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柏下的沉思
王靖惠

一个春日，我来到太昊伏羲陵。 踏入陵园，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棵古老而茂盛的古柏， 苍劲
的枝干盘曲如龙，斑驳的树皮刻满岁月的痕迹。微
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远古的故事。
参观完毕，我回到那棵最古老的柏树下，仰望着它
高耸入云的姿态，不禁驻足流连，陷入了沉思。

这棵柏树，或许曾见证过历代帝王、文人墨客
的祭拜，也曾聆听过无数后人对伏羲的追思。它扎
根于此，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郁郁葱葱，不正像伏
羲的精神一样，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吗？

春光明媚， 日精月华使得太昊伏羲陵格外生
辉。 我抚摸着那棵千年古柏粗糙的树干， 思绪万
千。在远古的蒙昧时代，先民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规
律茫然无知，只能畏惧自然、崇拜神灵。 伏羲登上
卦台山，仰望苍穹，见日月交替；俯察大地，观山川
河流；远观鸟兽之迹，近察草木荣枯。他沉思良久，
终于以简单的线条描绘出阴阳变化的规律， 创制
八卦。 《周易》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这看似简单的符号，却蕴含着宇
宙的奥秘。 八卦不仅是占卜之具，更是中华哲学、
天文、历法、医学的源头。后世的《易经》、道家阴阳
学说、儒家中庸思想，无不源于此。站在八卦坛前，
我仿佛看见伏羲手持矩尺， 以智慧之光照亮混沌
的世界。

在伏羲之前，先民结绳记事，大事结大结，小
事结小结，但时间一长，记忆难免模糊。 伏羲观察
鸟兽足迹、龟甲纹理，受到启发，以刀刻木，创造了
最初的符号———书契。 虽然，这些符号尚不成熟，
却为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奠定了基础。《说文解字》
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
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而伏羲正是这一伟大变
革的先驱。 文字的出现，让人类告别了蒙昧，历史
得以记载，智慧得以传承。站在刻有古老符号的石
碑前，我仿佛听见先民用最初的文字，向未来传递
着文明的密码。

远古时期，人们群居杂处，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血缘混乱，部落纷争不断。伏羲制定姓氏制度，
使男女有别，家族有序。《白虎通义》记载：“（伏羲）
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从此，中华文明有了
清晰的血脉传承，社会结构逐渐稳定。姓氏不仅是
家族的标志，更是文明的纽带。 千百年来，无论朝
代更迭、战乱流离，中国人始终不忘自己的根脉。
在太昊伏羲陵的姓氏文化园里， 无数游客寻找着
自己的姓氏起源，仿佛在触摸祖先的脉搏。

伏羲的功绩，不仅仅是制八卦、造书契、定姓
氏，更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思维方式———观察自然、
顺应规律、勇于创新。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之所
以能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人在继承中创新，
在传承中发展。 微风拂过，古柏的枝叶轻轻摇曳，
我在脚下的热土与头上的星空之间， 追寻圣人一
画开天创造的文明种子。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应汲取伏羲的
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让
古老的文明种子在新的土壤中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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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陵镇的来历
张义堂 张文博 鹿斌

“秣陵”的来历及含义

秣陵原是南京的古地名。 据唐朝许嵩《建康实
录·舆地志》 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 （公元前 211
年），东巡至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
子气。 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气，至今呼为秦
淮。 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秦之秣陵县城即今县城
（南京）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 ”这段记
载大意是：秦始皇三十六年，他带领文武百官到国
境东部视察，行至南京附近，和他一起去视察的有
个望气者（风水先生），向秦始皇禀报：“五百年后，
金陵有天子气，要出天子。 ”秦始皇本想从他开始以
至万代都由自家人当皇帝，五百年后，这里要出天
子，自己打下的江山不就覆灭了吗！ 于是，下令开凿
钟山，挖断金陵长陇，将这股气脉除掉。 他开凿的这
条河，后称秦淮河。 同时，把“金陵”改为“秣陵”。

秣陵的“秣”字，本指牲畜的饲料或指喂牲口，
在这里是“抹”的通假字。 “秣（抹）”是除去、抹煞、
勾销的意思，“陵”就是土山，这里指南京的钟山。
所以“秣陵”二字的含义，就是把“金陵的天子气”
除掉的意思。 在秦始皇看来，除掉了金陵的天子
气 ，就不会再出天子 ，自己打下的江山就可以万
世长存了。 这就是“秣陵”的来历和含义。

项城为何也称“秣陵县”

