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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河，一
座城，赋予了小
河村无尽的遐
想。近年来，小
河村不仅人才
辈 出 、人 杰 地
灵，而且留有不
少 古 迹 遗 存 。
其中，春秋城颍
遗址就包含商、
西周、春秋、战
国、汉等多个历
史时期的文化
层。小河村流
传的故事繁多，
有“庄公会母”
的故事、“卧龙
潭”的传说，这
些丰富的民间
故事脍炙人口、
代代流传。

退休后，生活在平顶山市的乡贤杨
绍卿说，小河村的小泥河曾有白龙潭、
莲花寨、响水潭等五处泉眼。小泥河汇
入颍河后，加上小泥河与颍河之水，汇
聚点被人称为“七泉神水”，又称“七股
泉香水”。取“七股泉香水”烧茶，历来
被称作“颍水香茶”。该茶的茶水清澈
明净、不含杂质，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
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颍水香茶”宜人芳香、入口绵长、
香浓甘甜。杨绍卿说，是小泥河成就了

“颍水香茶”，人们发现这个秘密后，纷
纷取水烧煮“颍水香茶”，常喝这种茶水
可滋润皮肤、消热散火、消食利尿、养胃
护肝。

明嘉靖年间的《重修颍桥碑记》载：

“凡滇、黔、楚、蜀之有事于京师者，胥取
途于此。”意思是说，过去云、贵、川的人
到京师办事都经过颍桥。小泥河与颍
河衍生出的“颍水香茶”更是闻名遐迩，
已成当地的一种茶文化和独有风俗。

常饮此处的茶水，甚至让人上瘾。
据传，古有南阳一知府上京办事路过颍
桥，因连绵雨天住在客店，每日喝“颍水
香茶”，几天后喝茶成瘾，喜爱有加，待
天晴后也不想离开颍桥。

回到南阳后，这位知府喝不上颍河
茶水，经常闷闷不乐。一日，他听说有
朋友北上办事，就一再嘱咐其回南阳时
一定要带一桶颍桥的河水。那位朋友
归途中回乡心切，路过颍河把取水的事
忘了，到汝河边上才想起，他不愿再返

回颍河取水，就近在汝河装了一桶水给
这位知府大人捎了回去。该知府煮茶
后，一入口就说这不是颍桥的河水。他
的朋友只好赔礼道歉，说明情况。

后来，这位南阳知府弃政后，索性
把家搬到了颍桥，了却茶瘾。

历 史 上 ，颍 桥 西 至 洛 阳 ，东 至 汴
梁。精明的颍桥人在颍桥两边建起不
少茶馆，方圆数十里的茶客游侠、名人
居士在此饮茶品茗，或吟诗作对，或乘
茶 对 弈 ，以 茶 会 友 ，以 茶 谈 商 ，一 年 四
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附近小河村的村民在此开设茶馆，
做 小 生 意 的 ，也 靠“ 颍 水 香 茶 ”养 家 糊
口。淌淌不息的颍河、小泥河，滋润了
小河村，养育了小河村。

“七泉神水”泡出“颍水香茶”

郑庄公“掘地见母”的故事不少人
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小河村。

春秋初期（公元前 722 年），郑国国
君郑庄公平定亲生母亲姜氏和胞弟叔
段篡权夺位的阴谋，在杀掉叔段后，郑
庄公将姜氏囚禁在城颍。

对于母亲姜氏和胞弟叔段的叛乱，
郑庄公非常生气，他对外发誓“不及黄
泉，不相见也”，也就是说要与母亲断绝
母子关系。当时，有个叫颍考叔的人在
颍谷管理疆界。听说这件事后，他把贡
品献给郑庄公，郑庄公赐给他饭食。

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特意把肉留
下。郑庄公问他为何这样做。颍考叔
答道：“我吃过的东西我的母亲都尝过，
但从未尝过君王赐予的肉羹。请让我
将肉羹带回去，送给母亲品尝。”郑庄公
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唯独我没
有！”颍考叔说：“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郑庄公把断绝母子关系的誓言告诉了
颍 考 叔 ，并 表 露 出 后 悔 之 意 。 颍 考 叔
道 ：“ 这 件 事 简 单 ，在 城 外 挖 出 一 道 泉
水，权当在黄泉处相见，谁还能说您违
背了誓言呢？”

