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往事·发现6

□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赵 鑫

在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办的浞景学校西北
角，有一座灰砖青瓦、水墨滴檐的建筑——— 念月
馆。

“念月”一词，取自潍坊当地中秋念月的习
俗。“念月来，念月来，一斗麦子一个来！”每年的
中秋节，居住在浞河两岸的人们都会怀着美好希
冀，传唱千古流传的歌谣。念月馆是清池街道历
史的承载体、根脉的汇集地、乡愁的凝结点。

“念月”声声不歇。栖居浞河两岸的人们，对
脚下土地上凝结的文化根脉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今月曾经照古人。远在四千年前，浞河流域那些
惊心动魄的往事，也让人追想不已……

“伯明氏之谗弟子也”

“浞河上游有许多小支流，有东西两大支流，
源头都在潍坊高新区，西浞河发源于常令公山西
麓，杨家庄子一带，流经治浑街、清池、小油坊等
村，从马宿村的西面进入寒亭区境内；东浞河发
源于常令公山的北麓，赵庄一带，流经南北赵庄、
吴家庄、郑家集、梁家寨子、王家寨子等村，从马
宿村的村东进入寒亭区境内；东西两条浞河，越
往北越近，在寒亭仓上村的北面殊途同归，汇为
一条，此时形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浞河。”曾经实
地探查浞河源流的潍坊高新区作家协会主席、浞
水文化学会秘书长梁化刚介绍道。

在距离东浞河上游东岸不远处，有一处巨大
的封土，名“寒浞冢”，传说是寒浞的墓葬。

这以“浞”为名的一水一冢，把这方土地的历
史发端引向了古老的夏朝。相传成书于春秋末年
的《左传》，最早提及了寒浞之名，称“寒浞，伯明
氏之谗弟子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
之，以为己相”。这段文字中的“寒”“浞”二字，第
一次出现在了历史长河中。

说起寒浞，必然绕不开他与后羿的恩恩怨
怨。后羿是当时整个东夷族的首领，寒浞与后羿
同属东夷族，但后羿属有穷氏，寒浞则来自伯明
氏。

东夷部落之外，是禹夏之国，本来两者关系
密切，相互帮扶。早在尧时，首领尧命羲和观察日
月，敬授人时。羲和之子，出于汤谷。羲和者，伏羲
之后，东夷人也。尧命羿射天射地为民除害。羿，
东夷人也。尧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 虞的帝王
舜，东夷人也。尧、舜、禹的大功臣皋陶父子———
皋陶和伯益，东夷人也。

禹夏王朝的形成与秦、汉不同，秦、汉都是经
过长期、残酷的军事斗争，依靠军事实力取得了
政权。而禹夏政权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是因大
禹治水有功，众诸侯拥戴大禹为王，这个王权的
实质是信仰，不是武力。

信仰的形成与治水关系甚密。在治水过程
中，东夷人皋陶、伯益是最大的功臣，是大禹的股
肱。在治水过程中，夷夏是一家，是密友，夷夏的
族氏鸿沟被大水泯灭。大禹的德政和功勋，是夏
人和夷人共同缔造的。也正因为如此，《孟子·万
章》和《史记·夏本纪》均有“禹荐益于天”“（禹）而
后举益，任之政十年”“以天下授益”的记载。

近年来发表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容成
氏》也载：“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
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
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
取。”

正如史书所载，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
皋陶。没想到皋陶早亡，禹便决定传给皋陶子伯
益。禹子启也比较贤明，有的部落属意让他来“接
班”。等禹驾崩之后，虽说传位给伯益，但伯益因
为辅佐禹的时日较短，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还
光明正大地说：“吾君帝禹之子也。”

这伯益也是聪明人，“及三年丧满，伯益遂让
于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左传·哀公七年》：“禹
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到他的儿子启，
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天下仍然方国林立。所谓统
一的王朝，也仅是对方国羁縻笼络而已。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触动了不少人心目
中的基本规则和切身利益，肯定像大石投井，掀
起巨响。东夷有扈氏起而抗争，但在甘（豫东北）
之战中失败。启继位后骄奢淫逸，启之后太康同
样沉湎于声色游猎，导致夏后氏内乱。

