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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和地
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内涵。
虽然我们经常用到地名，却常常不知
其来历，现对淮北市三区一县及下辖
18个镇的地名，略作解析如下：

一、濉溪县及各镇地名来历
濉溪县与濉溪镇同名，地名来历亦

相同。濉溪位于溪河入濉河之口，据说
古时此处有一徐姓人家，为往来过客提
供食宿之便，故称为徐口子、徐溪口、濉
溪口。明代时此处为一处农村集市，至
清代随着商业的繁荣，逐步发展成为一
个重要城镇，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县政府
与镇政府的共同所在地。可见，濉溪是
因濉河、溪河在此交汇而得名。

刘桥镇，镇名来自于桥名。刘桥从
前叫刘武桥，是溪河南岸的一个小村
庄，那时人们傍水而居，到河对岸都是
靠划船，出行很不方便。有一位叫刘武
的石匠看到乡亲们出行困难，就开始给
大家义务修桥。可是，桥修到一半，刘
武生病去世了。这时，另一位也叫刘武
的青年石匠看到没有修完的桥，接着修
建起来。终于有一天，桥建好了，两岸
人家都很高兴。从那以后，大家出门方
便了，也都很感激这两位叫刘武的石
匠。为了纪念这两位修桥人，就把居住
的村子叫刘武桥村，后来改叫刘桥。刘
桥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延续至今。

百善镇名称的来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东
魏武定五年（547）时，在此地设置了白
掸（shàn）县。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
古迹》记载百善集“盖即白掸之讹”，隋
大业初年（605），白掸县被撤销并入临
涣县。后取吉利语，白掸更名为“百善
集”。另有一种说法则是与善人、善事
有关。据传，当地有100个善人曾建一
个“百善堂”后得名百善。关于百善还
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在百善集北面
沿着古运河的走向是古驿道，驿道旁设
驿站。驿站边有对搭着凉棚卖茶水的
夫妇，每遇到过路的穷苦人喝茶都不收
钱。人们被这对夫妇的善举感动，就把
这对夫妇叫做善人。后来渐渐有人把
家搬到驿道的两侧，逐渐形成了村落。
为了纪念这对善良的夫妇，人们就把这
里叫做百善集。

铁佛镇之名源于一座铁质大佛。
铁佛镇里原来有一座唐代古寺，古寺的

“大雄宝殿”里有3尊佛像，其中最大的
1尊是用铁铸成的。因此，寺庙叫铁佛
寺，铁佛寺南面的村庄叫铁佛村。

临涣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原
名铚城。春秋战国时期是宋国的边
陲。秦统一六国后，在临涣设铚城县。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攻取的第一座城池
就是铚。临涣之名首次出现是在南北
朝时的梁朝。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
520年至527年，普通是普天之下大通
之意）的公元521年，梁收复了北魏所
占的铚城故地，并设临涣郡。郡名为临
涣者，因郡临近涣水（即今浍河）而取
名。从此临涣之名沿用至今。

五沟镇，镇内沟河很多，有浍河、澥
河 、淝 河 的 水 系 。 明 朝 成 化 年 间
（1465—1487），因为沟渠淤塞，人们常
常遭受内涝。为了活命，大家开挖了青