郑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建议，从此
恢复了母子关系。先秦左丘明的编年
体史料《左传》开篇就记载了这个故事。

在小河村当地，如今还有“掘地见
母”的阴司沟遗址。该遗址位于小河村
西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向北通
向郑庄公城遗址，向南通向小泥河。 宋
代大文豪苏轼曾在此凭吊往事，游历阴
司沟，留下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古隧
有残坎”，描绘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小河村与古镇颍桥相邻，周围遍布
与“掘地见母”相关的古迹。阴司沟与
小泥河交汇处有“卧龙潭”，相传郑庄公
曾在此停留歇脚。从阴司沟出来，走过

“ 卧 龙 潭 ”，沿 着 小 泥 河 南 岸 向 西 一 公
里，河的南岸有莲花寨，形似一个小城
池。相传，郑庄公曾在城颍的城池外，
为母亲单独营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
城池，因周围水中生有莲花，取名莲花
寨。莲花寨三面环水、与世隔绝，算是
把母亲软禁在此。

莲花寨东北处有一座高台，名为望
香台，据传是郑庄公发誓后悔的地方。
每当思母心切时，他便会带上随从、香
案、焚炉等，由城颍前往莲花寨，在高台
上朝莲花寨焚香祈祷，向母亲坦露悔恨
思念之意。

如今，莲花寨、望香台遗址尚存，也
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凭吊历史往事，抒
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

如今，襄城县越调剧团把《掘地见
母》的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已经排练
完毕，下一步准备在全县范围内演出。

阴司沟据说是“掘地见母”处

据史料记载，春秋初期，郑国的郑
武公于公元前 743 年退位，随后其子郑
庄公继位，在位 43 年，于公元前 701 年驾
崩。据说，郑庄公的墓就在颍河北岸关
店村东北方向。

郑庄公在位期间，国都设在如今的
新郑一带。郑庄公是春秋初期中原的
霸主之一，为了开疆拓土，他在颍河岸
边的位置（如今小河村北部）建立城池，
取名城颍、颍邑，又叫郑庄公城。

有关城颍和郑庄公城的记载，散见
于各种典籍史料。其中，《左传》记载：

“郑庄公遂置姜氏于城颍 ”。《辞海》记
载：“城颍，古邑名，春秋郑地，今河南襄

城东北。”明嘉靖《许州志》记载：“郑庄
公 城 在 距 离 襄 城 北 侧 四 十 五 里 的 位
置。”等等。

小河村处于郑庄公城城池遗址附
近。20 世纪 70 年代，小河村北侧的颍河
岸边，尚留有高大的土筑城墙，夯土层
次分明，夯窝清晰可见。后来有人在古
城遗址上建窑，挖土烧砖，把古城遗址
全部破坏。

如今，春秋城颍遗址分布在颍河两
岸的小河村、大河村、古城周村，颍河西
岸故城与颍河东岸故城隔河相对，两城
合并相加，东西长约２千米，南北长约
2.4千米，面积约有 5000 亩。

该古城遗址出土文物丰富，曾出土
有磨制石斧、石镰、石锛、纺线石轮等石
器 ，商 代 铜 器 ，西 周 陶 鬲 ，春 秋 战 国 陶
豆、刀币、铲币、小编钟、铜鼎、铜箭头、
戈尖，西汉“千秋万岁”瓦当、虎头瓦当、
城市陶下水管道，以及大量的汉代水井
子母砖、房屋瓦片、空心砖等。另外，考
古人员还在河床内发现有多眼古井。

许昌大地很少见如此大规模的古
城遗址，故而有人怀疑此古城遗址为战
国时期韩国都城阳翟、秦汉颍川郡治所
在地。因汉代颍河发大水城废，颍川郡
治才迁往颍河上游，但没有发现确切的
史料和文物证据，只能存疑。

春秋城颍遗址出土不少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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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小河村旧事（二）

春秋城颍遗址城墙内的砖石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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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村南侧小泥河拦水坝的位置曾是“卧龙潭”记者黄增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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