敢于直言别人之恶
此时，伯益部后裔后羿跳了出来，趁机夺取

联盟大权。在史书中，关于羿的记载有多处，所指
也非同一人。最初，羿不是一个人名，是善射部族
的总称，大概是崇拜鸟类、勇猛强悍的游牧部落。
它起源甚早，至夏初强大起来，征服了一些小部
落，成了东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古时属帝喾、尧部
族领导，沿至夏，归属夏。所以羿能趁夏初大局未
定之时，夺取领导权。

历史学者庄春波先生在《古史钩沉·复纪年
与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考》中指出：“上古史
中，舜与禹、启与益、太康诸王与后羿，直至汤灭
夏桀，先商部族夏的分合叛服贯穿于夏代始终。
后羿代夏是一次大的斗争。羿在传说中有两个，
一是射十日的羿，一是代夏政的后羿。《夏本纪》
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
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
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可见羿不是一个人，
而是善射部落酋长的称谓。”

古时人们尤重于战争，而帝喾与尧、舜、禹以
至于夏代，正是部族兼并战争频发的历史时期。
作为东夷部落的羿尤善射，其自能为官，并以此
特技教授子孙，子孙亦自能传承其技，而得世袭
为历代王朝之射官。

在诸多文献中，有关于东夷部落羿的记载：
《孟子·离娄》中记载，“逢蒙学射于羿”；《荀子·正
论》“羿、蜂门（逢蒙）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左
传·昭公廿年》记晏子向齐景公讲述齐地的沿革，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结合文献和考古，尤其商周青铜器铭文资
料，可以证明逢蒙之逢国，夏商时期在今青州、临
朐一带。至西周时期则立都于今济南以北济水流
域的济阳一带。由羿及与之相关的古族、古国，已
经证明夏代初期的羿氏部族方国是活动生息于
今潍淄流域的。”潍坊文史研究专家孙敬明先生
介绍说。

夏朝初立，传位至夏初太康时，太康无德，疏
于朝政。此时，羿方国之首领，文献以传统而仍称
之为“羿”者，趁机恃技而一举夺取太康之政权。

在后羿跳出来解决无道夏王的同时，同为东
夷族人的寒浞也开始成长起来。

寒浞是东夷族人，不过追根溯源，寒浞一族
也算黄帝的后裔。寒氏因生活在寒水之滨而得
名，他们的始祖叫寒哀。《世本》称“寒哀作御”，可
见寒哀曾给黄帝当过司机，算是黄帝身边的亲近
之人。后来，黄帝的儿子青阳娶了寒哀的女儿，生
下少皋，沾着联姻的光，寒部落得到迅速发展，并
在潍坊一带定居下来。寒浞正是寒哀的裔孙，寒
部落后来的首领。

从正史描述来看，寒浞一生是个大写的“污”
字。寒浞从小心术不正，四处造谣生事，惹下不少
祸事，激起了民愤，是个顽劣不堪的问题少年。

据《春秋左传注·襄公四年》中的原文是：“寒
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在古汉
语中，“谗子弟”的训义一定不会等同于“谗子”。

“谗”字在古义中还有直言别人之恶毒意蕴。“说
寒浞是谗子弟也，可能是说寒浞是一个敢于直言
别人之恶的耿直人，是褒义。”潍坊历史文化研究
专家、浞水文化学会顾问张宝辉介绍到，就像《庄
子·渔父》中所说：“好言人之恶谓之谗。”

