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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蔡州，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唐
代李愬雪夜入蔡州和宋蒙联合灭金
的汝南蔡州，也就是州治在今天汝南
县城的唐宋蔡州。这也是命名最晚、
存在历史最长、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
的 蔡 州 。 在 宋 代 ，随 着 朝 廷 定 都 汴
梁，蔡州还成了近畿之地。宋人释德
洪《蔡州道中》诗称蔡州“饮食甘酸杂
淮甸，语音清软近京畿”。其实在南
北朝“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割据纷
争中，还存在过两个蔡州，即河南新
蔡蔡州和湖北枣阳蔡州。

新蔡蔡州是建立最早、存在时间
比较短的蔡州，管辖区域主要包括今
天新蔡县城周边和东部、东南部、东
北部临近安徽的地区。新蔡县汉属
汝南郡，晋属汝阴郡。晋惠帝永兴元
年（304 年）割汝阴郡的鲖阳、新蔡、固
始（今安徽临泉）、苞信四县设新蔡
郡，治在鲖阳县城。在之后“八王之
乱”引发的五胡乱中原和南北朝政权
割据中，随着北方陷落，东晋和南朝
曾先后在江西九江和河南商城、固始
等地侨置新蔡郡。据《魏书·地形志》
记载和 1994 年版《新蔡县志》考证，
新蔡蔡州设立于东魏武定七年（549
年），辖新蔡、汝南二郡。新蔡郡治在
今天新蔡县东二十五里的四望城，辖
新蔡、南赵两县，均在今天新蔡县境
内，县治具体位置不详。汝南郡与两
汉汝南郡不同，施和金《北齐地理志》
认为此汝南郡“当在鲖阳县境内”，郡
治 在 一 个 叫 白 马 涧 的 地 方 ，地 址 不
详，所辖新息、南顿两县，均在今天安
徽临泉县西部。新蔡蔡州被废于北
齐天保六年（555 年），前后存在了七
年左右。隋朝建立后，新蔡郡改为广
宁郡，后又为广宁县、汝北县，最后恢
复为新蔡县，属治在悬瓠城（今汝南

县城）的屡经更名的豫州和后来的蔡
州管辖。

湖北枣阳蔡州治在今天湖北省
枣阳市西南四十里的蔡阳店。北魏
在此置南雍州，魏废帝三年（554 年）
春 正 月 改 名 蔡 州 ，辖 蔡 阳 和 千 金 两
郡。蔡阳郡、州、县同城，俱治蔡阳
县，辖蔡阳、双泉两县。双泉原名南
阳县，是西魏时分蔡阳县地在县东南
三十二里处设置的。千金郡也是西
魏新置郡，管瀴源县一个县。瀴源县
治在今湖北省枣阳市南七十里的樱
源店，因附近瀴源山（又名石虎山）而
得名，也是西魏割蔡阳县地所置的新
县，在隋大业初与双泉县又合并入蔡
阳 县 。 枣 阳 蔡 州 在 隋 朝 大 业 三 年
（607 年）被废，前后存在了 13年。

相比新蔡蔡州和枣阳蔡州，汝南
蔡州两次得名，一次是存在历史最短
的 蔡 州 ，一 次 是 存 在 历 史 最 长 的 蔡
州。

说起汝南蔡州，就不得不说到悬
瓠城和汝南得名天中的豫州。悬瓠
城 就 是 今 天 的 汝 南 县 ，最 早 设 于 东
晋，是当地豪族为躲避五胡乱中原的
兵荒马乱、实现自保在汝水岸边建立
的一座城堡。《水经注》称“汝水至汝
南郡西北，支左别出一支，又屈东转
南形若垂瓠，故号悬瓠城”。这座城
堡因其位置、地形独特，北可进汴洛，
南可下荆楚，逐步成为两晋南朝时期
南北拉锯战中兵家必争之地，发生了
多次惨烈有名“悬瓠之战”。

