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老街——————山货街

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6199502�����周口文化２０2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6

穿越百年似“幻城”
———读朱隽瀛《周滨集》系列诗词兼考辨

童建军 文/图

朱隽瀛，字芷青，天津人（一说北
京大兴人），清同治元年（1862 年 ）举
人， 曾官至河南知府 。 清宣统元年
（1909 年） 在周家口任厘金局局长兼
管治安，时作《周滨集》诗及序，对彼
时周家口的风土人情多有描摹。 在晚
清， 朱隽瀛应该算是一个诗词名家，
出有多本诗集， 且诗作中颇多用典。
笔者苦于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功底

浅，初读《周滨集》有些费力，一知半
解。 不过反复多遍，竟也读出很多意
趣来，有了些穿越百年似“幻城”的感
觉。

一观形胜 。 《周滨集 》序开篇即
写 ：“周家口在汴省南稍东三百里 ，
长河中流 ，穿岸成口 ，缘口立寨 ，其
地属陈州淮宁（淮阳）商水二县。 ”接
下来便是写三河交汇，成“丁”字形 ，
三寨夹河而峙，如三城然 。 “犬牙交
错、雉堞环护，周数十里，外为农田 ，
中为民居，衢巷庐舍，廛市毕具”。 虽
历经战乱，“而今迥非夕状矣 ”，但依
稀可见当年鼎盛和中兴时 “财货充
益，称豫巨镇”的繁华旧影。

二为辨名。 按照朱隽瀛的查考，
周家口旧名隐川渡口 ， 明末即有西
寨，乾隆时，周某重筑之，因以得名 。
“人知设卡由咸丰 ， 不知乾隆岁经
始。 经始者谁实周家，口号周家原非
始”。 “周家口之名罕详所自 ”，许是
历史认知的局限和道听途说的缘

故，朱氏的这一说法是有疑问的。 因
为现代的周口志书讲，明洪武初年 ，
在沙河北岸就有了永宁集和西老

寨。 明朝永乐年间，沙河南岸结成了
子午集，周姓移民在子午街 （现周口
老街）北口开辟渡口，周家口由此得
名。 明隆庆四年黄山商人黄汴的商
书 《一统路程图记 》，其中有三个路
引提到周家口 （周家店 ），这是可以
查到的周家口最早见于书籍的记

载。 明万历年进士熊廷弼《过周家口

诗》“万家灯火侔江浦 ， 千帆云集似
汉皋”， 昭示了周家口已声名鹊起 。
还有清乾隆后期李海观的小说 《歧
路灯 》，以明嘉靖年间为背景 ，其中
五处写到周家口 。 朱隽瀛的诗词所
讲同这些均有出入，不过其 “且为乡
志补丛残，敢道寨垣生气色 ”的出发
点和追根溯源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

定的。
三状风土。 朱隽瀛“由京师取道

郾城， 乘舟抵周家口 ”“云树烟波拥
画舫，沙河初历景全新”。 到后“丁君
治辅以所置安平门内启新街客舍相

让，前后数十楹，颇称轩敞”“无多案
牍蘧庐 （供休息的驿站 ）广 ，最近风
光齐埠佳（原作按：巷外为齐埠口 ），
偶举巷名还一笑 ， 旧人遍住启新
街”。 忙碌之余，则“处尘埃久 ，骤见
烟波云树 ，风帆沙鸟 ，往来于前 ，旷
然怡然 ， 心目俱远 ”。 自乙酉 （1909
年 ） 七月至嘉平月既望 （十二月十
六 ），朱隽瀛遍游三河三寨 ，又赴陈
州 （淮阳 ），写下了 《小黄河 》 《西老
寨》（详见笔者拙作 《寻找西老寨 》）
《大渡口 》《二板桥 》《陈州街 》《雨晴
行寨上》《九月初六日晓发陈州 》《此

乡》（其中写到黄杏樵园 ， 另见笔者
拙作《依稀梦华说杏园》）《登春秋阁
敬赋》《周口竹枝词》等诗篇，写景状
物 ， 其自然风情 、 地域特色尽收眼
底。 “检半年稿得百二十八首 ，因颜
曰《周滨集》”。

