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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路与泰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90 米路
北，人行道上的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柳江路与梅花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150 米
路北，围挡上的广告破损。

湘江西路与峨眉山路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内
线缆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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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路与泰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 30 米，
交通护栏损坏。

■本报记者 李宜书 许璐瑶
巨陵镇位于临颍县城北十里，是典

型的近郊型乡镇，因镇上有一巨陵，其
势巍峨，故而得名。近日，记者驱车前
往这座历经风雨的古镇，寻访它源远流
长的历史。

春日的巨陵，暖风轻抚，空气中弥
漫着油菜花香。行至巨陵镇娄庄村东
南，楚王陵遗址和巨陵遗址两块石碑映
入眼帘。为何同一处遗址名称有别？

“相传楚王虚葬于此。虽然此处是否
是楚王的陵墓无从考证，但是巨陵却真
实存在。楚王陵遗址是当地流传下来的
叫法，巨陵遗址是更为严谨的称呼。”
娄庄村党支部书记娄学伟介绍。《临颍
县志》记载：“相传为春秋时期楚王虚
葬之陵，有蟒蛇出入为害，建寺庙镇
之，蟒遂为所拒。”明代都御史杜楠则
认为其荒诞不经，并引郦道元 《水经
注》曰：“大陵即巨陵，在临颍。其地
属郑，春秋时以其名设大陵邑，汉设巨
陵亭。”意思是春秋以来，此地一直叫
大陵或巨陵，至于楚王陵的说法从未提
到。

楚王陵遗址高出地面5米，原占地
120亩。后平整土地、水利建设时，不
断出土石斧、蚌刀、蚌镰、骨针、陶网
坠等文物，另有许多汉唐时期的生产生
活用具。考证确定，此地属新石器文化
遗址，为古颍河岸，2008年被列为河南
省文物保护单位。

古老传说为遗址增添了神秘的色
彩。“据说，我们这里还出过金碗、金筷
子。”村民娄胜甫讲起了他听说过的传
说，相传附近的村庄谁家有喜事，到这
儿烧香，楚王陵就会出现金碗、金筷
子，村民用完后送回来，周而复始，十
分灵验。但是后来有个贪婪的人将宝物
昧掉一部分，没有如数归还，楚王陵就
不再出金碗、金筷子了。

站在遗址上极目远眺，记者仿佛看
到古人在这里生产生活的场景。

离开娄庄村，向东北方向行驶约
十分钟，记者到了有着4000多年历史
的豢龙村。豢龙村在临颍县城北 15
里，明清时期因修有寨子、建有城

门，故名豢龙城 （为临颍历史上十六
连城之一），亦名御龙城。在村党支部
书记赵新超和正在编写 《谈古论今说
豢龙》 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赵群波的带
领下，记者开始了探寻“刘累豢龙”
故事之旅。

“相传，夏朝帝孔甲时，天上降下
两龙于豢龙城东南角龙荡沟处，为雌
雄一对。那两条龙身长好几丈，如水
桶粗，龙须足有三尺长，身披麟甲，
两眼似灯笼。嬉戏打闹时，两龙腾云
驾雾，盘旋天空，如同跳舞一般。”赵
群波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刘累豢龙”
的故事，“孔甲闻听此事，就派刘累前
去养龙。刘累是尧之裔孙，擅长养龙
御龙，乃史学界认同的刘姓历史上首
位名人，华夏刘姓始祖。自此，刘累
便在这个村子精心饲养这两条龙。村
中每逢大旱，百姓需要用水时，刘累
就会指挥两条龙布云施雨。当地百姓
惊叹不已，也对他更加的尊敬。”

刘累养龙御龙有功，孔甲封他为御
龙氏。后因雌龙死，刘累把龙肉加工成
美食，送给孔甲吃。孔甲享用后，感到
味道鲜美，又向刘累求食。刘累怕死龙
事发孔甲追究问罪，就迁徙走了。几年

后，夏王不再追究此事，刘累念及当地
人情意，又回到了曾经养龙的村子居
住。

“刘累豢龙”的故事也被记载在
《史记·夏本纪第二》 中：“帝孔甲
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
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
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
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
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
去。”此外，翻阅史料，从《春秋》《左
传》到《括地志》等，龙始终是刘累的
重要标签。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许慎在《说
文解字》中也对“龙”作了说解：“龙，
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
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
飞之形，童省音。凡龙之属皆从龙。”那

刘累所养的龙究竟为何物种呢？有一种
说法为“龙即鳄鱼”。清代临颍知县沈近
思写了《豢龙遗迹》的诗，诗曰：“神龙
已向九天行，此地犹传古豢城。何处云
雷看物变，几村烟雨课农耕。凤麟同畜
知非妄，堰蜓齐观本不惊。偶向郊原寻
往迹，为霖还望遍苍生。”沈近思肯定了