秣陵既是南京的地名 ， 为什么项城也称秣

陵县呢？ 这是南北朝东魏时的事，史书上记载得
很清楚 。 唐朝李吉甫编著的 《元和郡县志·河南
道八》记载：“东魏孝静帝以淮南内附置北扬州 ，
理项城。 乃于项城侨立北丹阳郡及秣陵县。 ”北
宋乐史编著的 《太平寰宇记》记载：“……后魏 得
之 又 立 为 陈 郡 。 至 天 平 二 年 （公 元 535 年 ）
以 淮 南 内 附 于 此 ，置 北 扬 州 理 项 城 ，以 居 新
附 之 户 。 ”这 和 《魏 书 》 《隋 书 》里 的 记 载 是 一
致 的 。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年代 ， 北方人
民流徙到南方的长江流域 ，在那里寄居 ，保留着
原籍贯的州 、郡 、县 ，成了侨民 。 同样 ，南方人民
流徙到北方的颍水流域 ，也保留着原籍贯的州 、
郡 、县 。 所以 ，东魏在项城就侨立了北丹阳郡及
秣陵县 ，以安置淮南新归附的人民 。这种侨立的
州 、郡 、县有些有实土 ，有些并无实土 。 秣陵县
虽有实土 ，但只在县治附近 ，且非常狭小 。 清乾
隆十二年编写的 《陈州府志 》 “沿革 ”上说 ： “至
东魏 ，于项城置北扬州 、丹阳郡及秣陵县 。 ”并
记载了当时南北相互侨立的许多郡县名称 。 还
说 ：“其余南北侨立 ，疆属改易 ，不可胜记 。 ”这
些史料都说明 ，南北朝时期 ，东魏在项城确实侨
立过秣陵县 ，但不是改项城县为秣陵县 。

项城老城为何改称“秣陵镇”

隋统一了南北朝，东魏在项城侨立的秣陵县

自然也不存在了。
项城 ，西周春秋时期是项子国 。 汉高帝时称

项县 ，至隋文帝 ，将项县加 “城 ”字 ，始称为 “项
城县 ”，县城原在今天的沈丘县槐店镇 （原名槐
坊店 ）。 到了明朝宣德三年 （1428 年 ），典史刘墉
因颍河决堤奏迁 ，县城才从槐坊店迁到殄寇镇 ，
即今秣陵镇 （秣陵镇原为南顿县殄寇镇 ）。

民国时期 （约 1939 年 ），项城县城内设立中
心小学 ，如果命名 “项城中心小学 ”指的范围过
大，不恰当，因项城历史上曾侨立过秣陵县，于是
就把这所小学命名为“秣陵中心小学”。这是自隋
以后第一次启用“秣陵”。

后来 （约 1940 年 ），国民党县政府改区为乡
镇时，把县城命名为“秣陵镇”。 1954 年 ，项城县
委、县政府迁驻水寨镇（今项城市治所）。 原县城
先后称“城关镇”“城关区”“城关人民公社”“老城
人民公社 ”“老城人民公社城关镇 ”。 1981 年 12
月 ，项城县人民政府以项政发 （1981）110 号文件
转发周口地区行署（1981）173 号文件通知：“省人
民政府同意项城县秣陵镇由社辖镇改为县辖镇
建制。 ”

以上只是秣陵镇的来历和含义的简要说
明 。 至于有人说 “秣陵 ”是过去战争年代粮秣
堆积如山 ，故名 “秣陵 ”，或说 ，因项城县城城
墙缺一角 ，故称 “秣陵 ”，还有其他多种说法 ，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这些都是主观猜测 ，是没
有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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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快速启动海外急难救援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相关负责人介绍，日前，美国黄
石国家公园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多名中国公
民伤亡。 中国平安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故二级应
急响应，迅速成立紧急救援服务小组，全面协调此次事
故的应急响应与中国公民急难援助工作。

据了解，中国平安旗下寿险、产险、养老险、健康

险均快速启动重大突发应急救援服务，排查客户出险
情况。 为高效服务出险客户，紧急救援服务小组协调
平安产险与平安健康险的全球医疗网络，依托海外医
疗服务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灾难有国界，平安守护无国界。 中国平安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排查客户出险情况，并持续关

注该事故的应急处置进展，调集各方面资源协助救治
伤员，确保各项海外应急服务、快速理赔及客户关怀
服务举措落实到位，尽最大努力帮客户及家属渡过难
关。此外，中国平安启动海外急难专项援助计划，无论
是否为平安客户， 都可以拨打应急联络热线 95511
（境外+8675595511）寻求帮助。 ②27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