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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是一个因路而兴、因驿
而盛的城市。近年，随着城市建设
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对驻
马店这座城市和她悠久的驿路、驿
站历史产生了兴趣。那么，历史上
驻马店的驿路、驿站究竟是什么样
的呢？

一

明代《寰宇通志》记载，汝宁府
（今驻马店市）“面山负野，限淮为
圻”“襟带长淮，控扼颍蔡”，南有

“九塞”“三关”之险，北则“控带许
洛”重地，是中原出入鄂、湘、桂的
重要通道。

今天驻马店境内的各县建置
和城址，是在进入隋唐以后才稳定
下来的，经行境内国道的驿路、驿
站也由此相对固定下来。五代以
前 ，我 国 以 西 安 、洛 阳 为 政 治 中
心，经过今天驻马店的驿路从长
安、洛阳出发，经蔡州城（今汝南
县城）而南下。严耕望先生《唐代
交通图考》指出，唐宋时期从洛阳
到蔡州的官路有两条：一路经缑
氏、缑岭、崿岭、轘辕关、登封、告
成（今登封告成镇）、阳关聚、阳瞿
（今禹州）、长社（今许昌）、临颍、
郾城、上蔡城至蔡州城；另一路经
汝州、郏县、襄城、郾城、上蔡城至
蔡州城。由蔡州南下的路也有两
条：西路经真阳（今正阳）或朗山
（今确山）到信阳（时称仁顺城，宋
代有白雪驿），过平靖、百雁（今武
胜关）、礼山（今罗山县九里关）诸
关 到 湖 北 应 山 县 、安 州（治 安 陆
县）南 下 ，到 江 南 西 道 和 岭 南 等
处 ；东 路 由 蔡 州 城 南 行 ，经 真 阳
（今 正 阳）、新 息（今 息 县）、光 州
（息光途中有嘉鹿馆）、光山、穆陵
关南下，过大别山诸关到达湖北麻
城，由黄州过长江南下。

五代时的梁、唐、晋、汉、周及
北 宋 相 继 立 国 定 都 汴 梁（今 开
封），驿路从开封出发，或走鄢陵
南下到上蔡，或经尉氏县走许昌、
郾城、上蔡，而达蔡州城，之后沿
唐代东西两线南下湖广。元《析
津志·天下站名》对由汴梁出发经
蔡州南下的东线驿路、驿站有清
晰 的 记 载 ：“ 汴 梁（正 南 四 十 五
里）……朱仙镇（五十）、雀桥（正
南微东七十。明黄汴《天下水陆
行程》此地作尉氏县）、鄢陵（四十
五）、屯沟（四十五里。在今鄢陵
县 安 陵 镇 南 屯 沟 村）、清 水（六
十。今西华县逍遥镇）、新寨（七
十。《经世大典》作‘辛寨’。黄汴
《天下水陆行程》此称砖桥，即今
商水县谭店镇）、上蔡（七十）、蔡
州（治 今 汝 南 城）、左 塚（疑 即 马
乡，今汝南梁祝镇）、真阳（今正阳
县）、铜钟（今正阳县铜钟镇）、罗
山、临崖（罗山县南）、今定远（七

十五。罗山县定远乡）”过大别山
诸关到湖北境内南行，由蕲州而
达江西等地，基本沿袭唐代南下
东线道路。苏轼贬放黄州（今黄
冈市）走的就是这条路，写有《正
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
韵二首》。宋代江西文人刘奉世
（通判蔡州刘敞子）、释德洪出入
京师都经此路，分别写有《蔡州道
中》诗。释德洪的诗还道出了一
路 行 来 的 艰 辛 ：“ 北 来 行 尽 关 山
道，梁宋郊墟眼力微。饮食甘酸
杂淮甸，语音清软近京畿。黄尘
又 向 九 天 去 ，藁 项 新 从 万 里 归 。
投老不堪行役苦，手遮西日想岩
扉。”《金史》记载，金世宗“尝欲得
新 荔 枝 ，兵 部 遂 于 道 路 特 设 铺
递”。荔枝由南到北走的也是这
条路。

《析津志》没有记录由蔡州南
下经行信阳的西路。民国《重修信
阳县志》卷六《驿站》有个说明，说
是西线在元朝中晚期因战乱“地方
荒阻”“平靖关险隘难行”，直到明
嘉靖十九年信阳知州任良幹进行
治理才可勉强通行，万历三年黄五
皋“辟平靖关而通之”，此路才重
新启用。《析津志》的作者熊梦祥
生活于元代中叶到明朝初的洪武
年间，正逢这一时期西线无法通
行，所以没作记载。