晋义熙十二年（416 年），东晋将
汝南郡由新息县（即今河南省信阳市
息县）迁至悬瓠城。南朝刘宋建立，
在两汉上蔡县境内设临汝县，迁上蔡
县治于悬瓠城。元嘉末年（453 年），
宋文帝刘义隆将因洛阳失陷而侨置

义阳的司州也迁设于悬瓠城，自此悬
瓠城成为集州、郡、县所在地为一体
的战略要地。

豫州是《禹贡》记载的古老九州
之一，因位于九州之中，别称中州，包
括今天河南省大部分地区。西汉始
设豫州刺史部，辖颍川郡、汝南郡、沛
郡以及梁国，归属中央，是朝廷派出
巡视的部门，并不是一级行政单位。
之后豫州渐管实土，有了固定的办公
地点。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称“后汉
豫州治谯（今安徽亳州），魏治汝南安
成（今汝南、平舆、正阳交界处），晋治
陈国（今河南淮阳）。晋氏南渡，石氏
强盛，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始侨立
豫州于寿春”。这也是侨置豫州的开
始，所以南北朝时期除豫州外，还有
南、北、东、西豫州等名称。天安（466
年）初，刘宋司州刺史常珍奇叛宋归
魏，北魏占有悬瓠城。于是在皇兴元
年（467 年）改刘宋汝南司州改为豫
州，这就是汝南蔡州的前身。

南北朝至隋，悬瓠城是南北争夺
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悬瓠城豫州也屡
次更名。《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
志》记载，汝南郡后魏置豫州，东魏置
行台，后周建德六年（577 年）置总管
府。大象二年（580 年）以地势平舒改
曰舒州，隋文帝复称豫州。隋炀帝大
业元年（605 年）正月洛州改称豫州，
悬瓠豫州因南有溱水，即现在的溱头
河而改名溱州。大业二年（606 年），
又以溱州为古蔡国地改曰蔡州。这

是悬瓠城第一次改称蔡州，也是历史
上存在最短的蔡州，到大业三年（607
年）罢州复为汝南郡，前后存在了一
年左右的时间。

隋、唐实现统一后，为整顿南北朝
随意侨置的混乱行政区划，都进行了
改革，奠定了后来府县、州县两级行政
设置基础。汝南悬瓠蔡州经历了隋朝
大业三年（607 年）废蔡州为汝南郡，
唐武德四年（621 年）废汝南郡复置豫
州，天宝元年（742 年）废豫州为汝南
郡，乾元元年（758 年）废汝南郡为豫
州，宝应元年（762 年）避唐代宗李豫
讳而改称蔡州后，蔡州名字便延续下
来。到元至正三十年（1293 年），取汝
水安宁之意蔡州升汝宁府，汝南蔡州
存在了 531年。531年中，汝南蔡州见
证了大唐盛世和北宋祥和，也见证了
唐朝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
则天的血雨腥风，唐末军阀割据、五代
十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金戈争斗，北
宋靖康之耻和宋蒙联合灭金的国破家
亡，最终退出了舞台，走进了历史。蔡
州成了何景明《蔡州行》平叛的代名
词：“蔡州城高高且壮，四十年间兵不

向。旌旗忽乘雨雪入，一夜开门纳兵

仗。请降尽是洄洄军，拒戢不睹牙城

将。鞬橐将军拜道左，绯衣小儿来天

上，州人始识裴丞相。”

蔡州成了宋末元初罗公升笔下
国破的哀思：“中国衣冠礼乐先，国亡

那得更求全。凄凉青盖端诚殿，何似

幽兰一炬烟。”③2

新朝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绿林
农民起义军从南郡（郡治在今湖北省
荆州市）进入南阳。由于南阳地理位
置特殊，是南方进入关中和中原的咽
喉之道，若南阳一旦失守，将威胁到
京师常安城（王莽改长安为常安）和
东都洛阳城，所以新朝皇帝王莽下令
南阳郡前队大夫甄阜、郡属正梁丘赐
迅速集结约 10 万大军，马不停蹄地
前去镇压，希望一举歼灭或击退起义
军。起义军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军并
未退却，而是积极迎战，但是由于内
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者，各部
未能协同作战，导致他们在南阳城南
不远处一个叫小长安聚的地方被官
军击败，而后顺着沘水逃走，进入沘
阳县（今河南省泌阳县）境内，官军随
之追杀过来。

