从
商水登程时所作 。 靖康之难是陈
与义的人生转折点 ， 也是陈与义
作品风格的转折点 。 之前，他的作
品文字明快 ，大多表达个人情趣 ，
抒发怀才不遇 ；之后 ，其作品便变
得沉郁悲壮 、感叹时事 。 这首 《发
商水道中 》，就像是他诗作风格的

“分水岭”。
商水 ，隋唐时期称溵水 ，隋开

皇十六年 （596 年 ）首置 ，唐建中二
年 （781 年 ）改置溵州 ，五代复治溵
水县，宋建隆元年（960 年），宋太祖
赵匡胤为避父讳改为 “商水 ”并沿
用至今 ，当时属淮宁府 （陈州于宣
和元年升为淮宁府）管辖。

早春时节，东风吹开了冰冻，吹
绿了柳枝，万物即将复苏。春天从来
不会辜负每一个等待它的人， 不论
政权如何更迭、人世如何变迁。在商
水西门，作者在此小憩，和这里的故
友暗谈时局，惜惜告别，或许是作者
黯然神伤，与这里的一枝新柳、一河
春水话别。 虽说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来了，但是都城汴京失守，中原大地
士民流离失所，人人危苦涕泪，谁还
有暇顾及这原本惹人醉的春色呢。

流民南迁 、生灵涂炭 ，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 你我又能如何？ 作者
借用“檀公策”典故，追究宣和末年
北宋朝廷退避金兵 ， 以致军机贻
误、汴京被占的罪过 。 然而时局至
此 ，只能吟咏些 “干戈茫茫 ”的诗
句，表达无奈了。

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 ，
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 今
日一别，何时归来？ “山川马前阔，不
敢计归时”，前途辽远，吉凶未卜，哪
敢作归乡之计呢。而事实上，作者一
别，就再也没有北回故土了。

作者南避之时， 周口大地内乱
和外侵不断。1127 年，淮宁人杜用率
众数万起义， 遭都统制王渊镇压 。
1128 年，金人攻下淮宁，守臣向子韶
战死， 金兵将大批淮宁百姓掳走至
黄河以北，大肆劫掠而去。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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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书院是讲学的地方 ， 又具有藏
书、供祭等多重功能。 它作为治学和教化
的载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形成了
内涵丰富、既有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书院
精神和价值体系。

笔者的家乡在豫东老子故里鹿邑县，
早前就闻听县城有一家全国闻名的鸣鹿
书院。

笔者有次前往太清宫镇四羊寨村采
访时，有幸看到“银牌张氏”族谱中一段文
字记载：“鸣鹿书院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由时任知县茅崧林和十四祖
张梯重建，在重建以前由十三世祖张应麟
（字鲁一，号竹溪，邑庠生、文林郎）主持鸣
鹿书院工作。 十四祖张梯在宁夏府平罗县
为官三年后，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 ）3
月 14 日告病返乡至河南归德府鹿邑县 ，
在鸣鹿书院以教书育人为乐，诸生肄业者
弦歌不辍，人文蔚起，称盛一时。 ”

了解鸣鹿书院，首先要了解鹿邑。 鹿
邑位于豫皖交界处，古称“苦”(hù)“真源”
“谷阳”“仙源”“卫真”等，是世界百位历史
文化名人之一 、五千言 《道德经 》巨著作
者、 道家创始人老子故里， 是 2011 年 11
月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实地
考察论证、报中国文联审批、中宣部备案
后命名的“中国老子文化之乡”。

据《鹿邑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鹿邑县
名曾多次更改。 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
（666 年），下诏改县名为真源，寓鹿邑为真
理（道家思想）的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尊
李母为先天太后，于载初元年（689 年）下
诏改真源为仙源，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
人，生地则为仙之源；1014 年，宋真宗赵恒
到鹿邑拜谒后，下诏改县名为卫真 ，以表
明他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其思想（真
理 ） 的至尊地位 ； 隋朝开皇十八年 （598
年），与之相邻的武平县内因 “麋鹿甚多 ，
常闻鹿鸣”而将县名改为鹿邑县；又据《许
志》曰：“元初避水东迁，今地并卫真，仍曰
鹿邑，而旧鹿邑废”，自元朝开始 ，县名沿
用至今。

