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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刘 鹗

词汇·名词·绰号类

1.双音节

胡棍 路上要是看到南头庄上的胡棍，立
马躲开，跟他碰碰撞撞的，一定没得你好果子
吃。——痞性十足的人

混球【混球子】 南门口的头号、二号两
个混球又来捣乱了，该格（今天）你去开导开导
他们。——不明事理的人

豁子【豁嘴子】 三队的豁子等会儿来大
队开会，你们几个见了千万不要笑他，也不要
说他什么。——豁嘴的人

哭包【哭蒲包、哭赖包、哭死包】 我的
手还没碰到她呢，哭蒲包就又哭了。——不为
什么事动不动就哭的人

侉子 山东的程侉子炒的瓜子又脆又
香。——口音跟淮安语音不同的北方人

懒货 东边庄上的第一懒货来了，你们谁

能让他做一件事，我请你们吃冰棒，一人一
根。——懒惰的人

乱神【乱盘菜、乱菩萨、乱猪屎】 你们
快走，乱神来了，省得把耳托（耳朵）听脏
了。——说话不上道子，讲脏话、胡话的人

Mao 子 程mao子刚来过，说了一段他老
家宝应的话，真有味儿。——口音跟淮安语音
不同的宝应东乡一带的人（“mao”这一音节，
词典中找不出它的同音字，淮安读音接近于方
言中“没、熬”的合音，发音短促，声调近于第四
声；“maozi”，与“帽子”音近）

媒子 派出所的人三番五次告诫他：“程
媒子，不要再做媒子的事了，不仅害了自敢（自
己）人，也害了你自敢（自己）。”——用来诱骗
同类上当的人

囔包【浪包】 囔包跟你们玩，你们不要撩
他，他的眼睛已经哭红了，再哭眼睛就要哭伤
得了。——动不动就哭的人

囔包【浪包】 这事更不能派囔包去办，他

哪有本事能把这事办成？——办事不力的人
孬子【孬种】 跟人家谈这么一大笔生意，

怎么能让孬子去呢？他没得这个胆子和能
耐。——怯懦无能的人

孬子【孬种】 以后再跟别的队比什么胜
负输赢，一定不带孬子，他没得一回能硬到
底。——强硬不到底的人

孬子【孬种】 程孬子就这么个德行，说是
请客吃饭，每次没到菜馆门口就蹲下去
了。——说了话不算数的人

甩子【甩大头】 他每次看到隔壁的甩子
被人耍弄，总会站出来轰走那些不三不四的
人。——经常被人耍弄的人

甩子【甩货、甩大头】 我们不要再喊他
“甩子”了，他才15岁，以后还要撑起这个家，我
们必须帮他，带着他做事。——没有能力、本
事的人

酸子 他教过私塾，懂得的礼数多，前后
三庄人都喊他叫“酸子”。——过于讲究礼节

的人
塌货 小塌货又带着几个小胡子去饭店

了，你是他姨父，你应该说说他。——不学好，
乱花财物的人

哇子 碰到这件事，哇子更想不通了，这
两天你跟着他，开导开导他。——遇到事情想
不通或往一头想的人（“哇”取其音，与其意无
关）

小开 该格（今天）程家的三（排行）小开
又换了一身打扮，大分头油亮亮的，我看，没得
比他再时尚的了。——打扮得很时尚的小伙
子

熊包 他家的熊包二十了吧？再不教教
他，日后怎么撑得起那个家？——懦弱、无能
的人

㤘种【㤘头】 他家的三（排行）㤘种真㤘，
老主任那么劝他，他半句也没听进去，非要按
他说的来。——性情特别固执、强硬，不接受
别人规劝的人（“㤘”，淮安方言读zhóu）

2.三音节

矮骨冬【矮 人 国 、矮 骨 丁 、矮 骨 冬 子】
你们不要再叫他“矮骨冬”了，个子矮也不是他
好意的，那是天生的，谁也改变不了。——矮
子（“冬”取其音，与其意无关）

肮刺鳞【肮刺鱼、昂刺鱼】 肮刺鳞跟你
们一个组，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地刺挠他、碰撞
他。——说不得、碰不得的人（“肮”āng，取其
音，与其意无关）

白头翁 他头夫是白了，但还年轻，你们
以后不要再喊他“白头翁”了，他听了会不舒
服。——头发发白的人（“白”，淮安有的片区
读方言中“不、屋（不读wū）”的合音）