《天下水陆行程》是明代晚期
徽商黄汴的著作，在卷六《汴梁到
刘家隔》的道路记载中可以看出，
到明朝末年，西路已全线畅通。行
经信阳的西线与唐宋和明初相比，
已有了很大改变：“开封府（四十
五里）、朱仙镇（四十五里）、尉氏
县（百二十里）、许州（六十里）、临
颍县（六十里）、郾城县（六十里）、
西 平 县（六 十 里）、遂 平 县（九 十
里）、确山县（五十里）、蕲官人集
（三十五里。乾隆三年刊刻的《周
行备览》作‘同官集’）、明港巡检
司（四十里）、傅阳店（四十里。乾
隆三年刊刻的《周行备览》作‘阜
阳店’）、信阳州（三十五里）、红罗
驿（二 十 五 里）、谈 家 窝（四 十 五
里）、徐家店（十里）、限遮关（当为

‘恨这关’）。”“恨这关”即今信阳
武胜关，过关就进入湖北境内。这
条 驿 路 与 今 天 的 107 国 道 重 合 。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赵撙
南 来 攻 打 蔡 州 ，崇 祯 十 年（1637
年）确山知县吴敏师自京师回确
山，走的都是这条线。

《光山县志约稿》记载，“清康
熙三年（1664 年），以光山虎湾一
带山川盘亘，路径崎岖，改驿道与
确山、信阳等州县”，东线驿路和
沿线驿站逐步降格，重要性进一步
降低。到康熙三十四年何显祖修
《汝宁府志》时，原来汝阳、上蔡两
驿的重要地位已被西平、遂平、确
山取代。

二

驿站，历史上也称邮驿、驿传、
驿递，但驿、站并称一词却是元朝
的事。元代驿站取蒙古语谐音叫

“站赤”，到元朝统治者仓皇北逃
漠北，“驿站”已成为民间约定俗
成的用语。虽然明朝朱元璋曾下
旨将“驿站”还复为“驿”，但没有
成功，“驿站”一词就沿袭了下来。

今天驻马店境内可以查证的
最早的驿站是征羌驿。《后汉书·
范滂传》说，建宁二年，督邮吴导
拿着捉拿范滂的诏书到征羌县（在
今 确 山 县 西 南），“ 抱 诏 书 ，闭 传
舍，伏床而泣”，住的就是征羌驿
舍。当时的驿还不叫驿站，用车的
叫“驲”或“传”，用马的叫“驿”或

“遽”。督邮吴导到了传舍，想必
应该是乘传车来的。

境内的另一处较早驿站，是宋
代上蔡县苽陂驿（在今上蔡县华陂
镇，洪武四年裁撤）。它所以出现
在典籍记载里，是因为有人在传舍
墙壁上涂鸦。这首涂鸦作品被后
人取名《浣溪沙·瓜陂驿题壁》，收
录在《全宋词》里：“碎剪香罗浥泪
痕，鹧鸪声断不堪闻，马嘶人去近
黄昏。整整斜斜扬柳陌，疏疏密密
杏花村，一番风月更销魂。”

元代驻马店境内有五个驿站，
在《析津志》中已有详细记载。到
明代，各个时期的驿站设置又有不
同。景泰《寰宇通志》记载，汝宁
府的驿站有东关驿（今汝南县城东
关）、桃台驿（今平舆县射桥镇陶
台铺），说明由开封到汝宁府的驿
路一度改走了今天的周口。《明宪
宗实录》、成化《河南总志》、明万
历《汝南志》记载，成化十一年驻
马店境内设驿站 3 处：汝阳驿（时
为汝阳县，今汝南县。有驿马 22
匹、驴 14 头）、上蔡驿（又名白马
驿。驿马 16 匹、驴 11 头）、西平驿
（驿马 15 匹、驴 8 头）。万历《汝南
志》也有走递夫、走递马的记载，
各个县城都有走递夫、走递马编
制，属于专门调运赋税银两和粮草
物资的递运所，与驿站、急递铺同
属明代三大驿递系统，但与驿站并
不相关。

清 康 熙 元 年 编 纂 的《汝 宁 府
志》记录有明末清初的驿站设置情
况，又与明朝不同，清代各县县城
都设有驿站，并与递运所合二为
一。明代驻马店区内三大驿站中，
汝阳县驿有走递马 30 匹、马夫 15
名、杠夫 40 名，上蔡县驿有走递马
20 匹、马夫 17 名、杠夫 20 名，而同
期的西平、遂平、确山 3 县驿站，均
为走递马 60 匹、马夫 30 名、杠夫
50 名，西平、遂平、确山驿站的重
要性已今非昔比，远远超越其他
县。康熙《泌阳县志》记载，泌阳
县东 40 里有曹馆驿，位于通往确
山的路上，马匹、马夫数目不详。