“寒浞那一帮年轻气盛的子弟们，可能因为
直言不讳地说出大禹死后启继位，违背了夷夏轮
流执政的规矩，因此被出自少康或其子孙之手的

《夏训》说成谗。”张宝辉介绍说。
万般无奈之下，伯明氏的首领将寒浞开除出

籍，驱逐出境。“史书记载，伯明后寒弃之。这个
‘弃’，极有可能是寒浞说的话让古寒国面临覆灭

之灾，寒浞也因此遭到夏王朝的追查。伯明氏作
为寒国的君主，在国家的存亡关头，只能无奈地
打发寒浞离家出走，避祸远引。”张宝辉分析说。

“取其国家，外内咸服”

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年代，人一旦被部落所抛
弃，无异于判了死刑。可天无绝人之路，寒浞在离
开部落后，并没有“累累若丧家之狗”。顽劣归顽
劣，寒浞确实有股闯劲，不仅没变成丛林野兽的
腹中餐，反而成功走进了东夷首领后羿帐中。

寒浞和后羿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知音，有着共
同的语言：一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大禹死后启继
位，违背了夷夏轮流执政的规矩的毛头小伙子；
一个是敢趁机恃技而一举夺取太康之政权的勇
武之人。后羿一见到寒浞，居然对他非常信任和
器重。非但不赶他走，反而立马把他收为心腹，常
常派寒浞替自己做事。

勇猛有余、头脑不足的后羿对治天下没啥兴
趣。后羿废除太康后，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但
政权实际掌握在后羿手中，仲康不过是傀儡而
已。仲康死后，又立仲康的儿子姒相继位，但不久
后羿赶跑了姒相，自己正式当了王，这就是所谓
的“后羿代夏”。

对权力没有那么迷恋的后羿，在得到寒浞这
个有志青年后，不再过问朝政，整天痴迷于打猎。
而姒相则被赶到了同族的斟灌、斟寻二氏那里，
伺机与东夷部落对抗。

后羿执政后期，不修民事，终日打猎。寒浞对
羿心怀不满，结果联合羿的“家众”，把羿杀了。据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
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寒浞的政治手腕是强硬的，他对内对外都能
让人信服，算是称职。“而后羿是在打猎或打猎归
来的路上，被自己的家众杀而烹之，亦有史料注
明后羿是被自己的家众逢蒙杀害的。”张宝辉说，
不能让寒浞背负杀害后羿的罪名。

寒浞在夺得后羿大权后，还把后羿的妻子嫦
娥也霸占了。寒浞把政权迁到了他的故乡寒国。
为讨嫦娥欢心，他还在寒国境内的云台山上建了
一座宫殿，取名“广寒宫”。每当月圆之夜，嫦娥就
会在云雾缭绕的云台山上观月、占月。嫦娥在寒
国为寒浞先后生下了浇和豷两个儿子。这段历
史，被后人不断演绎，终成嫦娥奔月的传说。

执政后的寒浞有野心、有手段，他很快控制
了整个东夷族。为了站稳脚跟，他极力扩充寒国，
并不断壮大势力，先后征服了周边小国，进一步
扩大了古寒国的版图，并持续打压夏王室的残余
力量。

关于寒国之所在，史家无异辞。《后汉书·郡
国四》北海国：“平寿，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国，浞
封此。”

考古发现在潍坊地区的浞河、潍河流域，有
许多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在距念月馆东
北15公里的寒亭朱里街道前后埠下，发现距今七
八千年的后李文化遗址。在前后埠下西北十公里
的狮子行遗址，最早的为大汶口文化的地层和灰
坑，灰坑中出土大汶口文化的陶豆座、觯形壶、鼎
和石锛等。

狮子行遗址出土的文物最大的特点为：有许
多雕塑为鸟头形状的器盖钮和鼎足。这应是东夷
文化以鸟为图腾的具体反映。“这个遗址东距浞
河不远。无疑，这些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寒亭一带
夏代古国的历史文化，可谓考古学上的典型例

证。”多年从事田野调查的孙敬明分析说。
而在清末金石学家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

