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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大雨，在朝天宫西
南，顺着只有一人宽的青石

小道，记者找到了已经剥落的
忠节坊、被当成费井的忠孝泉
井以及两块石碑。而卞公祠旧
址，已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
只有偶尔看到的青石柱础，
还能依稀辨出这里曾经是
体量很大的卞公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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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居民的指点，

记者从莫愁路东侧民房之
间的一个巷口往里走，在一
条笔直的巷子里找到了仍
然留存的卞公祠牌坊，牌坊
是青砖的，已经斑驳得厉
害，上书“御赐忠节坊”不
过“忠”字已经辨不太清。

住在巷子口的一位刘老太
太说她已经在这里住了 60
多年，知道这就是当年卞公
祠前面的牌坊。

刘老太太说，原来牌坊
的后面就是卞公祠，一个大
祠堂，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被破坏了。现在这里
盖起了房子，住满了人家，很
多地方窄得只能一个人通
过。居民们也知道这里就要
拆迁了，“听说拆迁办的人已
经住进来了，正在摸底呢。”
虽然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都

舍不得离开这里，但听说要
复建卞公祠，也都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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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牌坊不远处有一口

枯井，可能是怕孩子玩耍时
掉进去，上面还盖了一块石
棉板，掀开一看，里面蛛网
密布，脏臭可见可闻。“这
就是忠孝泉井！”要不是当
地居民指着井栏边的几个
字告诉记者，还真难想像这

是一口有着六百年历史的
井。井栏边刻有 “忠孝泉
井”以及“永乐十五年”几
个字，井被一堆杂物围绕，
毫不起眼，俨然成了“被遗
忘的角落”。而就在井的对
面有一棵枝叶繁茂的银杏

树，据居民徐先生说，这棵
银杏树已经有 500年的历
史了，与这口井也做了 500
年的“邻居”。

虽然“忠孝泉井”已经
不冒泉水了，但在朝天宫住
了20多年的老文物专家王

引，对这口井却有着深厚感
情。他说，关于这口井有很

多掌故，其中的一个还和朱
元璋有关。朱元璋稳固政权

后，要建大明王朝，于是广
纳人才，把当年的举子们聚
集到朝天宫集中培训，专门
培训内外政策，培养成后，
所有举子都要在朝天宫对
天子行朝拜礼，朝天宫就此
得名。这还不算，朱元璋认

为朝天宫边上有墓不吉利，
他就想把卞公祠和墓迁走。
但有一天晚上，朱元璋做了
一个噩梦，梦中他看到一口
井，井边站了一个白衣女子，
这个女子指着朱的鼻子骂
道：“你的大明江山这么大，

难道你就容不了七尺坟墓？
他也是为国捐躯的。”朱元
璋听后，出了一身汗，祠堂和
墓就不迁了。之后，朱元璋的
儿子朱棣感于卞�父子的
“忠孝”，就在祠堂附近特意
凿了一口“忠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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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公祠有两块石碑，一

块有人说是东晋时候就有
了，还有一块是道光年间才
立的，但两块石碑的命运却
迥然不同。在南京市博物馆
的库房里，一个高达 2.2米
的青石碑赫然立在雨中，碑
上的字迹依旧清晰，上面写

着 “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
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
公墓”。 这块碑，博物馆
“看管”它已经有7年了，
南京市博物馆的负责人说，
2000年，博物馆扩建库房，
怕这块碑受到损伤，于是把

它平移了近100米，搬到了
库房外，细心照料。

虽然和南京市博物馆只
有一墙之隔，立于道光年间的
石碑却已经被居民当成了一
堵“墙”。经附近居民不经意
的提醒，记者在一个居民家的

角落里找到了这块碑，碑前放
了一辆自行车，一些废弃物堆
积在周围。虽然距今只有200
年左右，但这块石碑上的字
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碑的正
面还被一大块红色的漆给遮
了。而把碑当墙用的居民告

诉记者，他们也是没办法，这
一带寸土寸金，他们也只好
把文物当墙用了。

博物馆的人还告诉记
者：“卞家后人早已搬离这
一带，走了。已经找不到住
在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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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博物馆与六合
区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

六合区雄州镇冶浦村西汉棠
邑侯国的遗址进行大规模考
古勘探。这是建国后考古人员
首次对这座规模宏大的古代
城址进行勘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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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来到六合区雄

州镇冶浦村，考古人员派来的
10多名技工，站在一处高地
上，手抓洛阳铲进行钻探。

很快，技工们从地下两三
米的地方钻探上来的泥土，小
心翼翼地堆在地上，看上去这
些泥土都呈黑色，中间还夹杂

一些灰陶片，表面印有网状纹。
考古人员称，这些灰陶片都是
汉代遗留下来的，而且，在附近
田间和水塘边都能看到。

六合区文物保管所所长蔡
明义告诉记者，目前考古人员
只是对遗址进行钻探，寻找遗

址周围的城墙和城门位置，一
旦发现了城墙和城门，那么，沉
睡了2000多年的棠邑侯国古
城将被揭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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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棠邑侯国遗址位于

