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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车舆文化传千秋 太任品德耀古今
文/图 全媒体记者 康国富

平舆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两省
（河南、安徽）三市（周口、阜阳、驻马
店）结合部。平舆历史悠久，夏商为挚
地，周为沈子国，秦时置县。平舆拥有
浓厚的人文资源，是造车鼻祖奚仲、周
文王之母太任、东汉名臣陈蕃、三国名
士许劭的故里。因地势平坦，又是中
国最早车辆“舆”的发源地，故名平舆。

论名气，平舆或许不及汝南、上
蔡、确山响亮，但论实质，无论是拼历
史底蕴还是经济实力，平舆都毫不逊
色。更重要的是，在驻马店9个县城
中，单就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城市建
设方面，平舆县遥遥领先。

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平舆县地处中原，位于汝河中游，
气候温和，地势平坦，自古文化发达，
系夏代奚仲创立的国家。据《路史后
纪》记载：奚仲发明车辆，夏禹王举奚
仲为“车正”，主管天下造车之事，后世
崇奚仲为造车的鼻祖，其后裔号称挚
任氏。汉代著名学者许慎考证：汝南
郡平舆城中的挚亭，即殷商以前的挚
国故里。

挚任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部族，
他们依靠这里森林资源丰富的特点，
继承祖上制车的娴熟工艺，研制出一
种有顶盖，供贵族“所居”享用的车辆，
名曰“舆”，挚也是舆的一个基本构件，
故《周礼·考工记》云：“舆人为车”“从
舆为正”，平坦的地势与“舆”的发明，
挚地始有平舆之名。

文献记载夏禹治水13年，了解各
地的风物特产，由于天中地区盛产造
车的上乘之材“槐”，而将奚仲分封到
这里，《管子·形势篇》云：“奚仲之为车
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

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奚仲建立
的挚国都邑，即今天的河南省平舆县，
至今此地还名为“古槐镇”，城中有“舆
侯祠”“古槐”“太任净衣塘”“太任公
园”“挚地大道”等。

挚国系夏车正奚仲的后裔，是中
国历夏、商两个王朝，擅长手工业，从
事造车的方国，此处不仅是中国车辆
发展的源头，也是世界车辆的发明
地。为了缅怀挚人这个富有创造力的
部族，纪念奚仲、吉光父子创造车辆的
丰功伟绩，后人便称故挚国都邑为“挚
亭”，又名平舆。

相传平舆旧有制作车辆的工场作
坊百余，为中原地区车辆的制作与销
售中心。每年制作太平车千余辆，其
他各种车辆数千辆，它通过中原庙会
等商贸手段，流通到苏、鲁、皖、鄂附近
各省。古书上说，奚仲造的车，外形美
观，所用材料质地坚韧牢固，内部的零
件运转协调，代表了古代工匠的最高
技术水平，也是古代匠人智慧的结晶。

4000多年来，在平舆这块古老的
土地上，积淀了厚重的车舆文化。这
里有挚国故城、西塔寺、挚国宫殿遗
址、挚国城垣遗址、舆侯祠遗址等；有
大量奚仲发明车辆的民间故事、村名、
地名等民风民俗、风物掌故；有绵延数
千年制作车辆的手工技艺。每年农历
三月二十九，传说为奚仲的生日，平舆
人民会在县城的舆侯祠附近举行盛大
庙会，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祭祀车辆鼻
祖的祭祀文化，影响十分深远。

中国的胎教之母

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有一位女
性以其非凡的品德和深远的教育智
慧，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她就是太任，
也被尊称为大任，作为周室三母之一，
她的名字与周文王的诞生和成长紧密
相连。太任，是季历（王季）的贤妻，更
是姬昌（周文王）的母亲。

太任，生卒年不详，任姓，河南平
舆（今河南平舆县北）人。商朝时期西
伯侯季历之正妃。周文王姬昌之母，
历史上有记载的胎教先驱。太任是商

朝末期贵族挚任氏的二女儿，生性端
正严谨、庄重诚敬，凡事合乎仁义道德
才会去做。嫁给夫君季历后，太任仰
慕婆婆太姜的美德，孝敬婆婆。她主
持后宫立身端正，宫廷上下肃穆祥和。