岁月如流，往往会冲刷历史的印记；世事沧
桑，也常常让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掩埋在厚重遥
远的烟云中。这不，古久以来，淮安区复兴镇一
直存在着一个难以揭开的谜，那就是：传说中的
复兴古城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有关专家就陆
续将这个疑团作为课题，进行评估、挖掘和论
证，从地下土层结构的挖掘分析到出土文物的
搜集，却意外地发现复兴镇城头村具备良渚文
化遗存的特征。江苏省文物局将其核定为“复
兴镇城头村良渚文化”遗存，2019年3月29日，
省政府行文公布于世。

活跃在民间传说中的古城“蒙太奇”

故事和传说必定有一定的文化渊源，而经
久不衰的故事和传说，尽管没有形之于文字，但
毕竟会有相应的历史依据作蓝本。在古老的复
兴镇，人们世代传承着这一类的故事和传说：历
史上复兴有城，甚至有名，称之“凤凰城”。民谚
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不知何朝何代，一只凤
凰裹挟着一片彩云翩然而来，落在一个大户人
家的稻谷堆上；远近的居民，闻风赶来，焚香膜
拜，并认定这是风水宝地；然后，十里八乡的人
们纷纷迁居而来，从此，人烟旺盛，渐成辐辏之
区；久而久之，此地便筑就一座城池。人们首先
建成一楼，将神鸟凤凰供奉起来。于是，顺理成
章，此楼便名“凤凰楼”，此城乃叫“凤凰城”，而
当初凤凰落翅的地方就称“凤谷村”。

山不转水转，风水也保不定会有被“破”的
时候。就有那么一位新娘子，在不当的时间点
倒了马桶，不仅时辰不对，而且方向也错，正好
面对凤凰楼的朝向，从而形成一股杀气，成了风
水的大忌；结果，此地的风水被“破”了。那只凤
凰便展翅飞走，在远离此地60里开外的偏西北
地方，落在一棵古老的大槐树上；打那之后，凤
凰的迁徙之处得了风水，又逐渐形成一个城，名
之为“槐安”，取“凤凰得槐而安”之意。据说就
是后来的“淮城”。

传说复兴古城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大，方圆
数十里。除了覆盖了复兴镇全境外，北至如今
阜宁的童营，南至如今的博里、阜宁县凤谷，东
至窑头河东，都囊括其中。

一块古城砖，或能“砸”开复兴古城的“冰山
一角”？

复兴镇城头村居民唐连甲，是一位耄耋老
人，曾收藏过不少老物件；包括石碾，石碓，石
磨，石磙，尚且存在；其中还有石斧，石锥，鹿角，
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可惜早已散失；除此以
外，还存有一块古城砖。经过测量，这块城砖，
呈台体状，青褐色,正面还有凸起的条形网状花
纹，甚为精巧，折射出先民的审美情趣。即便不
是行家，也可断定它就是古城砖。因为城墙的
墙体是上窄下宽，有相应的坡度；而这块城砖的
厚度呈上窄下宽状，这与垒筑城墙的原理是吻
合的。

关于这块城砖的来历，据唐老讲，是当年公
社化时期开挖塘口时从地下挖到的。复兴镇地
处淮河以南的里下河地区，历史上上千次的黄
河溃堤，“制造”出一片幅员广大的黄泛区；经过
长年的淤积，形成一个厚度达两米左右的黄泛
层，将原先肥沃的黑土层掩埋起来。聪明的农
民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召集八九个青
壮劳力，一锹一锨地开挖一个五米左右长宽不
等的塘口，掀开黄泛层，就可挖出油亮的黑土，
成了上好的有机肥，再均匀地播撒在农田里，增
收又增产。城头村良渚文化的发现，包括老唐
家这些古物的来源，皆得益于此。老唐还说，当
年开塘口挖出同类的城砖有数十块，都散落在
其他村民家中，如今仅剩下他这唯一的一块，其
实也是“无心插柳”。

老唐还把我们带到当年发掘城砖的现场，
当下，已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他一边比画着，
一边说，估摸着那一道埋在地下的可以探索到
的古城墙，至少有50米长。

这块弥足珍贵的城砖，其功不小，或可砸出
了神秘古城的“冰山一角”！

封土堆群落，见证着人文历史的厚重

在复兴镇境内，存在一个封土堆“群落”，总
体数量达几十个。而民间却称之为“墩”，都有

名号；这些土墩，一
般都高出地表百余
米，呈圆锥状，底部
直径达六七十米。
现在有迹可寻的仅
有渔滨村境内的史
墩、竹（粥)墩、万墩、
马由墩;大李村的钱
墩、李墩(现俗称为
前墩、后墩);陈杨村
的青墩、葛墩;城头
村的大墩、小墩等
等。可惜，随着农民
取土的方便以及农
田改造和灌溉沟渠
配套的需要，这些土
墩早已夷为平地。
目前原址残留的仅
有一处，那就是陈杨
村的葛墩，高出地面
一米左右，占地面积
仅有五六十平方米,
荒草萋萋。

