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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l5分为'+'态生活、乡风

民俗和沧桑iii'迹三个板块 。

生态生活展示了1rJj县 |仨| 然、

地理、物产等生态现象，究

山其稳中有变的客观特征 :

乡风民俗从社会学、民俗学

和l舆情学的角度 i阜述千百

年来在 |剖守中蜕变又在蜕变

巾守望的民风民俗 ， 展现了

沛县人民的性格秉赋和价值

取向 : 沧桑埠迹选取了如1í县

在几千年社会行进中的一个

个历史截I町 ， 1~录了 1r11 县区

域内曾经存在 |而 今不复存

在、曾经拥有的j今仍然!lI.!好

地拥有着的历史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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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愁唤起感恩

一-序《沛县风物》

刘广远

沛县北接邹鲁，南连江淮，大运河穿境而过，南北文化在这

里碰撞交融，北方农业文明与南方商品经济不约而同地渗透在

这片古老大地上。 可以这样说，沛县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和

发散区，它汇聚整合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开放开

拓为主要特征的吴楚文化，以及以原创包容为主体精神的中原

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汩水、泡水和大运河为主要载体的汩

运文化。拉特的区位造就了沛县独特的文化景观。涵容这些特征

的《沛县风物》一书，便是从观照历史和面向时代的角度对这一

文化现象的审视与解读。

"风物"一语，内涵富厚，山川大地、自然景观、社会习俗、文

化传承、世间万象无不包容其中 。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游抖)1] ~诗

序中说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风物讲的是自然景观;宋代梅尧

臣 《送俞尚寺垂知崭春县》诗中所说的"应见言风物，于今有贡

蛇风物说的是物产与风俗， ~明史·西域传四·天方》记述"当郑

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中，风物则专指地方习俗。 正是基于

这样一种识见， ~沛县风物》 一书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一

个契合点和生发源，对沛县地域文化和社会风情进行一次全面

梳理和肯切记述，目的在于展现这片古老大地上曾经存在而今

仍在延续发展，或者日趋式微乃至消亡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一种



2 

珍藏的记忆。

作为沛县政协文史委一项拯救和挽留地域文化符号与历史

记忆的社会工程， (沛县风物》 一书酝酿已久， 2013 年正式提到

工作日程并具体擎画 。 本书共分三个板块生态生活""乡风民

俗"和"沧桑遗迹"。"生态生活"意在展示沛县自然 、地理 、物产等

生态现象，突出其稳中有变的客观特征;又展现了一直发展变化

着的包括衣食住行、城乡农工商在内的社会生活，浓缩了从原始

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 "乡风民俗"

是从社会学 、民俗学和舆情学的角度，追述千百年来在固守中蜕

变又在蜕变中守望的民风民俗，试图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记述，

展现沛县人民的性格秉赋和价值取向，从精神层面守住这些沉

积的历史和难忘的记忆。 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自古人文茶

萃，曾经拥有着一大批的历史遗存和人物故事。 "沧桑遗迹"截取

了沛县在几千年历史行进中的一个个截面一一平面或立体的，

明晰或模糊的，存在或消失了的一一但都是一个个曾经的存在，

一段段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不唯历史又不忘历史，复活沧桑又不

复制沧桑，意在展示沛县曾经存在而今不复存在，曾经拥有而今

仍然更好地拥有着的景物故事，因为那上面铭刻着沛县人民的

精神和记忆。

我们期待，记述沛县地域文化、 乡土特色的《沛县风物》的出

版，能够唤起一大批老年人对悠悠往事的斑驳记忆，重温那些略

带苦涩而又无法释怀的生活情节;能让年轻一代从中了解他们

的父辈 、祖父辈们曾经拥有过的童年乐趣和生命的无奈，更加感

恩时代，珍惜生活，奋发有为，创新未来;文史界和天南地北的朋

友们，能从这部书中增加对沛县人文地理和风土民情的了解。如

此，本书的编写目标就算真正实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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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币县风物

