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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
个，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于每年
公历8月22日-24日交节ʪ元代吴澄所
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Ž处，止
也，暑气至此而止矣ʪž表示炎热的天
气即将过去ʪ

的确，随着处暑的到来，高温且
战且退，凉意昼伏夜出ŸŸ真正的秋
天淡写容妆，轻挑罗帘，款步而来ʪ

按照季节划分，人们通常将立秋
视作秋天的第一个节气ʪ而立秋之后
才是处暑，下一个节气则是秋分ʪ如
果把秋比喻为一场大戏，立秋只不过
是大戏行将上演的一张海报；及至处
暑，人们分明就听见了大戏开场前的
锣鼓；而大戏的高潮，则要等到秋分
的时候ʪ是的，立秋，只是轻轻地叩了
一下秋天的门；处暑，则是一只脚已
跨入了秋天ʪ久居闹市的人，往往对
季节的转换又不太敏感，乡村则不
然ʪ庄稼人对节令的感知，有着极为
敏锐的触角ʪ当时光的列车隆隆驶入
处暑，哪怕并不太明显的清秋之韵，
已被他们及时捕捉得到了ʪ

Ž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ž，这
是白居易《早秋曲江感怀》所描写的
处暑ʪ是的，这是一个冷热交替的时
节，白天的骄阳虽然热情不减，但夜
晚的凉风已悄然而至ʪ凉爽的天气多
了起来，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入
秋ʪ古人将处暑分为三候：Ž一候鹰乃
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ʪž
其中的Ž禾乃登ž，是说农作物即将成
熟的意思ʪ农谚云，Ž处暑满田黄，家
家修廪仓žʪ这个时节，早熟的庄稼已
该收获，秋收大忙的日子也为期不
远了ʪ

其实，从立秋开始，秋就开启了

它的序章ʪŽ立秋三日后，百草结籽
粒žʪ立秋过后，即使在我地处华北平
原的家乡，田地里的秋禾也都结出了
穗子，Ž枣红圈，梨发喧žʪ这个阶段，
雨水充沛，艳阳赤烈ʪ经过半个来月
的孕育与成长，及至处暑，玉米灌满
了粒，长高了个儿；谷子低下了头，鼓
出了粒儿；花生谢完了花，坐实了果
儿；山芋收敛了蔓，撑裂了埂；苹果晒
红了脸，坠弯了枝；南瓜爬满了地，压
低了架ƀƀ所有的果实，都在这时甘
甜飘香，都在这时饱满丰盈；就连野
花野草，也齐刷刷地圆润起来，随风
招摇，曳舞生姿ʪ没有早秋的单调，没
有晚秋的萧瑟，一幅最美的秋之画
卷，呈现在大地这块巨大的画布之
上ʪ秋之韵味彰显十足，在原野上竞
相纷呈ʪ

家乡人常说Ž处暑大地有三鲜žʪ
所谓Ž处暑三鲜ž，无非是指嫩玉米ʩ
新山芋ʩ鲜花生ʪ这时的玉米，籽粒饱
满，用手指一掐，便溢出奶状的浆水
儿ʪ擗几个，剥到只剩一两层皮，上锅
蒸煮或用余烬烤熟，又香又甜，神仙
闻到都得跳墙；这时的山芋，皮薄肉
嫩，少丝不柴，绝对新鲜ʪ挖出晒上几
天，蒸ʩ烤ʩ熬粥，又软又甜，好闻又好
吃；这时的花生，白白胖胖，香中带
甜ʪ从土里拔出来，那果儿一嘟噜一
串儿ʪ洗掉泥土，放些花椒大料茴香
籽，开锅便熟，鲜香四溢，既可当小吃
儿，又能佐酒佐饭；处暑时节，秋令鲜
果渐次开启了上市模式ƀƀ美不美，
头一嘴，诱惑与冲动，在此时碰撞，形
成共鸣ʪ

处暑，让我们告别苦夏，步入清
凉，身心俱爽 ；处暑，让我们迎来金
秋，面对丰收，无限憧憬！

处 暑
ǃ刘明礼

节 令 随 想

宋金对峙 长淮咫尺分南北
ǃ张建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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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也是安徽历史上第二个人口增长

高峰Ǒ宋金隔淮对峙，Ā良田沃土，悉为茂草ā；杜充掘河后，水患成为淮河流域的

最大灾难ü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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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以西ǐ张公山以南的大片低洼地即是古化湖陂Ǒ