“刘累豢龙”的真实性，并指出古代的龙
是蜥蜴一样的动物。中国考古学家卫聚
贤在1934年也提出过“龙即鳄鱼”论
断。

豢龙的这些传说和记载因历史久
远，又缺乏原始资料和实物佐证，已无
从考究，然而“豢龙遗迹”却作为“临
颍八景”之一而声名远扬。

记者沿古寨河东岸顺着一段田间土
道南行两三里，只见刘累墓静卧于麦田
之中，庄严肃穆。拾阶而上，三块石碑
映入眼帘，中间是刻有“夏豢龙先贤刘
公累之墓”字样的石碑，左边石碑为
《刘累墓志铭》，右边石碑为《重修刘公
墓碑记》。“墓里还挖出过汉砖，据说因
为刘邦曾行至此地，狂风骤雨无法前
行，休整时得知刘姓祖先在此长眠，故
重新修缮了墓地。”赵群波告诉记者，墓
冢原直径30米、高8米，前有飨堂，墓
园有围墙，现仅留墓冢，原墓园建筑根
基尚存，现刘累墓为2015年当地群众捐
资重修。2021年，刘累墓祠被认定为第
二批漯河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刘累祠堂因连遭大雨侵
袭，屋面和后墙坍塌，后由村民和刘姓
后人集资修缮。与此同时，我们将修建
一条观光栈道，沿着幸福河将祠堂和刘
累墓连接起来。”刘累墓前，赵新超讲起
了豢龙村的未来，“我们将以文化旅游为
抓手，着力推广、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文
旅融合示范精品，以‘龙’的精神，助
推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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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上午，市区淞
江路沙河大桥附近沙澧河
风景区内牡丹盛开，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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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河庆
“闰月清明不上坟，上坟祸事就临

门。”清明节临近，在漯河坊间流传着这
样的说法，让很多准备祭拜亲人的市民有
顾虑。4月 2日，我市民俗专家告诉记
者：“自古清明就是祭祀的日子，闰月的
出现和历法有关，和清明没有关系。”

2023年的3月22日，春分后的第一
天，进入第二个农历二月，也称闰二月。
清明节临近，“闰月清明不上坟，上坟祸
事就临门”的民间传言让市民李女士有顾
虑：“传说闰月清明祭奠亲人对子女健康

和成长不利，这是什么情况呢？”记者走
访了解到，这种民间传言传播广泛，许多
市民都有所耳闻。

“清明祭祖的意义就是寄托哀思、感
恩先人，只要心里有祖先，心存一颗感恩
的心，何时上坟祭祖，就没有必要纠结太
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建国告诉
记者，“闰二月不能上坟完全没有依据，
也没必要当真。闰二月可以扫墓祭祖，因
为清明节不是按照农历算的，就算是清明
节正处于闰二月，也没有必要理会，该祭
祖祭祖，该扫墓扫墓。”

清明逢闰二月不能上坟？
民俗学者：没有依据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4月1日上
午，来自我市12个村庄的林氏后裔代
表，齐聚召陵区召陵镇刘庄村举行清明
节祭祖仪式。

当天上午10点，来自召陵区召陵
镇林庄村、刘庄村、归村、李村、蒋庄
村、张三岗村，翟庄街道大河村、龙塘
村、范庄村；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干河陈
村；经济技术开发区邓襄镇于庄村；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大周村12个
村庄 7889 名林氏后裔的 120名代表，
在茔地进行祭拜活动。

“林氏发源于河南卫辉，壮大于福
建。漯河郾地林氏后裔与民族英雄林则
徐同宗同源，都是由福建莆田迁出的。”
采访中，漯河林氏宗亲会负责人告诉记
者。漯河郾地林氏先祖林春是福建省莆
田人，明朝中叶到河南息县任县尹致仕
后，落户漯河。到清朝中叶，虽然在漯
河郾地已有300多年，但林春后人散居
各地，没有家谱传世。后来，林氏后人
采集信息、查寻考证、收集整理，完成
了漯河林氏家族第一部、第二部、第三
部、第四部（初稿）家谱。

清明祭祖 整理家谱

本报讯 （记者 郝河庆） 3
月 31 日晚，“相伴六载 感恩有
你 —— 清 河 相 声 社 6 周 年 庆
典”演出在人民会堂举行。省
曲协原副主席陈冠义作为助演
嘉宾参与演出。

清河相声社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班主张科举后拜师
我市曲艺名家宋清文先生，成
为著名相声艺术家杨宝璋再传
弟子、第八代相声传承人。清

河 相 声 社 在 我 市 有 两 家 小 剧
场，分别是河上街剧场、漯湾
古 镇 剧 场 ， 每 年 演 出 300 多
场。

在当晚的演出中，原创相
声剧 《如愿》 首次搬上舞台。

采访中，27 岁的班主、漯
河市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张科
举对记者说：“接下来，我们要
更加努力地推动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在沙澧大地发扬光大。”

清河相声社举办6周年庆典

4月1日，市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到实践基地开展劳动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4月2日，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采用高压喷雾的方式，
把抑絮药水均匀喷洒在杨树、柳树的树冠上，减少杨柳絮的产生。图为
雾炮车正在作业。 本报记者 张 佩 摄

3月31日，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在沙北街道大高庄社区和海河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防走失黄手环。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4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当天上
午，我市社会爱心人士王新良、
李清春为召陵区启聪特殊教育学
校的81名患有听障或者孤独症的
孩子，送去价值 4500 多元的校
服和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
绳等。

“谢谢叔叔，衣服很好看，
我很喜欢。”当 6岁的朵朵 （化
名） 穿上红色运动衣后，一字
一句清晰地向爱心人士表达谢
意时，李清春激动地把朵朵抱

了起来。
爱心人士还与孩子们一起唱

歌、朗诵诗词、做游戏，陪他们
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王新良是漯河美康减脂封闭
训练营负责人，李清春是做电商
直播的，二人都是我市商界成功
人士，经常捐资助学、慰问困难
家庭。得知有81名患有听障或者
孤独症的孩子在启聪特殊教育学
校生活学习，且这些孩子的家庭
多经济困难时，李清春表示以后
会经常帮助这些孩子。

爱心人士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