四述人情。 在《周滨集》里，不仅
有城寨渡口街巷、河流水栅卡子 、舟
船烟波树桥 、 民居客堂商行等的展
陈， 而且对当地的一些人情世故也
多有记述 ， 衣食住行生活娱乐渔钓
街市礼仪往来等均有涉猎 ， 颇具时
代特征。 既有“老渔言市晨呼卖 ，网
得一头新鳜鱼”的质朴生动场景 ，也
包括作者深恶痛绝的 “汴俗可戒者
二事”。

五论经济 。 “我方榷税来此间 ，
暇举豫乘稽频番”。 既然是任厘金局
局长兼管治安，公务当是正事 。 《周
滨集》序里写道：“今年秋，余始奉檄
来此，筅 (同管 )厘税事，兼督巡警。水
陆之卡十有七，弁兵骑步凡四哨 ，晨
昏循转，笔筹计薄纷于前 ，人符伍籍
丛于后，与曩任此者之宽闲优裕 ，殆
殊霄壤”。 又讲“两寨各星罗，周滨商
市多。设关兼水陆，劝饷到刍禾”。也

有闲暇的时候 ，“官闲无事许看花 ，
偶唤舆行到水涯。 绿树荫中红伞矗，
坡前小驻待船家 ”。 一番忙碌 ，加上
日常的观察 ， 对地方上的经济民生
就有了掌握了解 。 于是 《周口竹枝
词》 里有这样的论述 ：“白金价长贱
青缗，榷使防亏握算频。 为系生涯人
竞看，河湾新购小洋轮。 近闻明诏审
权衡，积习偏难泯重轻。 平到汴平高
已甚，此间还有口南平。 官家济饷重
厘钱，百货纷陈到卡边。 上缆已过忙
下缆 ， 远来防有夜行船……一任沧
桑殊旧象，烟波云树景依然。 寨中廛
市俨星罗，寨外良田万顷多 ”较详细
地讲了关卡 、征税 、物价 、市场交易
等。

六抒情怀 。 文人为官自然会更
多一些所谓的雅兴和想法 。 《周滨
集 》序篇有结语 ：“居之有情而诗斯
作 ，乐吾之乐 ，不计工拙 ，检半年稿
得百二十八首 ，因颜曰 《周滨集 》。
踵前付印 ，并附著地之原委以代予
乘 。 他时归我衡门 ， 念此地之不负
吾 ， 或亦有人焉 。 谓余来而地始有
诗 ，为斯地之幸乎 ，未易知也 。 若因
周滨即古颍滨 ， 云将窃比于苏公
（苏东坡 ），则吾岂敢 。 ”

朱隽瀛在周家口为官时间不长，
当时的周家口也不复往昔的鼎盛和

繁华。 然而一座城市的存续发展，总
有些其独特的基因和密码 。 周口因
水而兴，又因水而荣。 1917 年，孙中
山在其 《建国方略 》里 ，曾经写下这
样一段话 ：“又沿大沙河之左岸 ，至
周家口 ，此一大商业市镇也 ”。 一百
多年过去了 ， 而今的周口已经进入
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 更多了
长风破浪之势和欣欣向荣的复兴之

象。 由此笔者想 ，若问周口兴废事 ，
请君读读 “朱隽瀛 ”。 反之如果可以
穿越的话，朱隽瀛也一定会 “当惊周
口殊”吧。

《西施传》创作谈
柳岸

《西施传》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回想
整个写作过程，不禁心有余悸。 文学创
作不仅是脑力劳动， 也是个体劳作，更
是自我竞技。 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
者也许更想了解成书的背后， 故而我
向大家分享《西施传》的创作历程。

西子给予的神力

《西施传》是“春秋名姝”系列的最
后一部，西施的资料在先秦的古籍中，
比前面几位更少。 后世的文学文本和
坊间传说似乎更多， 而且大都有关她
和范蠡的情感和吴国灭亡的罪责。 即
便是《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关于西
施的部分，零星而有限，就是梁辰鱼的
《浣纱记》， 写西施的内容也不是主要
的。 而刘向《列女传》并未把西施纳入
其中。 《东周列国志》关于西施，有了一
些叙述，不过是《吴越春秋》中的拓展而
已。 所以，要写好《西施传》，压力相当
大。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是我对吴
越文化的了解， 远不及对中原文化的
了解。 所以，备课之时，更加焦虑。 除此
之外，我对 《西施传 》给予了更高的要
求，既然是压轴，必须给读者一个更加
贴近史实、更加丰满、更加鲜活、更加惊
艳的西施。