还记得Ž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ž
吗？从经济发展维度衡量，北宋是中国
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时期ʪ安徽的沿江地
区兴修圩田，引进良种占城稻，农业生
产水平超过盛唐；淮河流域更是河渠通
畅ʩ沃野千里，这句Ž走千走万，不如淮
河两岸ž之谣，大概就是那时开始流传
的ʪ当时安徽实际人口在500万人以上ʪ

《安徽人口志》述评：自安史之乱
起，我国的经济和人口经历了两个世纪
的停滞与倒退，到宋代又重新走上发展
的道路ʪ经济上，宋代采取了奖励农桑ʩ
招复 逃，旌赏垦荒ʩ兴修水利等措施，
生产工具和种植方法上也有所改进，同
时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
弱ʪ这一切使得宋代社会经济在前期大
破坏的废墟上得到了比较迅速地恢复
和发展ʪ直到Ž靖康ž止，农业ʩ手工业ʩ
商业及商品化程度一直持续发展上升，
超过以往各代ʪ缘此，人口得到增长ʪ太
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有户309万，
到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便达到2088
万，135年中增长了5.8倍ʪ

北宋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达到高峰，
但在军事上却积贫积弱，重文轻武ʪ从
宋太祖Ž杯酒释兵权ž始，武将受打压，
军事人才ʩ军备能力都进入谷底，对北
方的辽ʩ夏ʩ金等强敌几乎无可奈何ʪ

随着北宋被金所灭，蚌埠地区再次
沦为战乱频发的前线ʪ而公元12世纪的
黄河夺淮，更是雪上加霜，对蚌埠地区
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让沿淮人民陷
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ʪ

宋代战事

宋太祖赵匡胤在Ž黄袍加身ž前，曾
在涂山打过一仗：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正月，周世宗柴荣率军征讨南唐，争
夺沿淮战略要地ʪ南唐大将刘仁瞻在涂
山下设阵与北军对垒，并出小股部队袭
扰后周军侧背，意图断其粮道ʪ柴荣即
令赵匡胤攻打涂山ʪ赵匡胤亲赴前线观
敌料阵，出其不意引奇兵迂回至涂山
后，在涡口打垮了南唐兵，继而乘胜追
击克清流ʩ占滁州ʪ稍显遗憾的是，涂山
之战虽不似Ž赵匡胤千里送京娘ž故事
一样不可考证，但史书对赵匡胤如何出
奇兵打败南唐的作战细节没有描述，涂
山因此少了一段故事ʪ

南宋抗金的战斗胜仗不多，化湖陂
之战就是其一ʪ

金兴定三年（1219年），金举兵南
下，三路并进攻打南宋ʪ东路金军主攻
安丰军及滁州ʩ濠州等，并分兵袭击全
椒ʩ来安ʩ天长等县ʪ金军的攻势虽猛，
奈何宋军各州县拼命抵抗，金军战果不
大，且连战多日，人疲马乏ʪ金军统帅看
各州县久攻不克，拟集中兵力伺机与宋
军决战ʪ不料后路被抄，在化湖陂被南
宋忠义军截击ʪ

忠义军是北方沦陷区自发抗金的
起义军，几股主力部队活动在齐鲁ʩ江
淮一带ʪ接受南宋朝廷的招安后，协助
官军与金军作战ʪ都统李全是忠义军的
主要头领之一，他见金军主力南侵，后
方空虚，就率兵截击金军退路，在化湖
陂与金军激战ʪ陂是多音字，指山坡ʩ水
岸ʩ池塘时读[bìi]，指地名时读[p Ø]ʪ化
湖陂在今蚌埠市区燕山以西ʩ张公山以
南的区域，俗称老鸭湖，曾是淮河古河
道，当时是一片大泽ʪ金军冷不防被李
全截杀，多名将领战死，士卒伤亡甚多，
东路金军Ž乃撤各州县之围ž，仓皇而
逃ʪ李全乘胜追击，又在怀远境内的曹
家庄激战一场，大败金军，Ž金人自是不
敢窥淮东žʪ

化湖陂之战在《续资治通鉴》ʩ清嘉
庆《怀远县志》上均有记载，《怀远县志》
注Ž化湖陂在县北ž，疑有误，曹家庄则
是在县北，可能是将两次战斗记混了ʪ
明天启年的《凤阳新书》明确标注化湖
陂在蚌埠集南ʩ与怀远交界处ʪ

