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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中牟县黄店镇坐落着宋朝时期的建筑
寿圣寺双塔，两塔相距 10 米左右，一个巍
然耸立，一个好像断了半截，一个代表道教
文化，一个代表佛教文化，双塔周围原来有
座皇封赦建寺院，双层寨墙保护。当地流传
千年的神话传说给双塔增添了太多的神秘
色彩。现在这个中牟县唯一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已被风雨侵蚀的斑斑驳驳。近日，
记者从当地政府了解到，他们准备重新修葺
双塔，将其申请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双塔分别代表佛教和道教文化
中牟县城南26公里的黄店镇冉家村东边，

有一座高高的土岗，土岗上屹立着充满传奇色
彩的寿圣寺双塔。

前日，记者来到冉家村，只见双塔一高一
低，相距10米左右，让人感觉很怪异。

西塔高30米，共7层。塔身呈等边六角形，
第一层边长为 4米，越向上塔身越小。塔身全
部是灰色砖垒砌，每层都有券门、真窗和盲窗。
每层塔身上都有佛像浮雕。塔内有塔心室和螺
旋状梯道，顺着梯道盘旋能到达塔顶。

东塔高 18米，共 4层。塔身也是等边六角
形，边长比西塔稍长，东面有门，塔内有螺旋状
梯道，塔身有图案纹饰和坐佛。只是东塔上半
截好像倒塌了一样，是个“半截塔”。

73岁的冉小水是冉家村人，是寿圣寺的看
护。“西边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塔身里里外外都
是佛像，人们都叫它千佛塔。东边的塔代表的
是道教文化，从图案上看和西边的塔是有区别
的。原来的寺院里有座石碑，对双塔的来历有
记载，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说起这些陈年
往事，冉小水充满惋惜。

“你抠一下塔身上的石灰，非常结实。”记者
一试果然用指甲抠不动。冉小水说，建双塔的
白色石灰，可能添加了桐油或糯米汤。

资料记载，寿圣寺又名双塔寺，始建于唐太
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60年的历史。当年的
寿圣寺占地540多亩，雄伟壮观，香火极盛。双
塔是宋代重修寿圣寺时修的，距今800多年。

“寿圣寺是皇封赦建，规模宏大，我小的时
候这里还有 3处庙院，有 70多间房子。3个大
殿都有廊房，大殿内供奉有老佛爷、观音老母、
南海大士等佛像，廊房内是四大天王、关公神
像、十八罗汉、十八阎君。双塔附近有 6棵松
树，差不多都是两个人合抱才能抱得住。1951
年的时候，庙院被毁坏。”

黄店镇皛（xiao）店村的张信凯，也常年看
护双塔，他带着记者参观了双塔。

“寺院原来很大，周围有两层寨墙保护。寨

墙附近原来有 540亩地，供寺院里和尚耕种。
双塔附近还有和尚坟。”张信凯边走边向记者介
绍，有些地方的寨墙被破坏，下边露出了一些瓦
片，瓦片上有沟槽样的花纹。

冉小水说，当地有很多关于双塔的传说。

考古认为东塔是半拉子工程
几百年来，神秘的双塔给世人太多的想象。
记者在寿圣寺双塔的塔身上发现，自下而

上均有很多小孔。这些小孔是插脚手架的地方
吗？为什么后来始终没被填补完整？

张信凯说，考古学家曾到过寿圣寺，发现东
塔上边并没有断痕，也就是说 4层的东塔并非
倒塌所致，而是当初根本没有修建完整。

双塔到底是何人所建？张信凯带着记者来
到双塔东南角，那里有个高 10多米的大土堆，
上面杂草丛生。张信凯说，老辈人都说这里埋
着建塔的师傅。“双塔建成后，建塔的师傅就离
世了，被埋葬在了这里。姓名我也说不清。现
在，有些人为了纪念他，还在他的坟前祭奠。”