说起驿站，不少人会想到招待
李白一路诗酒、宾馆一样的驿站，其
实这是一种误解。由于种种原因，
不少地方的驿站因为经费问题会时
有裁削，一些传递公文的递铺反而
因为网点密布，成为来往官员、客商
的歇脚点，铺舍“非但便司兵之传
递，而且便使客之寓宿矣”。（《内乡
县志》）明代汝宁府所辖光山县的嘉
靖县志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知县
沈绍庆以此（即泊陂铺、长潭店铺）
地当南北之冲，每上司经过，士夫往
来，俱馆于民间非礼”，遂在两处递
铺修建官厅铺舍，供来往居住。康
熙三十五年，确山知县孙京亦在驻
马铺“盖厅房三大间，厢房三间，门
楼一间，为来往上司大差中伙住
歇”。这样，急递铺驻马铺就成了广
义上的“驿站”。

三

关于“驻马店”名字的由来，流
传最广的首先是牛汝辰编著《中国
地名由来词典》中的“旧为遂平至
明港间驿马住所”的“歇马住店”
说；其次是清代同治甲子科驻马店
本地举人安增在《重修延禧明宏寺
治 辛 酉 碑 记》中 说 的“ 镇 属 下 隗
保，其名曰苎麻，盖镇之东有苎麻
村云”的“苎麻”谐音说；再次是由
安增所说的“明成化甲午，崇简王
就封汝宁，实建庄于此土”演化而
来的明成化“皇家驿站”说。

不少人认为驻马店是一个火车
带来的城市，历史很短，这是个误
解。从驻马店市区练江河杨楼遗址
和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文物发掘的汉
代古井看，驻马店市区像很多古老
的村庄一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
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汉代已成为
一个人口密集的村落。今天的驻马
店市区，在商周时期属于道国（今驿
城区古城街道），两汉时期属于汝南
郡阳安县（今驿城区古城街道），隋
唐时期属于豫州（蔡州）朗山县（今
确山县），宋代属于蔡州确山县，元
明清时期属于汝宁府确山县。

驻马店市区有据可查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北宋哲宗年间。安增
《重修延禧明宏寺治辛酉碑记》说
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在
今天市区朱氏桥西北角始建弥勒
院，也就是直到 1948 年 4 月才被
国民党飞机炸毁的延禧寺。

驻马店名字的由来与宋代开
始设立的急脚铺有关，也就是元、
明、清时期日渐完善的公文传递系
统——急递铺。北宋靖康之后，驻
马店地区长期被金朝统治，金哀宗
最后也死在蔡州城。宋、金以淮河
为界，驻马店为南北对峙的前沿。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 年）六月下
旨“置递铺。其制，该军马路十里
一铺，铺设四人，内铺头一人，铺兵
三人，以所辖军粮军内差充”，规范
急递铺设置。驻马店市区的驻马
铺大概就设于这一时期。绍兴三
十一年（1161 年）南宋猛人赵撙从
湖北安陆起兵救援信阳，直指蔡
州，兵锋曾历确山县北和遂平县南
一带。只是当时各铺只有铺兵 3
名，也只能是望风而逃，不可能发
生战斗，所以《金史》没有记载铺
名，所以当时叫什么不得而知。元
朝时有人觉得“诸路急递铺名，不
合人情”“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
祥者为美，宜更定之”，于是将急递
铺更名“通远铺”，对一些不怎么雅
的铺名也做了更改。驻马店急递
铺，因确山县南有“驻龙铺”而北当
驻马而命名为“驻马铺”。

明万历《汝南志》记载，确山县
有急递铺 20 个，其中有驻马铺，设
在今驿城区的老街街道。也就是
说，到明代万历年间，今驻马店市
区也还只是一个急递铺，南距确山
县城 40 里、北距遂平县城 40 里，
也就是一个大家熟知的“四十里
铺”。