“春秋名姝”四位传奇女中，只有西
施出身草根。 而且， 她在十五岁之前，
与政治并无瓜葛。 算上她在越王宫训
练的三年，直到吴国灭亡，她隐遁而去，
全部加在一起， 她与吴越争霸的交集，
也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而我写《西施传》
的主要目的， 是想通过西施这个人物，
写吴越争霸，通过写吴越争霸，写出吴
越争霸中那一群人物， 通过那一群人
物，反应春秋晚期的那一段历史。 吴越
之争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 544 年。 史
料有关越王允常与吴王阖闾的记载 ，
是公元前 510 年。原因是吴国因为越国
不随从吴国讨伐楚国，而讨伐越国。 即
便是从公元前 510 年算起， 到公元前
473 年吴国灭亡，还有 37 年。 很显然，
西施出现的十五年， 是无法承载那段
历史的。

如何写《西施传》，对我来说，确实
是一种挑战。 虽然我喜欢挑战，但还是
有压力。

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室内

功课，找到所有关于西施的资料，还有
研究吴越文化的资料。 做完室内功课，
我依旧茫然无措。 所以，我必须到吴越
一带走走， 不仅吴越地域的主要地方
都要走到， 还要与当地的一些文化学
者进行交流座谈。

于是，在 2019 年 1 月 8 日，我开始
了 20 天的吴越之旅。从越国到吴国，旧
都、迁都，以及主要的战略要地，一一走
遍。 而后，为了写好范蠡，我又到了范
蠡的出生地淅川、 隐居地山东肥城陶
山，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走访。

在绍兴走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
常神奇的事情。 2019 年的 1 月 10 日上
午， 我去大禹陵。 从大禹陵回来时，飞
雁同学领我到次坞吃打卤面。 吃完面，
我们计划要去“美人宫山遗址”，那是西
施入吴之前训练之地———土城宫遗

址。 由于疲惫，我头疼欲裂，只得找了
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

冷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潮湿
如棉絮一般缠人。 我喝完咖啡，没走几
步便到了 “美人宫遗址公园”。 这里已
经没有土城宫的一丝气息， 不过是在
遗址上建的一个现代公园而已， 不过
确实是一个很别致的园子。 一进大门，
碰上一个老年人， 他用当地话嘟噜一
句，我听不懂，看他的表情，以为是阻止
我们入园。我便问飞雁，他说的什么？飞
雁说他说： 没什么好玩儿的。 我笑道：
不是来玩儿的，是来看西施的。

进了大门，便是长廊，我收起雨伞，
循长廊而行。 与长廊相接的是一个洗
手间。 到了洗手间门前，我把伞交给了
飞雁，说我要进去一下。

一进洗手间，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而且非常浓烈。 我陡然一惊，仿佛有了
通灵之感。 转而， 觉得自己神经质，可
能是卫生香或者清洁剂的味道。 我四
下找了找，没找到。 我不禁惶然，很快
就出来了。 我跟飞雁同学说我闻到一
股花香。 她很奇怪， 说要进去闻一闻。
她进去之后，不一会儿便出来了。 她说
没有闻到。 我说有，真的，非常浓郁。 小
姑娘很兴奋地说，我得再进去闻闻。 她
进去了，把里面的门全都拉开，依旧没
有闻到花香。

我心中虽然疑惑， 但却不敢再进
去。 我试图找到香源，那时节正是南方
腊花盛开之时， 也许是附近腊梅的香
气。 我和飞雁绕着卫生间转了一周，并
未见到腊梅，也未找到花。

一定是某种机缘巧合， 我才闻到
了花香的味道。 也许真是西子之神，穿
越千年出现的灵异， 助我创作 《西施

传》。 我千里迢迢虔诚地来到土城宫，
为西子立传，西子还能不有所表示吗？
也许……

我诚惶诚恐地离开了土城宫遗址，
坚信《西施传》一定能够写好。

冰箱给予的体力

我的走访， 一直持续到了 2019 年
的农历小年才算走完。 该做的都做了，
该走的都走了， 接下来就要开镰收割
了。

2019 年元宵节之后，上学的、上班
的都走了，一切都安宁下来，我选择了
一个黄道吉日：正月十八。 那天一早，
我沐浴 、焚香 、静坐 ，开启了闭关 4 个
月的写作生活。 其实，在闭关之前，我
最担心的不是别的，而是身体受不了。
写作是个体力活， 如果连续四个月不
停歇地写，即使身体很好，肯定也受不
了。 我很清楚，必须保有足够的体力，
才可以持续几个月闭关不出的写作生

