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路口与黄杏樵别墅
王羡荣

黄杏樵系天津人，晚清末年曾任河南省南阳府兵
备道，后来经营商水、淮阳、西华、太康、陈留和杞县的
官盐。因为盐商必须由官方指定，所以叫官盐。黄杏樵
是豫东著名的大盐商。

为便于在周口经营官盐， 黄杏樵用 15 万两白银
在周口沙颍河南岸小西门里路北（今周口滨江国际星
城）购地 30 亩，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杏园”。 该建
筑门楼高大，三米高的院墙围绕一周，内中几处院落
别具一格。 一进门便是一个四合大院，走廊内往来方
便，不受日晒雨淋之苦。较室内低一米的大院，由青砖
铺就，转厢楼房，北屋是客厅，东西两面为侧室，四周
走廊环植翠竹，地下还有排水设施。 周口人把这里称
为黄杏樵别墅。

黄杏樵为了装卸官盐方便，在今大闸东侧挨着黄
杏樵别墅开辟了一个渡口，从水路运来的官盐可以顺
利地在这个渡口卸下，再往各县分发。当时，周口的搬
运工人有六个班子， 其中有一个班子在西新集居住，
专为黄杏樵装卸官盐。

那时，搬运较为笨重的货物，除了粮食之外就是

官盐。 每来一次盐船都有二三十只，领头的船上插着
红旗，有人敲着铜锣，不停地吆喝：“盐船来了，两边让
开！ ”这样喊的目的，一是叫密集的船只让路，二是通
知脚行班做好卸盐准备。 西新集专管卸盐的班子，听
到盐船来了，便奔走相告，人们集中到渡口准备卸盐。
当时，装盐用的不是麻袋，而是用芦苇席打的盐包，每
包二百公斤，四人抬一包，从船舱抬到河边，堤上有五
六个人用一个“滑子”把盐包往上拉，拉到堤上后，再
由四人一起抬到盐场垛起来。 这个专门装卸盐的码
头，后来被群众称为盐路口。

供黄杏樵休闲娱乐的花园更为别致，过了园门，
迎面便是一座青石假山，经小桥漫步而上，顺曲径向
里有一个荷花池塘，池里鸳鸯戏水、金鱼觅食，池边
垂柳成荫。对面是一个六角小亭，内有石桌、石凳，供
游人娱乐休息。院墙内侧种植着松柏和稀有树木，真
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名花异鸟、四季如春，这个花
园不愧为清代建筑的代表作。 由于花园是仿 《红楼
梦》中的“大观园”建造，所以周口人将它叫作“周口
大观园”。 这个花园与新街路西的李八少花园、油坊

街路东的田震南花园，统称为周口三大花园。
黄杏樵乐善好施， 于 1877 年至 1892 年先后捐

献白银 1 万余两， 在沙颍河南岸建立了静远小学，
广受周口人称赞。 后来，黄杏樵离开周口，返回原籍
天津。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时任河南督军的张镇芳返回
故里项城，黄杏樵的儿子就将黄杏樵别墅送给了张镇
芳。 1932 年，河南省七区八县联立中学在黄杏樵别墅
建立，校长李芙荪将转厢楼拆掉改建为教室。

1938 年上半年，日寇占领淮阳，国民党七区专员
公署和银行从淮阳迁至周口，在黄杏樵别墅办公。

1944 年 5 月，日寇侵占周口，于同年 8 月在黄杏
樵别墅北侧扒开沙颍河堤（现大闸附近）。 时值汛期，
河水猛涨冲破河堤，淹没周口西部西大街、文化街及
和平街等街道，又从周口南部向东南方狂奔，淹没了
商水、项城和沈丘的部分农村。

黄杏樵别墅被淹后，日寇调集人马将它拆除，所有
梁檀门窗全被运走，作炊饭烤火之用。可怜这座雄伟壮
观的黄杏樵别墅竟荡然无存了，让人为之叹息。

沈丘“姬僚冢”之谜
张杰民

在沈丘县北杨集乡前程庄有个 “姬僚冢 ”，是
春秋时期吴国第二十三任君主姬僚的墓茔 。 历尽
数千年的变迁 ，原来高大的土堆 ，现在只有三米多
高 。冢上有两面红色的旗子在风中飘扬 ，左边是两
间瓦房 ，右边是一栋二层小楼 。如果冢前没有竖着
一块 “姬僚冢 ” 的残缺石碑 ，根本看不出它和吴国
的君主有什么关系 。