乾隆三年刊刻的商人经商手
册《周行备览》也提到驻马店，“俗
呼 小 集 ”，是 一 个 可 供 住 宿 的 地
方。

驻马铺虽是最基层的驿递单
位，但由于处在南北（从开封府经
许州南至信阳州）与东西（从汝宁
府西至南阳府）交通要道的交叉
点上，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正
因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斗转星
移、沧海桑田，当今“驻马店”竟又
成为地级市的行政区名称和政府
驻地，驻马淮西，雄踞中原，成就
了 现 代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的 一 个 佳
话。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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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南余店乡有一个名叫天堂
寺的自然村。村子北面有一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天堂寺遗址。该遗址
呈椭圆形，北面低，东、西、南三面高出
地面 1.5 米~8.4 米，形成一片台地；东
西长 298 米、南北宽 173 米，总面积
51554平方米，四周河塘环绕、水草丛
生、蒹葭苍苍。

据考古专家考证，天堂寺遗址包
含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
化、石家河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
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遗存。根据采
集的遗物标本判断，这里既有与江汉
流域石家河文化相一致的器物，又有
黄河流域河南龙山文化和商周时期
的器物，对于综合研究淮河上游新石
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文化具有重要价
值。

更为有趣的是，围绕着天堂寺，在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万里长桥通天堂”
的民间故事。正是由于这个故事充满
传奇色彩，天堂寺的名字也随之盛名
远扬。

据传，很久以前，天堂寺村前原有
一个清幽的大水塘。村里人常年在这
里汲水浣衣、网鱼捞虾，过着安静的田
园生活。有一年，这口大水塘里忽然
钻进一头水牛精。这头水牛精不干好
事，经常出来糟蹋村民的庄稼，村民气
得没有一点办法。

一天中午，艳阳高照，有两个牛
贩子赶着两头水牛路过此地，因路途
劳累，就坐在水塘边树荫下休息。两
头水牛一见清幽的塘水，也耐不住性
子，“扑通、扑通”跳进塘里洗澡去
了。就在这时，只听“呼隆”一声响，
一头小山般大的水牛精顶出水面，两
只铁青的弯角锐如尖刀，一双灯笼般
大的眼睛闪射着绿光。霎时间，三头
水牛相见，不分青红皂白便在池塘里
打斗起来。牛贩子一看慌了神，马上
呼喊村里人来帮忙，等大家拿着钉耙
和锄头赶来，水牛精却潜入水中没了
踪影。大伙儿一想，这个水牛精老是
糟蹋庄稼，大家正拿它没办法呢，干
脆把牛贩子的两头水牛买下来专门

对付它。第二天，村里人就在两个水
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尖刀，又把它俩放
到塘里。水牛精见昨天的两头水牛
又下水了，就冲出水面再次和它们打
斗起来。结果，水牛精被两头水牛角
上的尖刀刺得皮开肉绽，“哞、哞”狂
叫两声，化作一缕白烟飘走了，空留
下满塘泛红的血水。

随后，村里人从塘的南端挖个豁
口往外排水。时间长了，由于塘水冲
刷，就形成一条小河道。塘水顺着河
道直接汇入当地一条著名的河——文
殊河。与此同时，人们又从塘的另一
边挖个口子往里添水。这样一来，这
个水塘就被叫做“添塘”，而池塘旁边
的一座佛寺，顺其自然地被叫做“添堂
寺”，后来又演化成“天堂寺”了。

按说，故事传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不曾想，因为一个钦差大臣南巡路过
此地，又引出一段“万里长桥通天堂”
的故事，天堂寺再度遐迩闻名。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钦差大臣
奉旨南巡，途经天堂寺南 3华里处的
文殊河时，正遇上发大水。文殊河上
原本有一座木桥，因年久失修，早被洪
水冲得无影无踪。钦差大臣的车马无
论如何也过不了河，就在河边一个小
村子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个月。
借此机会，村子里的老百姓纷纷向钦
差大臣倾诉平日河上没有桥带来的种
种不便。等到河水变缓后，钦差大臣
南巡完毕回京复命，皇上问他本次巡
视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钦差大臣
就把豫南地区河水泛滥文殊河上没有
桥耽误时间的情况以及老百姓渴望架
桥的愿望，一一向皇上如实禀报。皇
上了解真相后，宣谕拨出专款，就在万
里桥村东头建了一座横跨文殊河的三
孔青石大桥。

当地老百姓为了感念皇上的恩
德，就把这座桥取名“万历桥”，后演
化为“万里桥”，桥头上的这个村子也
被取名为“万里桥”。由于天堂寺塘
水经过“万里桥”流入文殊河，“万里
长桥通天堂”也就成为一个故事流传
下来了。③3

天堂寺天堂寺 万里桥万里桥
□□ 王新立王新立

万历《汝南志》。⑥7

古国探秘之八古国探秘之八——

天堂寺遗址。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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