Ā长淮咫尺分南北ā

靖康二年，赵构登基，改年号为建
炎ʪ建炎元年（1127年），金人南侵，高宗

赵构Ž泥马渡江ž，逃到江南ʪ高宗绍兴
十一年（1141年）与金和议，以淮河为宋
金的分界线，自此Ž长淮咫尺分南北žʪ

开封城破ʩ二帝被俘，靖康之耻令
文人士子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ʪ和议之
后，宋金以淮为界，隔河对峙的结果是
Ž良田沃土，悉为茂草žʪ杨万里在《初入
淮河》诗中郁郁不平：Ž船离洪泽岸头
沙，人到淮河意不佳ʪ何必桑干方是远，
中流以北即天涯ʪž

Ž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ʪž张孝祥
在《六州歌头》中愤愤不平：Ž念腰间箭，
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ž奈何Ž时易
失，心徒壮，岁将零žʪ想起那些身处沦
陷区的人们，Ž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ʩ
翠葆霓旌žʪ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
一年又一年ʪ望断长淮的诗人不禁Ž忠
愤气填膺，有泪如倾žʪ

陆游绝笔Ž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
不见九州同ʪ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ž，同样表现出悲愤的故国情
思，但其时距宋金和议已近70年ʪ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金兵渡淮攻
取濠州ʪ化湖陂之战后，宋军收复濠州，
在今蚌埠淮河以南置钟离县；宝祐五年
(1257年)，设怀远军，重置荆山县ʪ元至元
二十八年（1291年）定名怀远县ʪ南宋咸
淳七年(1271年)，今蚌埠东北置五河县ʪ

墓葬对比 再现历史

蚌埠地区的宋代不可移动文物有
古墓ʩ古井ʩ古窑ʩ房址等，据不完全

统计：
1978年6月，市百货公司防空洞施

工，发现宋代古井；
1999年6月，李楼乡双庙村龙子湖

岸边发现两座宋代砖室墓；
2003年，淮上区太平岗遗址墓葬群

中发现多座宋代墓；
2009年，禹会区九龙村发现一座宋

代窑址；
2013年2月，经开区湖滨社区军李

村龙湖生态园村民挖鱼塘时发现一座
宋代墓；

2014年，禹会区马城镇广德村抢救
性发掘一座宋代墓；

2016年2月，淮上区曹老集镇荷花
园居委会发现一座宋代墓；

2018年，淮上区吴郢村安置房项目
建设中发现两座宋代小型砖石墓ʪ

宋代遗存相对汉明委实不多，但也
有较为典型的考古发现，梳理出宋代经
济社会的基本面貌ʪ

2004年4月，蚌埠市文物管理处对
蚌明高速太平岗段发现的一座古墓进
行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断
代为北宋初期ʪ该墓为凸字形单室砖券
墓，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四角均有仿木
的转角结构，四壁有多处砖砌小坎，西
壁嵌砌壶纹高浮雕砖，修造比较讲究ʪ
墓室规格不大，但出土了瓷器ʩ铜器ʩ铁
器ʩ漆器ʩ砖雕20余件，为蚌埠地区近年
来考古发掘所少见ʪ尤其是黄釉绿斑彩
碗ʩ黄釉碗ʩ青釉碗ʩ黄釉枕ʩ青釉四系
罐ʩ黄釉执壶等出土瓷器，齐聚了安徽

境内三大名窑繁昌窑ʩ寿州窑ʩ萧县白
土窑的器物，说明墓主家境殷实，也说
明当时安徽制瓷业的发达，反映了江淮
地区经济社会处在恢复和发展阶段ʪ

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介
绍，宋代制瓷业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繁荣
时期，瓷窑在全国范围内星罗棋布，有
定ʩ磁ʩ耀ʩ钧ʩ建ʩ越ʩ龙泉ʩ景德镇为代
表的八大窑系，最为著名的是汝ʩ官ʩ
哥ʩ钧ʩ定五大名窑ʪ寿州窑没落以后，
蚌埠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窑口主要包
括北方的耀州窑ʩ萧窑和南方的景德镇
窑ʩ建窑ʩ吉州窑等ʪ