沟、燕翅沟、兴龙沟、胡沟、张沟来排
水。水疏通后，渐渐地在五条沟之间形
成了一个集市，叫做“五沟集”。

韩村镇，韩姓人在此地摆摊卖茶，
人称“韩店子”，后称韩村。

孙疃镇，“疃”是“屯、村庄”的意思。
据传此地因元朝时一位孙姓武官先居而
名孙疃集，后镇名来自于集名。关于孙
疃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孙疃区志》
记载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元朝末年，
朱元璋率领农民军打下滁州，进而兵困
南京。守护南京的元朝将领脱脱料想
南京难以守住，就派手下的武官孙乐护
送其子女回故乡大青山避难。孙乐带
着脱脱的子女偷偷逃出南京，越瓜州渡
口，换上汉族人的服装，假扮商人，坐船
顺着大运河逆流而上。船快到淮阴时，
孙乐得知南京失守，料脱脱兵败必死，
就命令艄公掉转船头向西行进，进入洪
泽湖后，又从五河口进入浍河。他本想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没想到，船
到浍河中游，脱脱之子溺水而亡。孙乐
后来和脱脱之女结为夫妻，在浍水北面
找了一片开阔的滩地，就是现在孙疃集
的浍河北岸，搭起3间草棚，以开饭店
为生。3年后搬到浍河南岸建起了瓦
房，后来慢慢形成集市。因为孙姓先在
这里定居，所以就叫孙疃集。

南坪镇，坪本义为平坦之地，南坪
者以宿州南部坪地而名。

双堆集镇，因境内两座土堆而得
名。境内两个土堆名为尖古堆、平谷
堆。两个土堆相距3华里，镇南边的土
堆有30多米高，叫尖谷堆。西边的土堆
有20多米高，顶部平坦开阔，叫平谷堆。

四铺镇。清朝初年，清政府从宿州
沿着睢阳古道，向西每隔十里就设置一
个驿站递铺，专门用来传递官府文书。
该地因距离宿州西四十里而得名“西四
铺”，简称四铺。

二、相山区及各镇地名来历
相山区区名来源于古代人物相土。

相传，距今4000多年前，商部落首领相土
承先辈基业，成为本部落首领。他胸怀
大志，奋发有为，把部落势力向东扩展
到渤海之滨。其间，曾居相山，《太平寰
宇记》载：“古相城，即相土所居，盖人山一
号，自虞夏时已然也。”也就是说，以相命
名古都为相城，城之主山也因此命名为相
山。相土、相山、相城，人山城名于一号。

渠沟镇古称曲沟，又称曲阳镇，因
靠近濉河的支流曲水（今萧濉新河）得
名，是历史悠久的小城镇。两千多年前
的春秋时期，鲁、宋、卫、陈四国会盟，协
商讨伐郑国，便在渠沟。《后汉书·郡国
志·沛国》、清光绪《宿州志》均有记载。
该处原本地势低洼，沟渠纵横，是相城
通往西部的要道。

三、杜集区及各镇地名来历
杜集区区名来源于杜集村、杜集

寨，因该地村民多杜姓故名。杜集村原
址为杜集寨，是南通宿县（今宿州）北达
萧县的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原有围
墙和护城河。

朔里镇，原名“马庄台”又叫“店子
集”，是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的家乡。
为什么改叫“朔里”呢？这要从一个故
事说起。相传，西汉大文学家东方朔因
为上书反对汉武帝征收巨款大修上林
苑，惹怒汉武帝，从此不被重用。东方
朔晚年辞官后隐姓埋名，出游来到朔
里。朔里当时只是一个名叫“马庄台”
的小村子。东方朔和村民们一起饮酒，
酒后吐真言。村民们对这位刚正不阿，
为官清廉的人十分敬重同情，把他当作

亲人看待。东方朔感激马庄台父老乡
亲的盛情，说：“这里就是我东方朔的第
二故乡。”东方朔死后，人们为了纪念
他，便把“马庄台”改名“朔里”了。

石台镇的得名，是因为石姓建村在
地势高之处，名为石台。石台镇内有十
几个叫台子的村庄，比如石台子、纵台
子、童台子、蒋台子、任台子等等。有民
谣这样唱道：“一溜十八台，都在两河
沿。”那么多的台子，为什么都在两条河
的边沿呢？原来，石台自古以来就是黄
河决口后的泛滥区域。每次黄河决口，
石台都会遭受水灾之苦。直到光绪元
年（1875），黄河改道东流，这个地带才
得以解脱。于是，农民纷纷筑起高高的
土台子，在台子上盖房子。前后共筑了
十几个台子，形成了十几个村庄，才有
了这么多叫“台子”的村子。