甄阜、梁丘赐在小长安聚击败农
民起义军后，自恃兵多将广，认为对方
不堪一击，决定火速出击将对方歼灭，
下令将辎重全部留在后方蓝乡，轻装
前进，在沘水岸边扎营安寨。此外，为

了显示破釜沉舟的决战勇气，他们也
仿照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那样，毁掉
兵营房舍，砸碎釜甑，拆毁后方桥梁，
下令军队此战有进无退。农民军这
边，吸取了各自为战导致惨败的教训，
王匡、王凤率领的新市兵，王常、成丹
率领的下江兵，刘縯、刘秀率领的舂陵
兵等部得以整合。众人认为，推翻王
莽，是为了重建汉室江山，所以推举西
汉宗室后裔刘縯做盟主。刘縯就位
后，立刻“大飨军士，设盟约”，还对军
队进行整顿，“休卒三日，分为六部”，
使起义军“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地皇三年》）。

面对强敌，反对王莽的起义联军
首领们冷静而全面地分析了眼下形
势，认为新朝军队在黄淳水（位于今
河南省唐河县西）和沘水之间安营扎
寨，而把全军的辎重留在黄淳水以北
的蓝乡，这种做法是非常失当的，给
起义军提供了一个偷袭破敌的绝佳
机会。众人商议后，刘縯决定：“潜师
夜起，袭取蓝乡。”他们派出一支部

队，乘黑夜去偷袭蓝乡。这一天是除
夕 ，在 蓝 乡 驻 守 的 新 军 正 在 杀 猪 宰
羊、喝酒庆祝新年呢，做梦也没有想
到 ，大 年 三 十 夜 里 起 义 军 会 从 天 而
降，迅猛地杀来，还未来得及组织起
有效的抵抗就被包围了，明知改变不
了战局，只好放下武器投降，他们负
责守护的辎重都被起义军缴获，为起
义军补充了紧缺的物资。

第二天是地皇四年（23 年）的大
年初一。一大早，反莽起义联军就向

“ 阻 两 川 间 为 营 ”的 新 军 发 起 了 总
攻。舂陵兵自西南方向进攻甄阜所
部新军，下江兵自东南方向攻击梁丘
赐所部新军。虽然昨晚“老窝”已被
起义军端掉，但由于起义军歼灭和俘
虏了留守蓝乡的新军，封锁了消息，
所以新军主力这边没有做面对敌人
突击的有力防范准备。面对起义军
的主动进攻，新军被动地组织抵抗，
效果并不明显。没多久，梁丘赐负责
防守的阵地就被起义军击溃，他率军
且战且退。甄阜部新军也被打散，甄

阜率残军匆匆逃窜。起义军在后边
追击，死死咬住新军不放，将他们赶
到黄淳水边。前有河水拦路，后有敌
人追击，新军无路可退，有的反过身
来拼死迎战，有的则跳入刺骨的寒水
中希望能捡回一条命。

这一战，新军十万人中，被起义
军歼灭和跳水溺死冻死的有二万余
人，其余的投降了一部分、逃走了一
部分。同时，他们的统帅甄阜、梁丘
赐也没能幸免，被起义军活捉以后，
送上了断头台，为在小长安聚战死的
义军将士和家属报仇。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沘水之战，在东汉官方史书
上称为沘水大捷。但是，此时的皇帝
还是王莽，新朝尚未被推翻，所以称
之为沘水之战更妥当一些。沘水之
战在整个起义军反王莽斗争的进程
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此后，
反对王莽的起义军取得了战场的主
动权，不断打击新朝残余势力，直至
几个月后杀入长安城，灭掉了新莽王
朝。③2