今天的雄州镇冶浦村，峨嵋河
南侧，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有关专家称，早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南京市博物院考古专
家曾在该遗址上发掘出铜钫、
铁斧、铁竹、铜锭、四铢钱、五
铢钱等大量的珍贵文物。

“文革”时期，该遗址的
考古工作被耽搁下来，有的地
方还盖房、种农作物。

前年4月，当地农民在自
留地挖鱼塘时，居然挖到不少陶
罐、铺地砖、瓦当等。考古人员立
即赶往现场鉴定，发现挖出来的

这些东西均为汉代文物。
之后，考古工作者又两次

赶往雄州镇调查，根据露在地
面的汉代瓦当和墙基，最终确
认农民挖鱼塘的地方，就是已
经消失2000多年的西汉棠邑
侯国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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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说，公元前559

年，当时的周灵王十三年，在六
合雄州镇冶浦村建立了南京
地区最早的城池。后来，汉高
祖六年 (公元前201年)l2月，
陈婴被封为棠邑侯，领棠邑县
地，称为棠邑侯国，这就是当
时的南京地区第一个侯国。

蔡明义表示，目前，西汉棠
邑侯国城墙遗址已被确定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六合区政
府已把遗址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已规定不准在遗址上建房或建
其它建筑。 AdCD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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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晚会上一支《小城雨巷》

倾倒千万观众。如果换作在小
桥流水的柔媚江南，再上演这
样的歌舞，是不是更令人沉
迷？昨天记者获悉，今年9月，
周庄就将推出中国第一部原
生态水乡实景演出。

据介绍，这台名为“四季
周庄”的大型实景演出地点就

在周庄的江南人家水上舞台，
全场60分钟，分“水韵周庄”
“四季周庄”“民俗周庄”三
个篇章，通过渔歌渔妇、雨巷、
采藕、阿婆茶等周庄独有的元
素，展现出一个诗意江南。记
者了解到，参加演出的200多

人中，除了歌舞专业演员，大
部分是本地的农民、渔民。目
前，演出正在紧张排练中，8月
28日试演，9月1日晚上即可
正式与游客见面，并将作为周

庄重要的旅游项目每晚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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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死后被朝廷厚葬在
朝天宫地区，建了卞公墓，后

来又修建了卞公祠，竖立了
御赐忠节坊，牌坊前凿水井
称为忠孝泉井，以纪念卞�。
虽然卞�父子三人被当时朝
廷认为是忠孝之臣，但他死
后，还是遭到了侵扰。

南京市博物馆的负责

人介绍说，卞�父子三人死
后85年，盗墓贼就光顾了
卞公墓，还发生了 “活见
鬼”的事。据说，义熙九年
(公元 413年)，盗墓贼偷盗
了卞�墓，当盗墓贼剖开棺
材，想要大捞一把的时候，

他发现卞�皮肤润泽，脸面
向生前一样光鲜，两只手都
捏着拳头，还长出了能触到
后背的长指甲，吓得盗墓贼
以为碰到“鬼”了，又把他
重新葬了回去。

如今，卞公墓究竟在哪

里？只能从老文物专家们的

嘴里报出来了，具体方位已
经找不到了。老文物专家王

引说，卞公墓应该在南京市
博物馆西边，“文化大革命
前还有墓的，但文革的时
候，就被彻底毁坏了。”

而卞公祠，它具体建于
何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有人说是东晋的时候就建

了祠堂，有人说是宋代才建
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清道
光年间，重修江宁府庙的时
候，当时政府也重修了卞公
祠。当时，太平天国时期，太
平军一度把朝天宫一带当
成了造火药的地方，在和清

朝政府对抗的时候，卞公祠
堂一度“受伤”。但，卞公祠
最终也没能保留下来。民国
年间，当时国民党在这一带
建了首都高等法院，后来陆
陆续续有了民房，大量居民

的到来，让卞公祠由一个祠
堂成了居民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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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何许人也？也许就连
老南京都对他不熟悉，很多人
还错把�(kun)当成了壶。

卞�其实很有名，在《晋

书》中还专门有他的传，细细
看后，他其实算得上是 1600
多年前的一位“英雄”。据史书
记载，卞壶是东晋初年的著名
武将，生于公元281年，今山东
菏泽人。卞�出生在一个名门
望族、官宦之家，父亲卞粹兄弟

六人同在宰相府任职。
因为才能杰出，卞�在晋

元帝、明帝、成帝三朝都担任重
要职位，两度做到尚书令。他是
个刚正不阿的人，维护朝廷纲
纪来不遗余力。在东晋成帝即

位举行登基大典那天，元老重
臣王导竟因病缺席。卞�在朝
廷上严肃地说：“王公社稷之
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
是人臣辞疾之时！”王导听说
后连忙带病赶来。

卞�还亲自上阵作战，立

下赫赫战功。公元328年，大将
苏峻拥兵作乱，进攻建康，皇帝
命卞�迎战苏峻，卞�与苏峻
在鼓楼一带大战，不幸被苏峻
破城而入。在战斗中，卞�的
背疮没有愈合，但还是英勇杀
敌，终因体力不支，壮烈殉国，

死时才47岁。他的两个儿子卞
�、卞盱，看到父亲殉国，也相
随杀入敌军，同时战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