故城古驿

沛县建立城邑始于商代，仲y也域是商汤左相仲尬

的封地。 到了周代，留域和湖陵城相继建立，是宋国的

重要城邑。 公元前 286 年，沛县直县。 秦朝?田水郡郡治

设立在沛县，时称?田水域，在古i田水东岸、沛县县治之

东 。 到了汉代，沛地相继建立千秋城、广成城、灌域，在

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元代在古县城遗址上建立

小王域，明清两代相继建立沽头域和夏镇西域，为工部

分司驻地，管理滑运。 历史上，沛县一直是南北交通要

冲，设立兼有水路和陆路功能的交通驿站汩亭驿，以及

与之相配套的夫厂 、销和递运所等，形成古代物流和信

息传递的网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和地形地貌的变化，这些城

池驿站大多没没，成为记载沛县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

个遗迹。



j币县风物

名人留迹

沛县因水而名，因水而灵。 许由曾在沛泽隐居，老

子曾临汩悟道，至圣先师孔子曾来沛地与老子进行思

想交流，扬子 、孟子 、庄子、墨子、苟子、韩非子等文化巨

子也在古沛留下了睿智的身影。 大汉高祖刘邦及他的

伙伴们，曾在故乡留下了一个个不朽的传奇。

今天，沛县古迹遗存众多，汉高祖原庙 、歌风台 、歌

风碑、 i田水亭 、 i田水亭碑 、 i田水故道、吕基 、 樊井 、琉璃

井 、刘邦店 、五里三诸侯故里 、射载台 、栖山汉墓群、阁

古古墓、仙林庵、华位故居等，无一不是历代名人在沛

的雪泥鸿爪。对此， {史记》 、 《汉书》、《东观汉纪》、《西京

杂记》等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历史名家也多有许说， {徐

州府志》 、 《沛县志》等地方志更是翔实记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沛县重建、新建了一批名胜景点，主要有汉

魂宫 、沛宫、大风歌群雕等。

21 



?市县风物

各地名材

在沛县古老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点缀着 1500 多

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村名的由来，多与姓氏、地理特点 、

独特景观、建筑物 、产业或灾荒迁徙、历史变故、名人遗

迹、 民间传说等因素有关。 例如:张庄 、李庄 、周庄 、王

庄 、鹿楼、黄楼 、 阎集……均以同一姓氏集居一地而命

村名;栖山 、孟坑、杏花村、鸳鸯楼、朱瓦屋、 篱笆庄 、 葛

针园……均以地理特点和独特景观而命村名;韩夹河、

丁湾、苗洼 、鹿湾 、韩口 、 葛口 、魏堤口 、孔堤口 、夹堤子 、

王桥、 大闸……均以水源及其水利交通与设施而命村

名;关帝庙 、土地庙 、玄帝庙 、二官庙 、马寺……均以宗

教场所而命村名;陈油坊、马菜园 、姜梨园 、郝窑……均

以产业特点而命村名;大屯 、杨官屯 、五段、侍吁子……

均以灾荒迁徙而命村名 。 刘邦店 、安国集、靳井 、敬安 、

扎营园 、韩营、魏营 、八堡 、十里铺、沽头等村名，或与名

人、帝王 、历史传说有关，或与历史上的战事 、 屯垦有

关，或与古代的驿邮 、滑运等机构设直有关。 还有一些

取名独特的村庄，如小鬼庄 、扁担庄 、一股烟 、杂八池、

斜庙 、半截楼 、老和尚寺等 ， 则记录着一段特殊的历史

与传说，彰显着一方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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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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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地村庄中，不少以"寨"和"集"命名，这与当时的

社会生活状态有关 。历史上的大户人家，往往在居住地

筑抒圈墙，形成寨吁，辟门设防，以御盗贼和外侵，同时

彰显门户 。例如"大张寨原是三官庙村大户张大池的

寄庄子。 清咸丰七年，修寨筑抒，设立炮楼，组织团练，

保境安民。 再如"胡寨"\，也是在捻军入沛的背景下，当

时蔡坝村民胡朝阳遵奉道谕率众筑寨自卫而成的村

庄，名为"胡家寨

立集市，全县以集命名的村庄多与此有关。 沛县《清光

绪志稿》中记述生意买卖多在寨吁里，按日成集，每

集自辰至午，人才散去，货物罗列，购买者错杂纷纭，毅

击肩摩，挥抉成云，商人多数是山东、山西人。 "

林林总总的村名，不仅见证了沧海桑田，社会变

迁，也同时展示了沛县丰富的历史文化。进入 21 世纪，

镇村建设步伐加快，昨日的村落在今天的社区沙盘中

渐次消失。 记述昔日古老的村庄，留下渐渐逝去的乡

恋、乡情、 乡愁，为过去 、为现在、为将来，都有着十分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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