沘水之战：农民军反王莽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 齐云轲

庙湾八景新记（二）

洪霁观涛
□□ 梁宏宇

据《中 州 人 物 考》记 载 ：郭 五 常
(1484 年~1543 年)字大经，号汝涯，西
平县人，居县城北街，唐汾阳王郭子仪
后裔，明朝西平著名诗人。

郭五常自幼在金刚寺读书，十六岁
补诸生，明正德五年(1510 年)举于乡，
六年联捷成进士，授大理寺左评事，十
一年进级，赐敕褒美。

正德十四年，“烟花三月下扬州”的
时节，江彬等人诱导年轻的明武宗正德
皇帝朱厚照（1491年 10月 26日~1521
年 4月 20日）南巡游玩，遭到在大理寺
任职的郭五常与翰林院修撰舒芬等文
武大臣的上谏劝阻。看惯了北方荒凉
景色的正德皇帝大怒，廷杖郭五常等人
四十，罚跪午门五日，经执金吾雷京贿
赂内侍，以酒代茶，郭五常侥幸不死，又

被打四十杖，最后贬为通政司知事。
事件平息后，明武宗仍欲南巡。正

德十四年（1519 年）六月，宁王朱宸濠
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
王守仁在七月底即平定叛乱，明武宗仍
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身份以平
乱之由，于八月开始南巡。在返京途
中，明武宗在淮安清江浦上学渔夫撒网
落水患病，于正德十六年（1521 年）去
世。

明世宗继位后，废除大量明武宗时
期的政事弊病，此次南巡之争的百官均
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郭五常也于嘉
靖元年(1522年)诏复原职，不久升迁山
东莱州知府。郭五常坚守诗人情怀，爱
民如子，廉洁自持，受到莱州人民的爱
戴。莱州人绘郭五常画像挂在杨震祠

堂内，享受民间香火，生祀之。郭五常
后又任职湖广勋阳府知府，一年多后再
升长芦盐运使，著名的沧州南川楼就是
当时负责盐运的长芦盐运使郭五常建
造的。长芦盐区位于渤海湾沿海地带，
绵延千余里，这一片区域都产盐，历代
相沿称为“长芦盐”。郭五常在任职长
芦盐运使期间，体察民情，严格执法，灾
年适时下调盐税，并给予盐农适当救
助，广受盐农的拥护。郧阳盐农为郭五
常立功德碑。郭五常后又升迁山西行
太仆寺卿。时朝中权贵张璁、桂萼屡劝
他归附，郭五常刚正不阿，不随波逐流，
保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骨气。嘉靖十
三年（1534 年），命往边地督理马政。
居边九年，屡建奇功，赏金币。嘉靖二
十二年（1543年），郭五常入京觐见，卒

于京，享年59岁。
郭五常著有《忠臣录》《绍庭集》，

今 均 不 传 。 其 事 迹 清《汝 宁 府 志》
《西 平 县 志》均 有 记 载 。 其 代 表 作
《悯盐丁》曰：

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

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

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晒盐

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雪花点散

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

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

饮，翁妪憔悴衣褴褛。古来水旱伤三

农，谁知盐丁同此楚……

《悯盐丁》真实地记述了盐民悲惨
的工作和生活窘境，指出官府的食盐政
策“猛于虎”。这在那个年代实属不
易。③2

西平功德碑诗人郭五常
□□ 奚家坤

洪霁观涛的壮阔景观和闲情雅致，
只有平舆庙湾人能拥有、会欣赏。

庙湾镇北头的榆树港横贯东西，东
连湖泊坑塘，西至洪河干道。洪河从西
面而来，走到庙湾镇北头，陡然拐弯向
南，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西来
南下，河湾显得宽阔，加上水深流急，河
湾处暗流涌动。榆树港不仅正对着这
个巨大的河湾，而且正对着从西而来的
洪河主道。

明清时期，榆树港入河口处没有什
么鱼梁水坝水利设施，更没有现在的榆
树桥节制闸，完全是一个敞口港。敞口
港的好处能及时排涝，当河水满潮时，
河水倒灌成了它致命的弱点。也正是
这个弱点，让庙湾人在洪霁观涛时惊心
动魄、扣人心弦。