存》卷三《四十七·一》中，收录了一件寒鼎，据铭
文内容与字体断其时代应为西周中期，计合文凡
共21字，曰：“□□小子□作寒姒好尊，其万年子
子孙孙永宝用。”因为作器者的国族和人名一磨
泐缺失，然“小子”则是作器者的自称，金文中所
见的“小子”通常多为王公贵族的自称。

“寒姒”之“寒”明显为国名，由此确证寒国直
至西周时期仍然存在。文献记载寒国为“妘”姓，
果如此，则由鼎铭证之，西周时期的寒国与夏禹
之后姒姓国通婚，且作器者自称“小子”，说明此
时寒国仍有相当地位与实力。或者，“姒”为寒国
之姓，文献所记“妘”字形与“姒”相近亦讹，如此
则是寒国之女嫁与某国的“小子”为妇，此亦证明
寒国之女嫁归某国之贵族，反映出寒国的地位仍
较高。

两翼被剪终灭国
当时，部落联盟遗风尚在，“家天下”概

念模糊，天下最高权力在不同氏族之间轮换。
为了坐稳江山，寒浞自然要扶持寒国。为了使
自己的地位得到绝对保障，寒浞对已经失去
“天子之国”地位的夏王室进行了毁灭性打
击。

寒浞攻下夏都，夏王虽亲自率军抵抗，还
是不敌寒浞的军队，因不愿被擒受辱，自刎殉
国。为了斩草除根，寒浞又对城中进行了惨无
人道的大屠杀。至此，夏后氏不仅失去了“天
下共主”的夏朝统治权，而且连部落的老巢都
丢掉了。

之后，夏朝的同盟国斟灌和斟寻也大难临
头，他们不仅威胁着寒浞的统治，还庇护着夏
朝之火——— 国君姒相。寒浞便开始征伐，在攻
破斟灌的城堡后，又让自己的儿子浇伐斟寻。
寒浞之子浇是传说“多力，能陆荡舟”的勇猛
之士，他带领的军队，和斟寻的军队在潍水之
上大战，并把对手的舟楫倾覆，灭之。

据民间传说，今天遍布于浞河流域的村
庄，诸如张营、寨子、仓上、南（北）营、马
宿，都与寒浞征伐有关。如仓上村是寒浞当年
囤粮之地，张营村是步兵营，寨子村是中军
寨，马宿村驻扎骑兵，清池村是饮马池，灶户
村是炊事部，两个柴埠营村是草料场。另外，
南营村、北营村也曾经是寒浞的兵营。

在与斟寻、斟灌作战取得压倒性胜利后，
寒浞杀掉了夏天子姒相。当时姒相的妃子后缗
有孕在身，从墙洞中爬了出来，逃至母家有仍
氏（今济宁东南），始免于难，后来生下遗腹
子——— “少康”。

少康成人后，开始谋划复国。他先和逃亡
有鬲氏的夏臣伯靡建立联系，收抚斟灌氏、斟
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发展武装力
量。

寒浞代夏之后，将其子浇封于“过”。过
国是莱州市境内最早的封国，位于莱州市北
部，今有过西村为证。大约统治天下四十年
后，寒浞已是风烛残年，太康的儿子少康部队
突袭寒国都城。少康采取先除其羽翼，后击其
首的方略，先率有虞氏大军突然攻打过地浇的
有过氏军，一举灭浇。又命其子季杼领兵于戈

地击败豷军，杀死豷。寒浞两翼被剪，夏朝遗
臣伯靡即率有鬲氏军大举进攻夏故都斟寻，大
败寒浞的有穷氏军，灭寒浞。夏朝遗臣伯靡遂
立少康为帝。少康回到夏初都阳翟（今河南禹
州），恢复了夏后氏的统治。