段园镇名来源于境内有段园村，而
段园村名则是因为原有萧县段家花园
而得名。段氏家族四世为官，延续百
年，在萧县及徐州西部一带影响很大。
段氏为萧县首富，拥有大庄、二庄等18
个庄子，县城内有南北两个大公馆，东
西两个当铺。城外有段家花园和红峪
山庄。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徐州、
南京等城市均有公馆、花园。段氏家族
是封建官僚家族，有其苛政的劣迹，也
有营造山林，引进葡萄新品种的功绩。
段家花园面积有六七百亩，南北风格兼
具。院内有茂林修竹，给人一种幽静、
典雅之感。新中国成立后，段家花园收
归国家所有，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房屋
由农民居住。后来，人们就拆除了花
园，建成村落。因为原是段家花园，人
们就称这个村子为段园。符夹铁路建
成通车后，在这里设置了段园站，如今
的段园镇也因此得名。

四、烈山区及各镇地名来历
烈山区因烈山得名。淮北市区东

南十公里处有一座山，从山顶到山底有
一条自北向南的大裂沟，宽约数丈，深
不可测。所以古人叫它“裂山”，后来改
为“烈山”。另一种说法是，烈山地下蕴
含丰富的煤炭，夏季雷电将烈山劈裂开
来，加上地下的煤经常自燃，烈火冲天，
被称为裂山、历山、烈山。故得名。烈
山区、烈山镇均因此得名。

古饶镇原名古饶集，又叫火烧集或
火集孜。相传宋代，此集交通便利，生
意兴隆，市肆栉比，生意人刁钻，买卖不
讲生意公德，或漫天要价，或缺斤少
两。1斤只给14两（古代16两为一斤），
百姓怨声载道。日久天长，惊动玉皇大
帝，遂命火神化成疯子，前往查看。火
神爷爷奉命来到此集，高喊“14两大火
烧”，以此警告那些生意人，但这些人不
知其意，卖东西时仍旧缺斤短两。火神
一连喊了七天也无人理会，照样我行我
素 。第七天火神喊道：“下午大火四
起，各位老少注意，不论大人小孩都不
要在家里。”午后，从西北高空，一声霹
雳，先从树林烧起，不几日整条街道化
为灰烬。凡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
人家均变成焦土，公平交易的商人，寸
草未燃。自此，生意人再也不敢弄虚
作假，昧着良心赚钱，不论卖什么，皆
不敢扣秤。火烧集由此而得名。清代
改为古饶集，原因是它位于萧濉新河
西岸，土壤肥沃，农作物产量高于两
岸，为古老富饶之乡，称之古饶。

宋疃镇则因宋姓聚居而得名，原
为宋疃集。相传明朝时期宋姓迁至此
地集居，久而久之，成为贸易经商的集
镇，称之宋疃集，后以集名作为镇名。

我市三区一县及各镇地名来历解析
郜 快

透过历史的烟霭，循着袅
袅余音，我在剡中山水间寻觅，
寻觅谢家的深深庭院，去追寻谢
道韫清越的魏晋之风。这个从
谢家豪门走出的女人，正像柳絮
一样轻舞飞扬在千年的时空里。
在风流名士辈出的魏晋时代，
谢道韫临危不惧，有侠士风范，
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我小诗
随感：

谢家才女不须眉，
宠辱不惊魏晋风。
咏絮之才千年绪，
穆如清风写人生。
道韫很小的冬天，下起了

雪，叔父谢安就把家中几个孩
子聚在屋里，亲自授课。这时，
雪下大了，谢安望着飞舞的雪
花，随机问道：“白雪纷纷何所
似？”二哥谢朗抢先道：“撒盐空
中差可拟！”谢安未首肯，把目
光转向道韫，她眨了眨眼：“未
若柳絮因风起。”听到这样满意
的答案，谢安慧心地笑了。从
此，“咏絮才”为才华出众的女
子树起了一面旗帜。

谢道韫的成长，最该感谢
的是叔父谢安。父亲谢奕去
世后，谢安把她和谢玄都带在
身边，亲自抚养。除了坐在书
堂里研习经史，他还触景生
情，进行诱导和启发，亦师亦
友，跟孩子们平等地讨论问
题，在讨论《诗经》时，在谢玄
和谢道韫说完后，他也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说自己最喜欢