张信凯还告诉记者，当地一位老教师曾有
一本书，上面记载着“李郎打寨”的故事，也就是
说寿圣寺的寨子很可能是“李郎”打造的。

周围村民自发捐款、保护双塔
寿圣寺历经宋、元、明、清又多次修复、重

建。双塔前有一通清朝嘉庆年间的碑刻，记录
了早年重修的情况。

虽经过多次地震双塔结构依然坚固，但是
时光还是在寿圣寺双塔上打下了烙印。现在，
不少塔砖被风化侵蚀，塔身上的壁画也斑斑驳
驳，双塔底座上都是广告语。寿圣寺周围的寨
墙，常常遭到人为取土破坏。中牟县这个唯一
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亟待保护。

2004年，重修寿圣寺，大雄宝殿等建筑物
拔地而起。近几年，冉家村、皛店等村庄的村民
纷纷自发加入到保护寿圣寺双塔的行列中，对
双塔实行 24小时看护，很多村民前来捐修缮
款，希望对双塔进行必要的维护。

目前，黄店镇已将双塔的保护、开发纳入议
事日程，争取尽早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昨日一早，蒋寨村村民蒋建强向记者报
料说：“在我们村地里，有人正在挖古墓。”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蒋寨村索河
路南侧，见二三十个人正在长、宽各约 40
米的范围内挖掘。“我们现在挖掘的不是
古墓，是居住址。”现场负责人解释说，蒋
寨遗址是 2004 年 8 月在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文物调查复核时新发现的，当时试掘发
现有丰富的西周早期遗存。目前，正在挖
掘的蒋寨遗址是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
占压的部分。

挖掘现场被分成了 8个挖掘坑，每个挖

掘坑内又有多个小坑，这些小坑有的是圆形，
有的是椭圆形的，面积仅几平方米，深约 1
米。有的小坑墙壁凹进去，好似烧过；在小坑
内和小坑四周有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里面
土的颜色较深。“小坑是典型的人类半穴式居
住的地下部分。”现场负责人说，墙壁凹进去
的部分是取火或者放灯用的，圆形是地上建
筑的支柱与地面的接触面。

在“住宅”间，一条东西向、深约60厘米、
宽约1米的沟被挖掘出来。现场负责人介绍
说，这应当是古代的排水沟。遗址中还发现
了生活垃圾坑、祭祀坑、取水坑以及窖穴等。

历经800年风雨满目沧桑

中牟寿圣寺双塔亟待保护

寿圣寺双塔西塔高东塔低寿圣寺双塔西塔高东塔低

目前，郑州市考古研究院正在荥阳豫龙镇挖掘蒋寨遗址。随着鬲、簋、盆等
遗存物品出土，该遗址被认定为西周早期居住址。这是目前为止郑州地区发现
的最大西周早期的居住遗存，考古专家认为“蒋寨遗址的发掘，对于区分认识中
原地区西周初期文化面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在现场，一片片陶片被挖掘出来。据了解，
此前已出土了完整的鬲、簋、盆，还有石器、骨
器、蚌器等物品，遗物非常丰富。其中有一个鬲
为三足、灰色，是西周早期典型的陶器。

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一室主任张家强介绍
说，西周初期，中原地区为商遗民大量聚居的
地方，周人数量较少，文化面貌具有浓厚的商
文化因素，典型的周文化因素较少，这导致考
古界区分认识西周初期文化面貌具有相当难
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墟应该存在有西周早
期遗存，但一直未能取得突破进展。

张家强进一步解释说，郑州地区以往发
现有西周时期遗存，但主要为西周墓地，居住
址发现较少，而且居住址规模太小、发掘面积

有限，不能解决西周居住址研究的重大学术
问题。而蒋寨遗址规模大，达 30多万平方
米，文物也非常丰富，鉴于南水北调重大工
程，发掘面积有望得到保证，可以填补中原地
区西周居住址研究的空白。

中原区关帝庙遗址和荥阳娘娘庙遗址分
别距蒋寨遗址 2公里和 4分里，代表了商末
和西周中晚文化。张家强说：“对 3个遗址
的器物进行排队比较，从而可以建立商代
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晚期
文化分期的标尺。蒋寨遗址的发掘，对于
区分认识中原地区西周初期文化面貌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线索提供 蒋建强

蒋寨遗址是早期西周人居住址

蒋寨遗址正在挖掘蒋寨遗址正在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