活。 我先生不在家， 他也担心我的身
体。 于是，他便包了许多饺子，塞进了
冰箱。 因为是春节刚过，冰箱里还塞满
了各种食物。

开始，我还蛮新鲜的，觉得冰箱里
有食物，我的生活便有了保证。 吃腻了
冰箱，也可以叫外卖，所以，整个状态还
算不错。

写着写着， 我开始觉得有些焦虑。
大好春光里， 我一日三场敲打键盘，只
吃速冻食品，整个人像一根拉长的橡皮
筋，有一种快要断裂的感觉。突然，出现
了心慌，我很害怕，便停下来，躺下歇一
会。待症状缓解，再继续干活。我知道自
己的心脏没大毛病， 主要是过度疲劳，
稍事休息便可恢复。

进入写作状态，沉浸其中，物我两
忘，而一旦走出来，有种被掏空的感觉。
只想休息一下， 根本没有心思叫外卖，
我就简单煮点水饺。 吃饭只是为了补
充体力，而没有任何感官意义，色香味
根本就不存在。

饺子吃到想吐，就吃方便面，更便
捷一些。

填饱肚子，补充体力，这是我吃饭
的全部意义，对于我来说午休实在比午
饭更重要。吃完午饭，睡上一觉，醒来便
觉得恢复了体力，可以继续“战斗”，而
且晚饭之后，我还要再继续一场。

《西施传》完稿，我一冰箱的速冻水
饺也就报销完了。

跳绳给予的精力

长时间的闭关写作，仅仅靠冰箱里
的食物是不够的，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
毛病。腰椎在 2014 年 7 月做过手术，颈
椎也已经没有了生理弯曲。 而我，必须
保证腰椎和颈椎都不能再出问题，才能
继续写作， 无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
的创作都无法继续进行。 闭关之前，我
每天出去散步，可是闭关中根本没有时
间散步。 我必须找一种能够不出门、随
时运动的项目。所以，我选择了跳绳。跳
绳，不但让我减掉了脂肪，而且保证了
我的精力。

每天早上，起床后刷牙，而后便开
始跳绳。跳两千下，大约三十分钟，整个
人都舒展开了， 所有细胞醒了过来，一
下子就有了精神。 草草吃点早餐，便进
入写作状态。 为了保证颈椎不出大问
题，我特意买了一个颈椎按摩器，临睡
之前按摩 30 分钟。 这样颈椎腰椎都算
是安顿住了，整个人感觉好多了。

即便如此，后来还是出了问题。 我
写到十万字时，感到脊背发凉，整个人
像掉进了冰窖。 已经四月份了，我午休
的时候，裹紧羽绒被还是不行，只好打
开空调，调到制热模式。我百度了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脊背发凉，答案是疲劳过
度。 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啊。

我只能靠运动保持足够的精力 。
于是， 我每天跳绳的数量， 由两千下
增加到三千下 ，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了。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 感觉还不
错。

那一天，我写到了伍子胥被赐死的
那一章。 书中写：“端午节天降大雪，江
河怒吼，天地失色。”我的身体确实如在
书中的场景中一样，感觉全身冰冷。 虽
然已经到了五月初， 我却穿上了毛衣，
外边套上棉睡衣，还是不行，冷得坐不
住。没办法，我又加了一件皮草的马甲，
披上一件羊绒披肩，才勉强抵住从里而
外的凉气。 从此之后，我便落下了一个
毛病，但凡稍微疲惫，就会感到脊背发
凉，好像身体里的元气，咝咝地往外泄
露。

《西施传》终于完成了一稿，我整个
人虚脱一般，犹如进行了一场超负荷的
竞技，所幸借助西子给予的神力、冰箱
给予的体力、跳绳给予的精力，三力之
合终于获胜。

寻踪箕子和衍畴书院
邵瑞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为了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的号召， 我和西华县孔子学
堂顾问周口师范学院高恒忠教授、西
华县教师进修学校盛安生老师、 西华
县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毛继富