《大雅·抑》里的诗句，“訏谟定
命，远犹辰告”，意思是把宏伟
规划制定下来，把远大谋略传
达给众人。这种平等和自由
的氛围，无疑为谢道韫提供了
一个无与伦比的良好环境。
转眼间，谢道韫到了该出嫁的
年龄。谢安对侄女的婚事格
外用心，能够与谢家门当户对
的唯王家，于是，他把目光投
向了好友王羲之家。

王凝之秉性忠厚，并不是
一个才华高妙的人，他笃信道
教，性格古板。和谢道韫比，
差距很大，这让谢道韫在婚后
不久就心生不满。但是，王家
的文化氛围还是让谢道韫非
常喜欢的。有一次，谢道韫听
到小叔王献之与客人清谈，理
屈词穷，渐渐不支，她派人悄
悄给王献之递了个纸条，上面
写着：“欲为小郎解围。”献之
喜出望外。于是，挂上布幔，
道韫置身帷帐，接着王献之的
论点往下说。她引经据典，旁
征博引，侃侃而谈，客人只好
甘拜下风。

然而世事弄人，一个人的
命运总是和国家的盛衰息息
相关，谢道韫也难例外。当时，
东晋气数将尽，孙恩发动叛乱，
率领五斗米教的信众进兵会
稽。属下看到王凝之无动于
衷，忍不住提醒他说：“孙恩的
叛军即到，需要提前防备。”王
凝之一笑，淡定地回答说：“我
已请求过祖师爷，不久会有天
兵天将相助，尔等不必担心。”
看到丈夫荒唐可笑，道韫心急
如焚，苦劝无用。道韫无奈，只
得悄悄召集家丁、丫环，预备刀
枪，加以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果然，孙恩率领叛军长驱
直入，城里一片混乱。王凝之
见他苦苦祈祷的天兵天将还
不见踪影，这才着急起来，连
妻子谢道韫都顾不上，仓皇出
逃，刚到城门，就被贼兵抓住，
糊里糊涂地连同4个儿子做刀
下鬼。

谢道韫身为大家闺秀，危
难之际却刚烈不逊男儿。听
闻丈夫儿子惨死，她也横刀在
手，怀里抱着外孙，趁乱向城
外突围。很快，乱兵就追了上
来，谢道韫亲手杀死了几名贼
兵，但终因气力有限，最后和
婢仆都被抓了起来。谢道韫
大义凛然的神态、义正词严的
气势，竟把孙恩震慑了。他早
就听说谢道韫的才名，又如此
的勇敢。于是以礼相待，送谢
道韫返家。孙恩并没有杀害
谢道韫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谢道韫是一个有用的人才。
当时，东晋政府内部腐败严
重，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也很
多。孙恩希望通过收买一些
官员来削弱东晋政府的实力，
为自己的起义军争取更多的

支持和资源。而谢道韫正是
其中的一个目标。 如果岁月
静好，谢道韫或许就像一朵百
合，带着寂寞的高贵独自芬
芳。但是在魏晋的动荡年月，
这样一个刚烈果敢的女子，关
键时刻从容应对，来自高才远
识，来自荣辱不惊、生死两忘
的玄心。

谢道韫的作品现在传下
来的有两首诗。《登山》其中写
道：“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
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
玄。非工复非匠，云构发自
然。气象尔何物，遂令我屡
迁。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
年。”其二《拟嵇中散咏松诗》：

“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
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腾
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
不我与，大运所飘飖。”谢道韫
前半生受到万般荣宠，中年后
历经家国丧乱。所以谢道韫
的诗没有局限于自身的愁苦，
并不自怨自怜，因而显得沧桑
沉郁、飘逸洒脱。

千年时光过去，谢道韫虽
然存诗不多，但用心灵去品味
她的诗歌，依然让人感受到傲
岸的魏晋风骨和丰沛清澈的
才情。她的新异的诗篇、独立
的人格、超拔的才情，让这个
世界的勇者无法小觑。