洪河是淮河的一大支流，发源于伏
牛山南岗的平顶山市舞钢市，出舞钢、
入西平、走上蔡、流平舆、经新蔡、入顿
岗、过班台到王家坝注入淮河，全长四
百五十五公里，流域面积一万两千三百
多平方公里。在庙湾人眼里，洪河是庙
湾人的母亲河。正是由于母亲河的滋
润，洪河两岸才千里沃野、五谷杂粮、四
季分明、风调雨顺、人民勤劳、文化蕴
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洪河给庙湾人带来幸福喜悦的
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和痛苦。洪河古
称澺水，自然形成，自然流淌，洪水来
时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给两岸
人民带来灾难。大禹治水，疏堵结合
让洪河有了固定的河道和粗略的堤
坝。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对洪河的治
理都是浅尝辄止，治标不治本。新中
国成立前，狭窄的河道、低矮的河堤、
敞口港、无涵闸等都是造成洪河泛滥
成灾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
洪河进行了几次大的治理，加宽了河
道、抬高了河堤、修建了涵闸，解决了
排涝和河水倒灌的问题，植树种草，
保护大堤，现在的洪河变得规规矩
矩、老老实实。

夏季是洪河暴涨的季节，也是庙湾
人担惊受怕、祈祷保佑的日子。冬春两
季洪河水位下降、河床浅露、清澈见底，

秋季的洪河水位下降、平静安稳。只有
在夏季，上游的山洪暴发，河流汇集，到
了中游的庙湾，洪河已经变得粗暴狂
妄、恣意暴戾、狂放不羁，时刻想把大堤
撕开一道口子，或者倒灌河港，发泄它
被禁一年的怒气。

庙湾人了解洪河的脾气，顺势而
为、避重就轻是庙湾人减轻洪河水灾的
办法。即便是水灾到来的前夜，庙湾人
依然沉着冷静、轻松面对。洪霁观涛就
是庙湾人享受大自然美景的杰作。

夏季暴雨常常发生在农历六七月
（阳历的 7月下和 8月上），上游的来水
极易形成强大的洪峰时时撞击着堤
岸。午后的一场大雨，让吃过午饭的人
们无法出去消遣，一旦风雨偃旗息鼓，
人们便走出家门，走上河堤看河水涨
势。榆树桥闸所在的两岸大堤是人们
观看洪水的理想去处。此时，云销雨
霁，彩彻区明，天空澄澈，大地寂静，正
适合观赏洪河雨后洪峰波涛汹涌的壮
阔景象。

站在榆树桥闸大堤上向西眺望，
雨霁晚霞，天空璀璨，水天一色，水从
天来，一幅绝妙的洪河雨霁晚霞图。
只见洪峰如潮，波涛迭起，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以泰山压顶、排山倒海之
势倾泻而下，像万马奔腾而来，似狂风
呼啸而至，嗖嗖凉风，微微寒意，不躲
不闪，不退不让，直接撞向榆树桥闸两
侧的洪河大堤，大堤在颤动，堤土被冲
走，洪水在倒灌，人群中发出惊叫声，
大堤上的人们瞬间便有了压抑、恐惧、
惊慌、无奈、兴奋、畅快的情绪，兴高采
烈、酣畅淋漓夹杂着惊心动魄、惊魂未
定，那种感觉非身临其境难以体会。
此时此刻，此景此情，哪里还顾得河水
倒灌，哪里还顾得惊恐压抑，只有尽情
观赏纷至沓来的洪峰浪涛，才刺激，才
享受。洪峰过后，那种波谷浪山、泰山
压顶、抵额触眉的强大气势和壮美景
象，时时撞击着观涛者的心灵。洪霁
观涛就这样油然而生。

诗曰：洪河浪头去观涛，一浪更比

一浪高。九曲洪河今犹在，物是人非尽

滔滔。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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