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秦暮楚」這個成語常用來形

容一個人的反覆無常，多為貶義。

然而，當記者踏進該成語的出處—

—深處豫陝鄂交界處的荊紫關鎮

時，才發現小鎮居

民已經用自己的新生活，重新詮釋了「朝秦暮楚」這一成語：這裡不再是

秦楚爭戰之地，也不再是各省商賈必經的商貿之關，而是「三省居民樂活

一家親」的和美之源。 圖／文：本報記者 劉蕊、張永傑

實習記者 丁瑞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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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荊紫關鎮中心不足兩公里的
地方，有一條中國跨省份最多的

街道—白浪街。
據專家考證，在中國版圖上三省交界之地共有40餘

處，而唯獨在這條白浪街，三省均設有基層政府：河
南省淅川縣荊紫關鎮、湖北省鄖縣白浪鎮和陝西省商
南縣白浪鎮，三鎮間相距均為2公里左右。河南荊紫關
鎮古稱「豫之屏障」；鄖縣白浪鎮號稱「鄂之門戶」；
商南縣白浪鎮是直通秦晉的必經之地，有「陝之咽喉」
之譽。三省轄地在這裡呈犬牙交錯之勢，一條小街兩邊
屋舍相連，三省居民相鄰而居，難分彼此。
由此也產生了中國「最牛違章建築」.一間小平房，地

跨三省，沒有房產證。若要拆遷，還需三省聯合執法。
所以，從建成至今，這座「最牛違章建築」穩穩當當地
矗立在那裡。
據淅川縣荊紫關鎮文物管理所張軍介紹，三省人民並

非從一
開始就能和平共
處。傳說，過去此地
三省百姓經常發生糾紛。
有一天夜裡，一塊五彩斑斕的隕
石從天而降，嵌入此處。當時人們認
為這是火星爺傳旨，讓三省百姓以此為
界，從此和睦相處。
如今這塊三稜石成了三省界碑，往西歸陝西，

東北歸河南，東南歸湖北。來往遊客也要到此踏上一
踏，非得如此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一腳踏三省」。

可以見證當年商賈繁
榮的，恐怕要數街道兩

旁不時出現的各種會館了。當年走南闖
北的各行各業的商人們，走到哪裡，便
將自己所信奉的「神」供奉到哪裡。於
是便有了平浪宮、萬壽宮、山陝會館⋯
⋯南方的會館木雕精緻，精美優雅；北
方的會館粗獷豪放，雄偉壯觀；最妙要
數平浪宮，融南北建築藝術為一爐，雕
樑畫棟，飛簷挑空，古色古香，風格獨
絕。

平浪宮坐東朝西，面對丹江，中軸
線上佈局 大門樓、中宮、後宮及配
房，另有鐘鼓樓各一座，均為硬山式
建築。灰色瓦頂，門楣上方嵌大理
石匾額，橫書「平浪宮」3字。門
南側面題「風平」，北側面題「浪
靜」，取「風平浪靜」之意。
據說，平浪宮始建於清朝皇太

極崇德年間，是丹江流域過往船
工集資創建，是船幫活動的場
所。平浪宮裡供奉 鎮妖降
魔、保護漁民船工平安的「楊
四爺」。過去，每逢農曆六月
初六，船工漁民們都來朝拜祭
祀，求他保佑「船頭無浪行萬
里」。

荊紫關鎮名聲大了，居
住在古街上的居民也會順

帶搗鼓點紀念品賣，就連陪同記者採訪的荊紫
關鎮文物管理所張軍也經營 這樣一家店舖，
「這也算是宣傳荊紫關鎮的一種方式，有遊客
過來還可以跟他們講一下荊紫關的歷史文
化。」他開店不完全為了賺錢，張軍說他來到
荊紫關鎮工作是因為對此地的文物古跡情有獨
鍾。現在他可是荊紫關鎮的「專家級」宣傳員
了。
在這裡，記者見到了一種草鞋，上面編製

「一腳踏三省」字樣。張軍告訴我們，這種草
鞋是龍鬚草編製而成，柔軟舒適，還有保健功
能。
張軍以及陪同記者一起採訪的汪金強還極力

推薦荊紫關鎮的美食「八大件」。由於已經過
了午飯時間，他們專門給記者們準備了「八大
件」中的「粉蒸肉」和「柱鼎食」來品嚐。
原本從來不吃肉的記者本來想謝絕兩位的美