最终，风光一时的寒国匆匆退出了历史舞
台。寒国被夏灭后，族人南迁，商末迁至徐
州，甚至江西一带。

寒浞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但与太
康、后羿相比，他算是勤勉的首领。有专家认
为，在寒浞时代，莱州、昌邑和寒亭北部沿海
有一条断断续续的自然隆起带，浞浇父子为防
海水之患，组织百姓因地制宜，把断续的地方
筑土石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了一道自过亭（在
莱州西北部）经昌邑西北，然后又到寒亭的几
百里防潮大堤。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能够放眼长远，
兴修海防工程，寒浞还是颇有才干的，绝非只
是嗜杀成性、阴险狡诈之徒。同时，这也能从
侧面反映出当时寒国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而
且国内局势稳定，否则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浩
大的土建工程。

东夷“篡夏”促文明
“自有严格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以来，传统

的宗法观念即是传承数千年而不变的。以后世
的宗法观念来衡量，后羿与寒浞皆是篡夺夏王
朝政权的历史罪人，而不是什么英雄。如果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这段
历史，寒浞应是一位开国有为的国王。只是因
其在位的时间极短，并没有形成自己一整套的
历史文献记载，所以后来的夏王朝以及再后的
商周与秦汉等王朝，皆辗转传承夏代的历史观
点。”孙敬明分析说。

但历史并非如此，检索有关的典籍即可看
出，即使尧、舜、禹三代圣王，后人的评价亦
非尽圣尽王。“我们并不是在此刻意要作翻案
历史的文章，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的本
来面貌。由后羿与寒浞先后夺取夏王朝的政
权，时间达三四十年，这是中华文明社会发展
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使夏王朝王纲解纽，江山
改姓。”孙敬明说。

在孙敬明看来，寒浞的历史功绩主要在
于：一是创立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史上的分封
制，这为后来者所宗法，且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
清代，前后达三四千年；二是促进了东夷与华夏
的民族大融合，刺激中国奴隶制王朝宗法制度
加速完善，加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三是
寒浞与后羿所共同创造的典型的东夷文化，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中处于重要的地
位；四是通过征伐与战争，融合一些方国集
团，促进了王朝的统一。而羿的所谓射落九
日，应是伐灭众多方国的历史史影之折射。由
之而演绎出所谓嫦娥奔月的神话，这对今日人
们登上月球，极富启迪之意义。

夏代初期，经历了失国与复国的悲欢，但
其后类似的事件则极少发生，主要因为复国之
后把国都迁到了河南的偃师、巩县一带，远离
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并继续对东夷进行征
伐。《竹书纪年》曰：“后少康复位，方夷来
宾。”少康之后的帝杼、帝杼子亦继续征东
夷，《汲冢竹书》曰：“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
寿，得一狐九尾。”

经过连续的征伐，待到帝发时，东夷才逐
渐臣服。在孙敬明看来，这应该是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起初东夷在
其故地“篡夏”，自然就出现民族的融合，而
夏王朝迁到中原地区，继续用兵于东夷，此时
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与此前不可同日而
语的。

“这应该是中华文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文
明时代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早、规模最
大，以及影响最深远的民族大融合。这在中华
文明发展史上以及民族融合史上，都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孙敬明说道。

■ 齐鲁古国历史与传奇

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这段历史，寒浞应是一位开国有为的国王。只是因其在位的时间极短，并没有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的历史文献记载，

所以后来的夏王朝以及再后的商周与秦汉等王朝，皆辗转传承夏代的历史观点……

寒浞：据寒国而御天下

□ 本报记者 卢 昱

位于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办浞景学校的
“念月馆”，布置合理，分为《天开日月篇》
《竹月清风篇》《浞月传奇篇》《皎月高悬
篇》《峥嵘岁月篇》《众星拱月篇》《披星戴
月篇》《日新月异篇》八部分，每一部分都以
月作为主题，内容丰富多彩。

馆内还重点介绍了嫦娥奔月的传说：神话
中的后羿，力大无穷射掉了九个太阳，嫦娥偷
吃了丈夫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来的不死之药
后，飞到月宫。但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嫦
娥向丈夫倾诉懊悔。而现实中，后羿打猎上
瘾，荒废了朝政，后来被杀害，寒浞继承了后