有趣的是，每一
座土墩，都有一个故

事。例如马由墩:这座墩很神奇，附近人家办红
白喜事,需要大量的餐具，但只要早晨在墩下石
凳前点上一炷香，作个祷告，当晚就可从石凳上
取回所需要的物件，但必须按时按件归还。

这些土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规模，其实都
是名门望族的墓葬。因为在开挖过程中，都毫
无例外地发现规格较高的棺槨，是清一色的楠
木;大多是套棺，缝口用松香填涂，十分考究。
随葬品有玉器、金首饰等等，还有陶器之属，陶
罐里装满了汉代钱币，可见墓主人绝非平头百
姓。对这些物品,除了贵重的为极个别胆大的
人取走外，一般人大都迷信,视为阴间之物,唯
恐惹上晦气，避之而不及。只有那些楠木棺板，
却派上了用场，充当了学生的课桌。

城头村境内的所谓大墩，其实应该叫许墩，
因为墓主人许姓，传说他曾在朝廷做过大官。
陈杨村的葛墩，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基本
保持完好。循阶而上，墩上有四角亭，楠木架
构，高两米余，方三米左右，虽有损坏，骨架尚
存。亭内有圆形水池一口，直径两米上下，水深
一米多，清冽见底;中有绿藻数株，鱼可十数头，
往来翕忽。诡异的是，这口水池虽然高出地表
百余米，即便在大旱之年，其水位总保持恒久，
从不枯竭。墩中也曾被挖出楠木棺槨，棺内有
宝剑一口，金鸽一双，尸骨之上，有一护心镜，可
见墓主人乃是一位武官。因其棺内出现双鸽，
所以又俗称之为鸽墩。据目击者称，其中还有
石刻墓碑，依稀记得有丁将军字样，只可惜早已
不知所终。

密集的古井，彰显着昔日的繁华

有井水处，便有烟柳人家。渔滨村有个王
姓村落，史称砖井王。传说此地原有三口井，后
来增加到99口。干嘛要这么多，是因为井分两
种用途:打得浅的，井水咸，含盐量高，用来煮
盐;在那个年代，盐，可是金疙瘩，人们不仅耕种
土地，更可以煮盐为业，发家致富。打得深的，
井水淡，用于日常生活之需。

可事实上，这里古井分布的范围并不局限
在砖井王一处。由王庄向东，据目前所知，一直
延伸到距此两公里之外的许庄、裴联一带。在
那里，同样有古井的分布。这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如上所言，当地居民在开塘口取黑土时，时
常发现有古井的存在。虽深埋地下被淤积，但
井况完好，井壁也没受损坏。这些井几乎一律
由井砖砌成。有井台,井台有砖制、石制两种，
形状分圆形和多边形两类;井砖很为特别，呈弧
状;上下左右皆有榫头榫槽，安之合缝;要想取
井砖,非得掀开井台，从上方一块一块提挪，还
得小心，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很难取出一块完好
无损的。扒走井中的淤泥，会拣到玉器，鹿角，
簪子,铜镜,陶罐之类的物件。结果却又有一个
惊人的发现，整个井面光滑油亮，如同一个圆柱
体竖立其中。烧制井砖釆取什么样的弧度才能
保证井壁上下一丝不苟地成为标准圆柱形，正
体现先民高超的数学、几何学乃至建筑学的水
平。

有着密集的古井做见证，足以彰显昔日的
繁华程度。

古怪的地名、田块名，镂刻着古久繁华的印记

城头,本是一个古久的地名，还有东城西城
之分;附近还有“三界”，亦有北界,西界,南界之
別。据说这三界，古代曾一度在此驻军，呈掎角
之势，以拱卫这座城池。查得字典，“界”的概念
里没有驻军或营盘的义项;如果三界在历史上
确有驻军一说，那么，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的原则，这个“界”，或可疑为“寨”之误。三界，
或即“三寨”？莫非以讹传讹，沿用至今，也就不
以为怪。与城头村毗邻，在博里镇境内，尚有一
个叫扁担城的地方，是否为城头古城的拱城，一
时难以考定。

大李村,俗称第府头，据说是一位地位很高
的文官的庄园。还有一个“八大家”，传说曾是
八个姓氏不同的名门望族聚居之所，一度声势
显赫；其中门姓，尚有余脉，确属稀有姓氏，省内