考古人员在太平岗高速公路取土
坑发现3组19座宋墓，分布密集，均为砖
室券顶仿木结构ʪ砖墓室形有长方形ʩ
方形，大部分墓有地砖ʩ甬道ʩ拱门ʩ挡
土墙等，但墓室狭小，相当简陋，极少陪
葬物ʪ更为特殊的是，有些墓室内竟堆
放多具骸骨，最多的有5具，几乎是叠压
在一起ʪ与该墓区相连的是一组房址，
从房间样式ʩ面积及平铺地砖的大广场
看，可能是一处军营ʪ房址中出土器物
主要是瓷器，器型以碗为主，瓷色ʩ瓷
质ʩ窑口多样ʪ

发掘报告分析：从出土的两枚钱币
Ž景德元宝žŽ嘉祐通宝ž看，入葬时间不
早于北宋中期ʪ墓葬密集，多数墓散乱
埋入多具尸骨，应是非正常死亡，推测
应是宋金交战期，墓主应是战死的北宋
官兵，且伤亡较多ʪ

墓室内陪葬品极少；房址内除了杂
乱的日用瓷器外，其他物品很少ʪ说明
当时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物资较为贫
乏，社会经济遭受战争破坏ʪ

房址中出土的瓷器瓷色ʩ瓷质多
样，釉色有青釉ʩ白釉ʩ黄釉等，胎色也
有白ʩ灰ʩ红ʩ黄等，分别来自不同的窑
口，说明战前瓷业较为发达，瓷器流通
范围较广ʪ

瓦砾层中夹杂大量的火烧灰痕ʩ成
片的红烧土区，证明房屋曾遭焚毁ʪ甚
至连靠近房址的墓室内壁也有烟熏痕
迹，推测可能军营失守后被金兵焚烧ʪ

比较宋初民墓和官兵墓，可以窥知
墓葬所在时期经济由盛转衰ʩ国力逐渐
减弱的社会现实ʪ

固镇县大楼墓地发现30多座古墓，
年代跨度近两千年ʪ从墓形结构ʩ出土
文物推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
生活状况，发现汉墓用砖最大ʩ烧制最
精；南北朝墓用砖最多ʩ堆砌讲究；个别
宋墓规制也比较整齐，有较多陪葬品，
反映这三个时期居民生活水平较高ʪ

杜充掘河

自先秦至北宋，黄河出孟津后流向
东北注入渤海ʪ汉代起，虽偶有南泛入
淮的情况，但对整个淮河水系尚未构成
严重影响，黄河主河道主要在华北平原
上摆动ʪ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10月，东京留
守杜充在滑县李固渡掘开黄河大堤，企
图Ž以水代兵ž，阻滞金兵南下ʪ非但没有
达到阻敌的效果，却将豫鲁皖苏多地城
池村镇ʩ大片良田淹没，被淹死的百姓20
万人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
死亡不计其数ʪ此后至清咸丰四年(1854
年)的726年间，黄河改流东南夺淮入海，
淮河水系遭受严重破坏，曾经繁华的江
淮地区毁于滔滔洪水ʪ水患从此成为淮
河流域的最大灾难，对蚌埠地区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发展造成严重制约ʪ

黄河南泛对蚌埠地区的自然地理
也造成深远影响ʪ蚌埠市文物工作人员
在淮河北岸太平岗发掘宋代墓葬时，曾
对墓葬地层剖面做过仔细勘察，发现墓
葬地层之上有厚达2米的淤泥层，说明
该处曾遭大水淹没ʪ对应的地层年代恰
恰就是历史记载的黄泛期ʪ类似太平岗
的高地都被大水淹没，平原地区的人们
更难以生存ʪ考古人员还发现，墓葬年
代之后，这一地区出现文化断层ʪ淮河
两岸自古是生态宜居ʩ物产富饶的地
区，没有重大的灾害或人为因素，不会
出现文化断层现象，这显然是宋金隔淮
对峙，叠加黄河泛滥ʩ人口流失ʩ耕地抛
荒的结果ʪ

考古人员在勘探双墩遗址发现，双
墩一带原是高出周围十余米的岗地，岗
地边缘的生土层在地表十米以下，生土
层以上都是淤土，这是千余年的黄河南
泛泥沙堆积的结果，让地势高亢的双墩
岗地不再突出ʪ如今一望无际的淮北平
原，与黄河冲积造地大有关系ʪ在宋以
前可能还有些沟沟壑壑，历次黄泛带来
的黄土泥沙，将一些低洼处Ž填平补
齐ž，造就了今日的地貌ʪ

逃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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