等人寻踪箕子和衍畴书院， 为西华县
及周口市文化旅游事业振兴、 持续和
谐发展寻找新的契机。

箕子———中华文化第一子

西华在唐朝初期 、 唐神龙元年
（705 年）称箕城。 《陈州府志》载：“华
邑，箕子之旧封也，故城号称箕城。 ”

衍畴书院因箕子在西华衍 “洪范
九畴”而得名。

箕子，殷商末期人，商高宗武丁的
裔孙，商纣王的叔父，官太师辅朝政，
内圣而外王。

孔子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 殷有三仁焉。 ”———《论
语·微子》 在孔子亲传弟子中只有颜
回、曾子达到了仁的境界，子贡、子路
等优秀弟子虽然名满天下，跻身十哲，
但还没有达到仁者的境界。 孔子称箕
子为仁者，可见箕子境界之高。

唐代柳宗元《箕子碑》中说：“凡大
人之道有三： 一曰正蒙难， 二曰法授
圣，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实
具兹道以立于世。 ”

正蒙难。 箕子不愿像比干那样犯
颜直谏，被剖心剜腹，也不能像微子那
样离开祖国，就假装疯癫痴呆，保全了
有用之躯。

马融说：“箕子，纣之诸父，明于天
道 《洪范 》之九畴 ，德可以王 ，故以当
五，知纣之恶无可奈何，同姓思深，不
忍弃去，被发佯狂，以明为暗，故曰箕
子之明夷。 ”

衍洪范九畴，寻治国大道。 《尚书》
记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
归；作《洪范》。 ”“洪”即大，“范”即法，
“洪范”即根本大法。 《洪范》是一篇治
国理政的根本大法。

法授圣。 《洪范》《史记·周本纪》记
载：武王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保佑老百
姓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我不知道治国
安民的常规、常道，即根本原则、法则。
箕子传给周武王以洪范九畴———九条

治国安民大法。
《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

归周，武王亲虚已而问焉。 ”
化及民。 箕子带领族人及弟子在

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箕氏侯国”，亦称
“箕子朝鲜”。 朝鲜史书《东史纲目》记
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
风大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妇人守
贞不淫， 婚嫁不重聘礼， 民众节俭敬
睦，社会和谐安定。

《尚书大传》《史记·宋微子世家 》
《竹书纪年》《易林》《汉书·地理志》《后
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 等史
书对箕子的事迹有明确记述。

易经卦爻辞中唯一一个有史可考

的历史人物。 《易经·明夷》：“六五，箕
子之明夷，利贞。 ”《易经》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源头，六经之始，被历代思
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等推崇备
至。 唐代名相虞世南说，“不知易不可
为将相”。

洛书后天八卦系统的重要传承

者 。 《汉书·五行志 》：“禹治洪水 ，锡
《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沈
青岩 《演 （衍 ）畴书院记 》：伏羲受 《河
图》之启发，研究出了先天八卦系统，
道统传给了文武周公；大禹受《洛书》
启发 ，研究出了后天八卦系统 ，传给
了箕子。

箕子《洪范》最早总结整理了五行
学说。

箕子的修身处世智慧

见微知著，明察秋毫。 《韩非子·纣
为象箸》说：“（商）纣王刚登基，就让工
匠做象牙筷子。 箕子认为：使用象牙筷
子，必然要用犀牛角和玉做的杯子，吃
牦牛、大象、豹子这样的珍馐佳肴，穿
绫罗绸缎的衣服， 大兴土木建豪华楼
堂馆所，奢靡浪费之风难以禁止，悲惨
结局可以预知。 ”不久，纣王和商帝国
便在穷奢极欲中灭亡了。

大智若愚，明哲保身。 《韩非子·说
林上》：“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
左右尽不知也。 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
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
其危矣。 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
危矣。 ’辞以醉而不知。 ”

箕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成就

最早提出了幸福人生观———五福

学说。 五福：一曰寿（长寿），二曰富（富

贵），三曰康宁（健康安宁），四曰攸好
德（好德行），五曰考终命（善终）。 箕子
不仅科学设计了幸福美满的人生，而
且指出让人民过上五福临门的美好生

活是政治家的责任。 “敛时五福，用敷
锡厥庶民。 惟时厥庶民于汝极。 ”不仅
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而且还要有好德行和善终，把人民
的幸福感最大化。

