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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黑瓦 芳草斜阳

一个有故事的千年古村王保庄
风景秀丽的大熊山被不少人熟知，然而深山密林里隐藏着的具有千年

历史的古村落，却远离喧嚣，人迹罕至。周日，登封市作协的20余名作家
一走进登封市徐庄镇王保庄村，就被那里土墙瓦房的古民居迷住了……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王保庄的古民居

登封抗战史上著名的“王山突围”战发生在此地
王保庄村在大熊山的腹地，绵延的

山峰如屏障般守护着一方土地。王保庄
村西的山峰叫“王山”，延绵数十里地的
天然屏障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抗日
先遣支队的最佳掩护。皮定均作战以
“善突围”闻名，“王山突围”就是他的一
个杰作。

王山是大熊山的群峰之首，高 1139
米，最高处号称“摘星楼”，意思是在上边
可以摘星星。据徐庄人，当时的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侦察员孙化永在回忆录里记载：
1945年1月中旬，豫西7个县的7000多名
日军和地方土顽突然围着马峪川（今徐庄
镇）拉开了扫荡大网。这张网里开始仅有
皮定均率领的支队部和特务连，约 200
人。当年 1月 19日，敌人完成了 5层合
围。头一层是日军，后四层是伪军。在敌
人完成合围的前一天，皮定均竟然把在外
活动的三十五团“召回”了网里。此时，敌
我兵力对比是11：1。皮定均及其部队被
围困到了山上。但皮定均仍下令继续后
撤，而再往后撤便是王山山顶了。

那一夜，他们撤离到了离王山山

顶只有一里远的王保庄，再也没有退
处了。眼看敌人就要“收网”，皮定均
带着部队仍是在王保庄村住了一天一
夜，骑着青骡子的皮定均住在村里一
个牛倌家。

1月 20日早上，侦察员孙化永回到
了王保庄，报告了敌情，皮定均听后决定
当晚突围，牛倌自告奋勇地带路。当晚，
600人出发了，皮定均带着孙化永等几个
侦察员走在队伍前面。王保庄牛倌领着
他们走的突围路线不是在隐蔽的山沟
里，而是贴着山脊。贴近山脊，部队人员
的身影不会暴露，一旦发生情况，大队人
马不会被包围在山沟里。

突围路上，险象环生。在部队走到
离最近一堆篝火仅十步的一个哨所时，
被敌哨兵发现了：“你们是干啥的？”牛倌
机智应答：“老乡，俺是这村里卖煤的。”
说话间，皮定均派人一把擒住了敌方哨
兵。然后，大队人马随即从哨位旁边快
步走过……天亮后，日伪军开始“合围”，
却只在山顶上看到了皮定均那匹青骡子
留下的几堆粪。

2016年被录入省传统村落,将打造田园综合体
据 90岁的当地村民李天智说，王保

庄村自宋朝便有先人居住此地。当地的
民居是汉族传统民居建筑土墙瓦房，部
分保存完好。土墙让人感受到古朴、宁
静、厚重的美感。瓦片层层叠叠铺在坡
面上，形成了利于空气流通的缝隙，使得
屋子冬暖夏凉。

在那些土墙瓦房的檐下，总能见到燕
子筑的巢，瓦沟头缝隙里，还有各种鸟儿
的温暖巢穴，给整个村庄带来灵动之美。

“走进王保庄古民居，你会有一种穿
梭在漫长时光隧道里的感觉”，登封市
民协副主席王巧红说，这里所有的景物

都在缓慢中后退，仿佛一部慢慢回放的
老电影，那些依次出场、退场的人和物的
片段，在这里逐渐清晰、明朗，那些被淡
忘的岁月过往，被一个模式固定下来了。

王保庄村于2016年被录入河南省传
统村落。对于该村的保护和开发，登封市
大熊山森林公园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海营
说，将打造王保庄田园综合体。将来的
王保庄能够接收到远古信息的空气和现
代生活的舒适和安宁。这里的一砖一
瓦，会让你触及灵魂最深处的柔软和幽
古的恬静，在这里，可听任岁月悠悠，芳
草斜阳。

约
探秘嵩山香文化

“香文化已在嵩山悄然兴起”，9月9日早上，慧闻国
际“寻源·悟禅”学习交流会在登封市禅武大酒店五楼会
议室举行，室内琴音缭绕、清香袅袅，50余名香道爱好
者在此焚香、闻香、问道，学习中华香文化，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嵩山香文化发展之初：贵族专享奢侈品
从现有的史料可知，春秋

战国时，嵩山地区对香料植物
已开始广泛使用。隋唐之前，
虽然上层社会对香推崇备至，
但很多适宜熏烧的高级香料产
自边疆或域外，可用的香料总
量较少，即使对上层社会来说
也是稀有之物。

在唐代，西域的大批香料
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
抵中国。香料贸易的繁荣，使
唐朝出现了许多经营香材香

料的商家。大批文人、药师、
医师等人士的参与，使人们对
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
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为香
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在这个时期，对香品的用
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
会客用的香，卧室用的香……
女皇武则天石淙会饮，皇帝经
行之处，龙脑、郁金铺地，行宫
香烟袅袅，香气缭绕。

宋代时期，香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及至宋代，香文化从皇家

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
普通百姓，并且出现了《洪氏
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
由此中国步入了香文化的鼎
盛时期。在居室厅堂里有熏
香，在各式宴会庆典场合上要
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
焚香的事务。富贵之家的妇
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熏球

陪伴左右；文人雅士则多设香
斋，不仅用香品香，还亲手制
香，并且呼朋唤友，一同鉴赏
品评。

对宋元明清的文人来说，
香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
少的部分。从苏轼出神入化地
咏叹，到《红楼梦》丰富细致的
描述，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对香
的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香文化如今已在嵩山地区悄然复兴
香伴随着中华文明从起源

到成长再到发展，一路走来，在
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已经
渗透到民族文化的骨子里。

“香能让心静下来，放松心
情”，御寨山庄的杨锋，每天早
上起床，她会先点一炷香，在这
一炷香的时间里，把当天要做
的事情理一遍；傍晚时分，太阳
西沉，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

她也会点一炷香，看着香炉里
飘出来一缕轻香，“这是一种更
高雅、更有情趣的减压方式。”

国家级注册香道师、古法
制香师李彦妍说，燃一炉香，
修炼，弹琴、吟诗、作画、习字，
这些古时文人日常生活中最
常见的场景，在登封已普遍可
见，如今香文化已在登封和嵩
山地区悄然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