那么， 为什么吴国的国君会葬在沈丘蔡河之滨
呢？ 让我们走进历史，领略 2500 多年前那一场惊心
动魄的宫廷政变。

姬僚，姓姬，名僚，号州于，史称吴王僚，公元前
526 年至前 515 年在位。 吴国的始祖是周文王的伯
父太伯 ，国都前期是梅里 （今无锡梅村 ），后期是吴
（今江苏苏州），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太湖流域。 公元
前 585 年，吴国的王位传到了第十九代寿梦这里。寿
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其中老四季
札最为优秀。 寿梦临终前，想立季札为继承人，但季
札坚决不受。 于是，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大儿子诸
樊 ，并约定兄终弟及 ，以便最后传到季札手中 。 但
是 ，等老大诸樊 、老二余祭 、老三余昧死后 ，王位应
传给老四季札时 ，季札却再度拒绝 ，并逃到边境的
一座城市延陵躲避。

国不可一日无君， 群臣商议奉老三余昧的长子
姬僚为王。 这让老大诸樊的儿子姬光大为不满，姬
光认为 ：“按兄弟的次序 ，四叔季札当立 ，如果一定
要传给儿子的话 ，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 ，应当立
我为君，怎么也轮不到三叔的儿子姬僚。 ”于是，他
心中潜怀杀僚之意。

无奈朝中都是吴王僚一党，无人同谋，姬光只能
忍气吞声。 正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
伍子胥。 伍子胥本是楚国大臣，因太子被费无忌诬
陷 ，其父与其兄受到牵连而被楚平王杀害 ，伍子胥
侥幸逃了出来，辗转来到吴国。 此时，他无以为生，
天天到街市吹箫乞食。 吴王僚闻其贤明，便把他召
进宫，赐为大夫。 姬光恐伍子胥为吴王僚所用，便劝
吴王僚“用国家的军队给一个楚人报私仇是不应该
的”。 吴王僚以为然，遂罢伐楚之议。 伍子胥见王不
肯兴师，乃辞职而去。 离间计成功后，姬光私下常去
探望伍子胥 ，馈以米粟布帛 ，渐渐将伍子胥纳为心

腹。 伍子胥想通过姬光的帮助杀回楚国报仇，姬光
想通过伍子胥的协助杀吴王僚夺权 ， 二人一拍即
合。

一次，姬光问伍子胥：“你足迹踏遍楚国吴国，遇
到过像你一样有才勇的人吗？ ”伍子胥便向姬光推
荐了自己的好友专诸。 专诸英武有力，还是一个孝
子。 姬光很是喜欢，就厚待专诸，并恩养其母。 专诸
甚为感激，愿以死报之。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姬光便
把自己要刺杀吴王僚的心事吐露给专诸。 专诸说：
“这事不能轻易为之， 得找个万全之策， 要投其所
好。 那么，吴王僚最好的是什么呢？ ”姬光说：“好味，
尤好炙鱼。 ”于是，专诸特意到太湖找了一位名师学
做炙鱼，准备在鱼肚藏刀以刺杀吴王僚。 看来，专诸
不仅是个超级杀手，还是个有创意的刺客。 学了三
个月， 专诸便烤得一手好鱼。 姬光又召伍子胥说：
“专诸已精其味矣 ，什么时候能行动 ？ ”伍子胥说 ：
“吴王僚身边 ，公子庆忌 （吴王僚的儿子 ）身怀万夫
不当之勇 ，难以近身 ，还有吴王僚的两个同母弟弟
掩余、烛庸掌握兵权，得先去除这三人才能行动，否
则就算刺杀成功，您的位子也坐不稳。 ”姬光沉思半
晌说：“君言是也。 ”