首次提出了民主集中决策制度 。
“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意即
重大决策， 要深思熟虑、 广泛征求大
臣、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审时
度势，遵循规律。 箕子首次提出“社会
公正”的政治思想，主张明德保民的开
明君主制。

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 。
箕子把“食”列为“八政”之首，把民生
问题当作最大的政治。

箕子的教育成就———衍畴书院

《陈州府志》《西华县志》记载：“陈
为宛丘太昊所都， 其属邑西华则古箕
子之国，旧有演（衍）畴台址，峙于学宫
榛莽中，敝庐三楹，绰楔题曰：演（衍）
畴书院。 ”“四乡学士云集，弦歌相闻，
灯火相照，居肆成事。 ”

高级干部研修学院———《学记》记
载，古时候的教育，家设“私塾”，党（五
百家）设“庠”，术（一万二千五百家）设
“序”，国设“太学”。 塾、序、庠、学，都是
学校。

衍畴书院是 “学 ”，是国家设立的
从事学术和应用研究的地方，即太学，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

院，教育对象是高级干部，宗旨是经世
致用，为江山社稷服务。

学风———箕子在西华筑读书台 ，
建衍畴书院，兴读书、明理、悟道、力行
之风———使受教育者“洗心修慝，真实
读书；明义理、淑身心，成仁取义，心有
所耻”（见明代监军道胡嘉栋衍畴书院
《附课士要言》）。

除进行人伦教育外， 发展工业和
手工业教育， 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

《学记》 中说 ：“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学乎……良冶之子，必学为
裘（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学习比干）；良
弓之子，必学为箕（发展工商业、手工
业，学习箕子）。 ”

教学理念———可以高度概括为一

个“囚（汉语音为阳平 qiū）”字，即长时

间在一个地方， 做成一件事，“一门深
入，长时薰修”“居有常，业无变”“知类
通达，强立（坚强的意志）而不反，谓之
大成。 ”

箕子读书台、衍畴书院遗址及景观

乾隆年间《西华县志》记载：“衍畴
书院建于箕子台上，旧建洪范堂三楹，
东西庑各三楹。 ”

民国《西华县志》记载：“衍畴书院
设于黉宫后箕台旧址，名云曰衍畴，亦
有箕子而得名。 ”

箕台夜读———乾隆年间 《西华县
志·古迹·箕子台 》记载 ,箕子读书台 ，
四周遍栽桃李 ， 夜阑人静 ， 书声琅
琅， 韵致清幽， 故有 “箕台夜读 ”之
称。

箕子祠———《陈州府志 》 载 ：“华
邑，箕子之旧封也，故城另称箕城，县
城东南隅，其势甚高，有箕子祠在焉。 ”
箕子化及民，而民祭祀之。 《西华县志·
祀典》记载：“箕子庙，春秋二仲上乙日
至祭。 ”

箕子祠共造房屋九楹，礼堂三楹，
东西两厢各有陪祠。

在老县城东南隅，有衍畴书院、明
伦堂、黉学宫、文昌阁、魁星楼，为古代
教育中心，四乡学者云集，修学论道。
有诗为证：衍畴书院出名流，箕子台上
观星斗。 魁星高照青龙岗，不占鳌头在
云头。

箕子读书亭———箕子读书亭又叫

衍畴亭。 乾隆年间《西华县志·古迹》
记载 ：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年）， 巡抚吴志新来西华听到箕子的
事迹，感佩不已，遂“委邑令洋重建”。
因当时箕子读书台旧址已被建为“明
伦堂”， 于是在县城西北隅建箕子读
书亭。

砚台池———箕子读书台西边有一

水池，名砚台池。 四周遍植柳树，绿树
成荫，倒映池中。 箕子和弟子常到水池
旁读书。

砚台池传奇：3000 多年来，砚台池
水从不干涸，暴雨倾盆水不外泄，平时
清澈见底。 有诗为证： 箕子挥笔著洪
文， 砚台池里装乾坤。 洗心修慝明仁
道，造就真实读书人。

恢复重建衍畴书院 ，是新时代建
设创造型新西华的强大动力，开展箕
子文化研究将为西华县的文化、教育
振兴 ， 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