太任怀孕的时候，眼不看邪曲的
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
傲慢自大的言语。从不歪着身子睡
觉，也不偏斜着坐，跛着脚站。不良的
食物不吃，摆放不正的席子不坐，夜里
就让乐师朗诵诗歌。姬昌生下来就非
常聪明，太任教他一，他就知道十。人
们赞叹说，这都是太任的胎教做得好。

在平舆县城西南处，建有太任公
园，园内立有太任像、母仪天下广场、
四面情景地雕、周礼文化墙、文王八卦
台、太任浣纱石、亲水平台等多处景
点。内植名贵花木，布设亭台水榭，融
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园林景观等多
种元素为一体，集德育、教育、健身、休
闲等功能于一园。漫步其中，古风拂
面、念今思远，令人感慨万千。遥想
3000年前，古挚国国君任成之女太任
曾在此浣纱、沐浴、嬉戏、游玩，修得大
家闺秀，养成淑女风范。后远嫁西周，
孕育并胎教了周文王，成为贤德盖世、
母仪天下的一代圣母。

太任首开中国胎教之先，既是平
舆历史名人的早期典范，更是作为伟
大母爱的化身流芳千年。太任的圣母
形象经过3000年中华文明的洗礼，
如今更加光辉灿烂。漫步在太任公
园，尽管已是冬季，记者仍被园林景色
所陶醉，更会被特色浓郁的文化气息
所感染。

记者在太任公园看到，太任教子
塑像端坐门前，眸含万般仁慈，胸怀博
大情感；母仪天下广场华柱比肩，浓缩
挚地人文积淀；太任浣纱石静卧波间，
佳人丽影依稀再现；亲水观景台依水
而建，凭栏远眺沧海桑田。地雕情景
时空变幻，演绎太任千古美谈。

小芝麻成就大产业

1980年，经我国农业专家考证，
平舆县71%的土壤质地为砂浆黑土，

速效钾含量丰富，为我国白芝麻生长
的最佳区域。平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
的发展条件，把“小小的芝麻”做成“大
大的产业”。

平舆县委、县政府历任领导均高
度重视白芝麻产业的发展，陆续出台
了相关扶持政策，种植面积在1000
亩以上的每亩地补助160元，种植面
积在2000亩以上的每亩地补助210
元。平舆白芝麻的种植面积常年保持
在35万亩左右，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1/20，出口量占全国的1/3，种植面
积及总产量均居全国县级第一位。平
舆县成为国内白芝麻种植第一大县。

芝麻不仅种出来了，还要增值。
平舆县委、县政府委托蓝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康博汇鑫油脂有限公司两
大龙头企业收购白芝麻，解除农民销
售芝麻的后顾之忧。经过农业专家多
年的研究，平舆已经培育出几十个适
宜不同区域种植的芝麻品种。由省农
科院培育的“郑芝12号”品种，曾以亩
产179.6公斤创国内芝麻千亩连片
种植高产纪录，也是当地种植较为广
泛的品种之一。经检测，平舆白芝麻
无论是芝麻籽、芝麻叶，还是芝麻花、
芝麻秆，营养价值都较为丰富。

目前，除了芝麻酱、芝麻花茶、芝
麻叶挂面等传统产品，当地正在陆续
开发以平舆白芝麻为主要原料的新型
保健产品，芝麻木酚素咀嚼片、芝麻木
酚素营养代餐粉、芝麻木酚素面膜等
系列产品已陆续推向市场。如今，“小
小的白芝麻”被平舆人当成一项兴县
富民的“大产业”做起来了。

2017年9月，平舆县建起了白芝
麻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白
芝麻的起源、自然属性、生长过程、生
产加工等，同时还可以对白芝麻的养
生保健功效、芝麻小镇的诞生及企业
文化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得不
说，这是平舆人把经济、农业与文化的
一次完美结合。

采访结束，记者漫步平舆街头，深
度感受了这个媲美江南的县城，县城
内舆新广场、怡馨园、挚园、奚仲公园、
太任公园、陈蕃公园、文化艺术中心错
落有致，县城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平舆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人文
荟萃，不仅是沈姓、周姓的发源地，还
在漫长的岁月里，诞生了许多优秀的
文化，也获得了中国建设工程防水之
乡、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国
家园林县城等荣誉称号，如此种种，都
证明了平舆未来潜力无限。

平舆挚圆景色宛如江南

太任教子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