外难有出现。现在的马庄，俗称扣马庄，据说是
某朝代一位战功显赫的大将军驻跸之所。

除了地名以外，许多田块名也稀奇古怪。
在渔滨村，就出现许多田块有不同叫法。什么
下尾,毛田,状元田,捻店，何屋基，府市口，大码
头，上坂，县门口，等等，不啻五花八门。就是在
那个叫县门口的地界，当年群众拿黑泥时，就曾
经挖到一个硕大的用砖块砌成的拱形门洞，可
见高度两米左右，宽度无法目测，因为可能碰到
地下泉眼，地下水哗地喷出来，出现塌方，如果
不是动作敏捷，在场人很可能在劫难逃。这门
洞究竟是城门洞还是窑洞，难究其详。

现在的灯郎村，也有传奇。传说是秦始皇
“赶山杀海”的终结地。秦始皇灭掉六囯实现了
大一统，但他尚不满足，还想开疆辟土。有一天
夜里，他在梦中碰到了一位仙人，仙人赐了他一
杆神鞭，并告知他有何妙用,然后飘然而去。一
觉醒来，发现卧榻边果然有杆长鞭，他揉揉眼
睛，梦中情境，记忆犹新。于是他召集文武大
臣,交代完国事，便遴选八百精壮跟随，握着神
鞭，向东海方向一路赶来。果如仙人所言，路上
遇到高山，他扬鞭一挥，高山立刻夷为平地。最
终他来到灯郎这地界，只见大海茫茫,他又扬鞭
一抽，只见海水滔滔退去，眼前便出现高高的陆
地，黑黝黝的泥土香，他闻之而醉。其时已近夜
晚，霎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大家都淋成
落汤鸡。无奈，八百精壮一面设法为始皇遮风
挡雨，一面着人从远近居民家取来门板,树桩,
被褥,绳索，灯具,吃食之属，为始皇搭建了一道
长廊,一时灯火齐明。始皇虽一路劳顿，却不甘
心，便又扬起神鞭，谁知这一鞭抽下来，眼前却
蹦出许多鱼虾！他讶异神鞭失灵，已失去赶山
杀海的神效，十分懊恼。其时，又一阵狂风大
作，手中紧握的神鞭居然化为一道白烟，不翼而
飞。彼时，风也停，雨也住，可始皇却病了。八
百精壮赶紧护卫始皇赶回都城。从此，这个地
方便称之为灯廊。据说后人感念皇恩，甚至专
门建起一座楼，名之为“秦皇赶海楼”。

史料的支撑:历史上确有一个东城县

笔者为了弄清东城县的来龙去脉，便委托
一位叫朱政的学生兼好友，查找赖以支撑的史
料。他在镇政府从事文字工作30余年，一直是
名勤恳的文史爱好者。为此，他花费了颇多精
力，精读了《二十四史》，遍查了相关志书和史
料。按其摘录的笔记进行梳理，表述如下:

东城县治的设置，最早出现在东晋义熙七
年（公元411年），史载：“东晋统辖山阳郡九年
（411一420年6月）”；依据是：“义熙七年，山阳
郡从广陵郡，临淮郡析置山阳郡（注：山阳郡是

从临淮郡中分离而出），并设山阳县，郡治山阳
县，辖山阳，左乡（注：今阜宁县境内有东左、西
左地名）、东城、盐城四县。”

东城县第二次出现在史书中，从《宋书·州
郡志》中可见:“武帝（刘裕）永初二年（公元421
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彼时，山
阳郡上隶南徐州，“下辖山阳，盐城，东城，左乡
四县，郡治在山阳县城。所辖四县共有户2814，
口22470”。此时的东城县，与东晋时的情况一
致，从方位上考量，区位当在山阳县与左乡县之
间，如此，这个东城县当在如今复兴镇城头一
带，当无可疑。

东城县第三次“现身”，是在《南齐书·州郡
志》中。其略云：“山阳郡领东城，山阳，盐城，左
乡四县。”这与前两次史书所记，毫不相左；东城
县与其他毗邻的山阳，左乡，盐城三县同隶属于
山阳郡，只是在行文排列顺序上有些错位。

待到史书中第四次出现东城县的时候，东
城县却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史载：“山阳郡治
所，在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以前一直
在山阳，自此时起即移治于东城县”，进而“直至
梁太清三年（公元547年），方还治于山阳城，共
历64年。”也就是说，由于在此期间，山阳郡的治
所由山阳县移至东城县，东城县做了临时“代理
老大”，统辖了山阳，左乡，盐城三县达64年之
久。其缘由只能归因于战乱。

历史烟尘里的复兴古城探秘
许文金许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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