了解鸣鹿书院 ，也得了解下 “鸣鹿 ”。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 770 年 ，周平王迁都
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境内置苦
（今鹿邑县太清宫镇 ）， 一度名相和鸣鹿
（今鹿邑县辛集镇），均属豫州陈国。 网络搜索“鸣鹿”字样显示：《诗经·小雅·
鹿鸣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毛传 》“鹿得蓱 ，呦呦然鸣而相呼 ，恳诚发乎
中。 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后因以“鸣鹿”喻礼贤求友；
韩愈《答张彻》诗“苹甘谢鸣鹿，罍满惭罄瓶”；钱仲联集释引方成珪笺正 “公
诗意以国子生为嘉宾，而自谦言不能如《鹿鸣》之礼贤 ”；夏完淳 《怀李舒章 》
诗之四“鸣鹿求友声，衔草在中野”；《左传·成公十六年》“知武子佐下军 ，以
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杨伯峻注“鸣鹿在今河南省鹿邑县西 ”。
现在鸣鹿街道办事处是鹿邑城区四个办事处之一， 西关有条南北方向的鸣
鹿路。

了解鸣鹿书院，还得了解周口书院的历史沿革。 周口地处黄淮平原、中原
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文脉绵延、重道崇德，自然少不
得书院的一席之地。据《周口书院发展简史》著述，周口所辖县市区书院多兴建
或重建于明清时期，在研究学问、教化民众、文化传播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发挥
了多重功能作用。 书院寄寓了中国士人修身养性、弘道济世的贤哲理想，传递
着千年流变而又弦歌不辍的中华神韵。各县市区旧时几乎都有有名望、有代表
性的传统书院，如淮阳弦歌书院、柳湖书院，扶沟大程书院，太康兴贤书院，沈
丘平舆书院，项城莲溪书院，鹿邑鸣鹿书院等。明朝时期对书院有扬有抑，到了
清朝书院又有了大的发展，形成了官方书院系统。清光绪年间，实行变法新政，
改学院为学堂，周口各地书院也都随之改制。 1905 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
制，学堂也由科举入仕教育改为普通教育，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开
启了近代教育模式。

关于鸣鹿书院的史料记载。据《鹿邑县志》记载，鸣鹿书院在老子升仙台前
（今鹿邑县明道宫景区），原名真源学舍，后改名鸣鹿书院，既同鹿邑相合，又让
人生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遐想。 再者就是“银牌张
氏”族谱记载的文字了。

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鸣鹿书院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干部，鹿邑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被称为延安抗大鹿邑分校。 1938 年 10 月，
张爱萍受中共中央中原局指派来到鹿邑。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3 月，张爱萍
在鸣鹿书院（现张寨坑农贸市场北）举办了两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
员 400 多人。 魏凤楼任校长，马溪珊为教育长（后由张爱萍接任），手枪连指导
员李子木为大队长，萧望东编写“游击战术”教材，彭雪枫在干部训练班讲过 4
小时形势课。 学员毕业后，张爱萍在毕业证书上题词“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
底”，学员有的分到各区，有的参加了魏凤楼部队和新四军，有培养前途的高颍
敏、邵良辰、许沙汀、杨霖、张笑南等，被推荐到延安抗大继续深造，在以后的革
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就是关于鸣鹿书院历史传承问题。 “现在的鸣鹿书院创办于 2016 年。
多年来，书院致力于书法艺考培训，中小学生软笔、硬笔书法兴趣培养，成人书
画交流。 ”42 岁的书院负责人谭雪松介绍，他自幼酷爱书法，2006 年 7 月黄淮
学院本科毕业后，研修于中央美术学院，至今专业从事书法教育 20 余年，系河
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书法书籍多部，发表书法论文多篇。

古时书院遗风在，今日精英续传承。让我们永远铭记昔日鸣鹿书院的历史
印记，同时祝福今日的鸣鹿书院前程似锦，人才辈出，在老子故里鹿邑县大地
上奋力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业绩。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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