公元前 516 年，楚平王薨，政局动荡。 伍子胥认
为时机已到， 便对姬光说：“公子可奏禀吴王僚，趁
楚丧攻伐，以便支开他的得力助手，成全大事。 ”姬
光照办，入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又假装自己从
车上掉下来 ，腿脚受伤 ，不能出征 ，后推荐掩余 、烛
庸为将出征，再让公子庆忌去郑、卫拉援助，派遣四
叔季札出使晋国，观察诸侯动静。 吴王僚以为然，照
单全收。

公元前 515 年 4 月， 姬光见吴王僚的亲信被支
开后， 对吴王僚说：“家中从太湖招来了个厨子，烧
得一手好炙鱼，请大王尝尝味。 ”吴王僚好的就是炙
鱼，欣然应允。 于是，姬光让甲士埋伏于地下室中，
又找出自己珍藏的一柄小巧锋利的鱼肠剑交给专
诸， 让专诸扮作厨师， 准备利用送鱼之机刺杀吴王
僚。 第二天，姬光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 入宫前，吴
王僚告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延，得无他谋乎？ ”母
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此番相请，量无好
意，何不辞？ ”吴王僚说：“辞则生隙，严为戒备，有何

惧哉？ ”于是，将王室禁卫军的岗哨，从王宫一直排
到姬光的将军府内。 厨师上菜，须在庭下搜身换衣，
然后膝行而前， 十余力士握剑挟持以进。 厨师将菜
放上桌， 不得抬头仰视， 要膝行而出。 安排妥当之
后，吴王僚外披王袍，内着三重护甲到了姬光家中。
姬光命人摆上宴席， 杯盏交错， 不一会儿人们就吃
得半醉。 这时，姬光假装足痛病发作，回到地下室。
少顷，专诸端炙鱼进场，虽搜检如前，怎奈短剑暗藏
于鱼腹之中，未被发现。 力士挟专诸膝行至王前，不
料专诸突然从鱼肚中抽出宝剑， 直刺吴王僚之胸。
利剑刺透三重坚甲，贯穿脊背，吴王僚大叫一声，当
场毙命。 侍卫力士一齐拥上，将专诸剁成肉泥。 听到
喧闹声，姬光知道大功告成，遂放出地下室的伏兵，
把吴王僚的部下全部消灭。

刺杀了吴王僚，姬光自立为国君，号吴王阖闾，
任用伍子胥， 并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但由于王位得
来不正， 他常常惴惴不安， 生怕有朝一日吴王僚的
儿子庆忌来找他寻仇， 所以他让伍子胥赶快除掉庆
忌。 伍子胥又为其推荐了一位勇士，名叫要离。 要离
用苦肉计，以杀死妻儿、折断右臂为代价，获取了庆
忌的信任，觅得机会后，一矛将庆忌刺死。 要离心愿
已了，不愿苟活于世，夺下旁人之剑，伏剑而死。

面对骨肉相残的悲剧， 季札只在吴王僚坟前哭
了一场， 并没有反对姬光上位。 姬光假惺惺地让位
于季札，又被季札拒绝了。 季札三以天下让，究竟何
因？ 给后人留下一道无解的思考题。

吴王僚的两个弟弟掩余 、 烛庸率领军队进攻
楚国 ，反被楚军截断退路 ，忽闻姬光弑主夺位 ，心
灰意冷 ，遂向楚国投降 。楚国将二人封至今亳州至
阜阳一带 ，疆域包括现在沈丘的一部分 。吴王僚遇
刺后被埋在苏州 ，掩余 、烛庸不放心 ，便偷偷把吴
王僚的遗体运出 。由于他们的驻地离吴国比较近 ，
为防不测 ，掩余 、烛庸准备为吴王僚寻找一处比较
安全的墓地 。 他们坐船从颍水出发 ， 后沿蔡河而
上 ，当行驶到前程庄附近的蔡河 S 形湾处时 ，看到
蔡河西岸地势开阔 ，林木茂盛 ，是一处风水宝地 ，
便把吴王僚安葬在这里 。 吴王僚在这儿静静地长
眠 ，除了有悠悠白云 、汩汩绿水的相伴 ，还有附近
村民世世代代的香火祭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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