孙恩之乱后，道韫寡居会
稽，古剡的明山秀水、溪光烟
岚是她心灵栖息的静地。她
在此赋诗论道，当时的会稽太
守刘柳慕名前去拜访，他却恭
恭敬敬地与她酌古量今；但谢
道韫充满禅机理趣的谈吐，听
得刘太守如坐春风，等他告辞
出来后说：“实顷所未见，瞻察
言气，使人心形俱服。”意思是
说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如诗所云：家破人亡寡
居会稽的谢道韫，并没有因人
生劫难，而幽怨生活。她把悲
伤隐忍于心里，依然淡定从容
生活。莘莘学子时常前来向
谢道韫请教，此时她已逾知命
之年，曾在堂上设一素色帘
帏，端坐其中，款款而谈。虽
然未曾设帐授徒，但实质上从
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
作。受益的学子不计其数，都
以师道尊称她。

今夜又雪落相城。那梅
枝上轻柔的雪絮，微风吹起，
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依稀当
年谢家门前飞雪。此刻再品
诗句；未若柳絮因风起；顿觉，
沉浸在人间柳絮因风飘的意
境里：

轻风微微起，雪花飘满地。
枝上轻柔梅，柳絮像着泥。
那竹简绢帛里的千年诗

绪，那旷古悠远的无限情怀。
缓缓地从历史隧道的深处，踏
雪而来。谢道韫任波澜起伏
而宠辱不惊的淡定而来，那种

“穆如清风”的人生境界，让后
人津津乐道，她半世天堂半世
风雨，无论顺境逆境都从容应
对，刚而不硬，柔而不折。她既
像温婉幽兰，又如傲雪寒梅暗
飘香。正如《晋书》所说：“可以
激扬千载矣。”魏晋才女，氤氲
千年，流芳百世。这就呈现了
一道至美的风景，这就是谢道
韫高雅的存在。她脉脉的情
愫，飘逸的心怀，咏絮的才华；
坚毅的品质，永远也不会被湮
没在茫茫的烟火岁月里。我七
律一首感怀;

王谢豪门烟雨去，
巾帼道韫清风来。
大家闺秀才华女，
一瓣心香空谷怀。
柳絮因风诗意载，
半生坎坷壮丽哉。
谈古论今春风快，
荣辱不惊大气概。

有人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有人的乡愁是难改的乡音，有人的乡
愁是记忆中回不去的故乡，而我的乡
愁是一碗简单的烫面。

自我有记忆时，印象最深的就是
烫面，是早上妈妈来不及做饭时，一碗
热热下肚的饱腹；是中午发烧没胃口
时，一碗辣辣下肚的开胃；是晚上爸爸
上夜班不在家，一碗清淡下肚的陪
伴。对于淮北人来说，烫面和空气一
样稀疏平常，但是又或不可缺，每个在
外的淮北人，除了令人挂念的父母，最
想念的还是那一碗普通的烫面，就像
烤鸭之于北京人，煎饼果子之于天津
人，铁锅炖大鹅之于东北人，那是流淌
在淮北人血液中的食物。

每次回淮北，除了飞奔向许久未
见的家人，还有家附近从小吃到大的
烫面摊，那是个不起眼的摊位角落，只
有一辆小破车和几张很有历史感的廉
价桌子和小凳子，简简单单的菜单明
晃晃地全在车上，但老“饕餮”们知道，
这才是对味的、日思夜想的烫面摊，而
不是那种开在豪华地段、菜单花里胡