羿的国和妻室，这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
民间很多传说认为嫦娥从浞河奔月，于是

浞河有了诗意的别名——— “月亮河”。人们把
月亮中嫦娥的住所称之为“广寒宫”，其中，
“寒”字就是寒国宫殿的简称，在“寒宫”的
前面加一“广”字，也许是为夸张其规模宏
大。在潍坊，嫦娥奔月的版本也有很多：有的
说是吃了长生不老之药奔月的；有的说是投进
了云台山上的古井，随着井里的云雾一起上天
奔月的；有的说是她家人被杀以后，她朝着月
亮升起的地方一直往东走去，最后感动了王母
娘娘，把她招到天上，当了月亮仙子。

嫦娥升天了，而寒浞却被埋在历史的尘埃
中，时而被月亮河的波光照亮。今寒亭区冢子

后村以南还能看到寒浞冢，这座墓冢现在高六
七米，在清朝乾隆年间还曾是“高三四丈，广
数百尺”，这就是寒浞的墓冢，俗称寒浞冢。
前面有块石碑，上面写着：“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夏寒浞冢，潍坊市人民政府公布，潍
坊市寒亭区人民政府二00二年十月立”。围绕
着这座神秘的冢子，有好多的民间故事。据乾
隆《潍县志》卷一《冢墓》：“寒浞冢，在城
东三十里。冢高三四丈，广数百尺。”民国三
十年《潍县志稿》：“夏寒浞冢在县东三十
里，第六区冢子后庄南，高三四丈，广数百
尺，见乾隆《县志》。”

在寿光，也有一处寒浞冢。在清嘉庆《寿
光县志》中有如是记载：“寒浞冢，在斟灌故

城东北隅百步许。按《竹书纪年》，夏帝相二
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率师灭斟灌，二十八
年，寒浞使其子弑帝。伯靡出奔鬲，自鬲帅斟
寻、斟灌之师以伐浞，意浞为伯靡所杀，遂瘗
于此也。”

虽然斟灌故城的寒浞冢已不复存在，但当
地百姓却都知道村边上曾有一个“寒王坟”。
当地百姓世代相传，这寒王坟是假的，里面并
没有寒浞的尸首。当初人们修建这座坟墓，是
为了寄托一种感情。因为寒浞父子当年先后消
灭了大禹的两个后代——— 斟灌与斟寻，所以人
们在建起禹王庙后，修一座寒浞坟来与禹王庙
遥遥相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寒浞永远面对
着大禹，让他向大禹赔罪。还有一种传说，是

寒浞冢最早时四周用铁链子锁着，以示对寒浞
的惩罚。

在今烟台莱州市境内也有一条浞河，据清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掖县志》载：
“浞河，城西六十里，世传寒浞所凿，俗名浊
河。”

今莱州市的浞河已经干涸，河道也淤塞严
重，有趣的是河两岸竟有5个与浞河有关的村
庄，这五个村子紧挨在一起，分别称小浞河
村、浞东村、浞西村、浞南村和浞李村。据那
里的老人讲，上世纪50年代生产队里挖河底泥
作肥料，无意中挖出了大量年代久远的船板，
由此可见过去莱州境内的浞河的确承担过漕运
任务。

寒浞之名也影响着当地的地名设置。到王
莽时期，为了标志古寒国废城，在其旧地设
“亭”作为“表志”之物，名为“寒亭”。唐
代曾设立寒水县。由寒国到寒亭，其历史连绵
不断延续了四千余年。而这种国名、县邑名沿
用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国内实属罕
见。由此可以看出，“寒亭”是一个有着漫长
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的载体，亦是今日研究地方
历史文化的无尽的宝库。

·相关链接·

嫦娥从浞河奔月，于是浞河有了诗意的别名———“月亮河”。人们把月亮中嫦娥的住所称之为“广寒宫”，

其中，“寒”字就是寒国宫殿的简称……

月亮河畔思寒浞

念月馆中《浞水古石桥》图画

寒浞冢 卢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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