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4 日，阳光甚好。岚川府村村民朱根宪拿着一本 1930
年出版的《长葛县志》翻了起来。“我们村朱姓人，是明太祖朱元璋
的后人。”朱根宪说。

在这本《长葛县志》中有一篇李国琪写的《岚川府朱氏祠堂
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余从考其谱牒，则固明祖之裔，其
出自周王与王君同，由王橚传若干世，有曾封岚川府者，迁居长社
之东北，遂以其封号名村，记载甚分明……”

查阅相关史料，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叫朱橚，是明成祖朱
棣的同母胞弟。1370 年朱橚被封吴王，1378 年被改封为周王，
1381 年就藩开封，王府设在北宋故宫，朱橚一脉后裔统称周藩后
裔。

1425 年朱橚薨逝，终年 65 岁，谥号“定”。因其封国为周，谥
号为定，故称周定王。现今禹州市无梁镇的周定王陵，就是他的
陵墓。

按照记载，我们推断岚川府的来历大致与朱元璋的第五子朱
橚有关。

有意思的是，《长葛地名志》中记载，仅长葛地区自然村带
“府”字的村名中就有小连府、奎府、四三府以及改名前叫府的村
庄颍川府（现为老梅庄）和秋德府（现为秋庄）等。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带“府”字的小村庄竟然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逢“府”必姓朱。

岚川府朱姓人一直在续修家谱。“我们的前 20 字派语是‘有
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恪广登庸’，后续 20 字派
语是‘承先光祖训、修德振家声、景福延令绪、永世庆华宗’”村民
朱红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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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川府村旧事（一）

核心提示

（（337337））

村里朱姓村民是朱元璋的后人
村里朱姓村民是朱元璋的后人？？

“ 府 ”字 ，
有达官贵人的
住宅和对他人
住宅敬称的含
义。比如有人
问“您府上是
哪里？”便是问
您家在哪里，
是一种敬辞。
旧时，府多是
官宦、贵族的
住宅，或身份
尊贵的人居住
之地，例如开
封府、应天府、
王府等。若是
村名中带“府”
字，必是有一
定 的 历 史 渊
源。

在长葛市
大周镇西北，
有一村庄名叫
岚川府。它地
理位置特殊，
位于长葛、新
郑、尉氏三地
交汇处，历史
上人才辈出，
享誉三地。

一 个 村
庄，为何带有

“ 府 ”字 ？“ 岚
川”又有何寓
意？本期《许
昌往事》带你
一起来到长葛
市大周镇岚川
府村，了解这
里的旧事。

岚川府村朱姓村民是朱元璋的后代？

也许你会问，如果他们是明朝皇室宗亲，不在开封城里享福，
为啥要东奔西跑迁居到“长社之东北”呢？

朱根宪说，几年来他们查阅资料，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大
明周王直系后裔开封族谱》中发现线索，似乎可以解释迁居的原
因。该族谱中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二月朝廷以推恩令出《宗藩条
例》……自愿出王府另择吉地为营者十房有一，世宗嘉靖封通许
二府、长社四三府、岚川府等，郑东祭佰城府、六府营、祥府营等
……”

原来，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宗室采取了封藩建制，陆续将自
己的 24 个儿子和 1 个侄孙封为藩王，驻守全国各地，这些宗室后
裔永享明朝中央财政供养。皇室宗室人员不科举、不侍农、不经
商。

养在藩国中的宗室贵胄们，终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形成
了庞大的财政全供阶层。即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
民，食禄而不治事……徒拥虚名，坐糜厚禄”。

这个朱元璋当初构想的“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的宗藩制度很
快便畸形发展。因为宗室藩王的不断繁衍，200 年后的嘉靖至万
历年间，仅开封周王一脉的宗室人员，据统计，就有 32000 余人。
仅供养宗室人员的财政支出就需要 240 万两白银以上，而嘉靖年
间，明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每年约为 200 万两白银，造成了严重的
财政负担。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韩王府因为饥荒饿死人，宗室人员
殴打当地官员。消息传到京师，嘉靖皇帝震怒，颁布“推恩令”，实
行《宗藩条例》，鼓励宗室人员主动迁出封地，自谋生路。

“朱橚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主动从开封迁出，凭借祖传的医
学本领，最终在长葛北部定居下来。”朱根宪说。

由此可见，位于双洎河两岸的岚川府、四三府都是当时周王
藩外迁的宗室人员所建。这也印证了明朝时凡是朱姓皇室人员
居住之地皆称“府”的传说。

明皇室宗亲，为何迁居于此？

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棵古树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古树的寿命
越长，证明一个地方的历史越悠久。

随村庄一同老去的是岚川府村中的一棵大槐树。2017 年长葛市
林业局对这棵槐树进行了树龄鉴定其树龄约 500 岁，并列入古树名
木挂牌保护。这些相关信息足以证实了村民中的传言——这棵老槐
树，就是朱橚率领族人迁出开封居住到此地时种下的，与村庄同岁。

这棵老槐树历经风霜雪雨，躲过天灾人祸，至今仍枝繁叶茂，实
乃幸事。

由于槐树生长得极其缓慢，以至于它虽有 500 岁高龄，树围却仅
有一抱。这棵老槐树约有两层楼高，中空，树皮还算结实，支撑着高
大的树身。满树的叶子依然翠绿，生机盎然。

据说，因为老槐树树干中空，木质腐朽，里面曾经还长着一棵三
四十厘米多高的构树（别名构桃树），形成了“树中树”的奇景。

据老人们回忆，以前村里人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喜欢围坐在老槐
树下聊家长里短，孩子们总喜欢爬到树上掏鸟蛋。

再后来，土房变成了瓦房，瓦房又变成了楼房。树下的人长高
了，树下的人走了，可这棵老槐树依然满树翠绿。

是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名字。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叫下去，突
然有一天，有谁问起名字是咋起的，人们方才想起那里还有一个村
庄。村庄的名字再一次被叫响，那时候，人们便会想起村里的那些
人、那些事儿……

古槐树见证村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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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藩后裔家谱中关于岚川府村的记载。

岚川府村街头的古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