哨、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红店”，那是资
本堆出来的，而不是淮北人心中的。

捞起一把在凉水泡开的面，迅速
放到烧开的大锅里，浅浅地用筷子把
在开水中翻滚“跳舞”的烫面翻个面，
使其受热均匀，然后迅速放到调好味
的碗里，泼上特制的料汁，简单撒上大
蒜叶、香菜末、甜榨菜，淋上辣椒油、香
油、白醋就可以上桌了，整个过程一到
两分钟。这是一碗简单朴素的烫面，
没有复杂繁琐的制作过程；这是一碗
其貌不扬的烫面，没有花里胡哨的宣
传噱头；这是一碗令人魂思梦萦的烫
面，有的只有浓浓的乡味，它只是一碗
烫面，想让每个淮北人吃饱、吃暖、吃
得满足、吃得幸福。

第一次吃烫面的外地人可能会把
烫面和米线弄混淆，认为烫面是细米
线，其实米线和烫面千差万别。烫面
是半熟面制品，只需要简短过一下沸
水就可以上桌，口感韧中偏软，更容易
浸味，适合赶时间吃饭的人群，在饥肠
辘辘的时候迅速给你补充能量。而米
线多为生的米制品，煮熟的时间要比

烫面多几倍，且米线多为爽滑弹口，米
线的烹饪形式和浇头更加丰富多彩，
如小锅米线、泡椒米线、酸汤米线等
等，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道美食。

在中国美食这个大家庭中，越来
越多的美食被挖掘，口味与时俱进适
应各地不同人群，甚至走出国门，征服
世界各国美食家的胃，只有淮北烫面
像他伴随着的淮北人，无论时代发展
天翻地覆，仍保持着当初的赤子之心，
一如从前的朴实无华，只为给来不及
吃饭的学生上课时的踏实感，只为给
没有太多钱的人们吃饱的满足感，只
为给在外的淮北游子记忆中的味道。

爸爸：
孩子，
我们栖居的这座城市，
建市之初，可没有现在这么美。
听老人们说，
那时候的相城淮北，城是灰蒙蒙的，路是黑黝黝的。
一个城市三条路，一条马路两盏灯，一个喇叭

两头听。
以煤立城，更在外人眼中多了一层挥之不去的

烟灰色。
伴随着滚滚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

设浪潮，
淮北这座城市的触角，
开始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纵横伸展，迸发活力……
孩子：
爸爸，
如今的相城，山青了，水秀了，河畅了。
洒下一粒种子，就生出一片草地；
插下一根树苗，就长出一棵大树；
塌下一座矿坑，就滋生一面湖水……
放眼望去，满城绿色，煤城蝶变美城。
美的不仅是环境，
更是健康、幸福和未来！
爸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多年来，
淮北以山为笔,以水为墨,以天地为纸，以梦想为砚，
绘就了“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的

山水生态画卷。
相山、泉山、南湖、中湖……
处处涌动着绿色的生机。
孩子：
爱上一座城,
是因为城里的一段悠悠往事、一道靓丽风景、

一串动人旋律。
我出生在这座城，无比自豪！历史悠久、底蕴厚重，
人文荟萃、文韵多姿，
红色沃土、热血激荡。
爸爸：
我沐浴在春风里，倍觉欣慰！湖光山色、秀

丽壮美，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魅力四射、生机盎然。
孩子：
我耳濡目染，感慨万千！
曾几何蓝天被雾霾包裹，河湖变得混沌污浊。
有一群环保铁军，
冰雪天帮扶中有他们的身影，
炙热的烟囱顶、难闻的臭水旁，
刺鼻的烟尘里、泥泞的大地上，
都曾留下他们战斗的足迹，
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
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有力量，
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用心血和汗水把污染涤荡……
爸爸：
淮北，变了，变得令人陶醉。
孩子：
天变蓝了，水变清了，地变绿了，这里变美了。
爸爸：
这一切的“变”,都在诠释一颗永恒不变的初心
实现淮北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
孩子：
建设“五宜”幸福城市，淮北书写新的华章。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光荣而神圣，
让我们用青春和拼搏，以汗水浇灌收获，
在新征程中展现风采。
爸爸：
人民寄予我们的期望殷切而厚重，
让我们用热血和奋斗，以实干镌刻荣光，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孩子：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扬帆。
爸爸：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合：让我们一起用心雕琢这座充满魅力的大美之城,
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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