意，只是實在經不住他們的盛情邀請，甚至還
「威逼利誘說嘗一下便不能說自己到過荊紫關
鎮」。記者只得閉 眼輕輕咬了一口，果然

「 鹹
甜 適
口，香而不
膩，尤其是苜蓿
的清香沁入肺腑」。

而「柱鼎食」這道菜
的名字則引起了記者的興
趣，原來是因為其肉塊似四稜
鼎而得名。這道菜吃起來很講究，
「按坐席人數放肉塊，一人一塊，絕不
多餘。」據張軍介紹，這不是因為主人小
氣，而是講究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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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紫關地處豫鄂陝三省交界處，曾是兵家之地，「早上
還是秦國的土地，晚上就成為楚國領土了」，這才有

了「朝秦暮楚」這一成語。只是如今人們記住更多的，則是
「雞鳴三省荊紫關」。

記者驅車來到這裡破費了番周折，大約走了近40分鐘的山
路之後，記者接連收到兩條短信，分別來自中國電信湖北公
司、陝西公司。「果然是一腳踏三省啊，荊紫關鎮終於到
了。」原本一直擔心走錯路高度緊張的司機一下放輕鬆了。

無分省份 樂也融融

一下收到兩省的歡迎短信，記者也疑惑起
來，「在這裡打電話豈不是會很貴，一不小心就
從河南漫遊到湖北了。」陪同記者採訪的荊紫
關鎮副鎮長汪金強告訴記者，通信公司對於
這種情況專門設置了一種套餐，不論怎麼
打，都不會收漫遊費。
之所以連通信公司都如此「通融」，原來是

因為這裡不僅三省居民雜居一起，還相互通
婚，「真真成了一家人，也不分什麼省份了。」
54歲的王大媽娘家就是湖北的，她1982年嫁到

荊紫關鎮，「是不是八人大轎把您抬過來給娶的
啊？」看 滿臉幸福的王大媽，記者不禁跟她開

玩笑。王大媽笑 說：「什麼八人大轎抬
啊，只是自己走 過來的。」原來兩家

離得比較近，

再加上當時生活條件也不太好，王大媽就這樣走路從湖北嫁
到了河南。
王大媽的女婿則是陝西人，一家人雖然南腔北調口音不

同，酸甜苦辣口味有別，但一家人其樂融融。
據介紹，像這樣的「三省之家」在荊紫關鎮比比皆是。用

賈平凹的話說「一間新房便將三省人扭和在一起了。」

昔別繁榮古街 今嚮自在生活

關於荊紫關，有史記載的鎮名，可追溯到戰國時期。公元
前304年，此地屬楚，楚王派太子荊來鎮守，於是就取名叫
「荊子口」。後來經過「草橋關」「荊子關」「荊子堡」幾次更
名，到清代為「荊子關」，後取荊花呈紫色吉祥之意，改
「子」為「紫」，「荊紫關」這樣一個飽含詩情畫意的名字遂
延續至今。
「西接秦川，南通鄂渚」的荊紫關，歷史上曾是豫鄂陝三

邊地帶最繁華的古老集鎮。古街現存2,200多間店舖，雖然
不見了當年「三大公司，八大幫會，十二家騾馬店，二十四
家商號」的繁榮景象，但「賣件衣服、做個小生意」，小鎮
居民的日子倒也自在愜意。
已經60多歲的劉大媽便居住在古街上，她從上世紀80年代

便搬進了這所據稱是「清朝留下來的老宅」。這裡完全不見
空調、電風扇等城市人用來降溫的電子玩
意，因為房屋本身便 「冬暖夏涼」。大
媽利用臨街的店舖賣些女裝，她特別向
記者介紹了店舖那厚重的黑漆鋪板門，
「晝抽夜裝，白天用來擺放商品，夜裡
關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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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腳踏三省

■講解員張

軍和他的特

色小店，他

向記者展示

龍鬚草編製

的草鞋。

■湖北的王大媽嫁到

荊紫關，滿臉的笑

意遮不住內心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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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陝會館是由當年的山陝商人集資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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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街上的「三省碑亭」，

感受「一腳踏三省」。

■清香入脾的「粉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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