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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后人”老家不远有曹植墓“曹操后人”老家不远有曹植墓
全村人都说是曹操后代，但没文字史料可查全村人都说是曹操后代，但没文字史料可查

昨天本报在《专家称曹操墓
中一“佳人”中毒而死》一文中提
到有一郑州市民自称是曹操后
人，引起市民的关注，询问电话不
断，1月4日，本报记者与这位名
叫曹卫国的市民奔赴他的老家
——河南省通许县长智镇润店村
一探究竟。记者发现，七步村曹
植墓距润店村只有两三公里。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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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再次与网友“第六国际”取
得联系，他说，他的名字叫曹卫国，在黄委
会某单位工作，原来听村里人说润店村曹
姓村民是曹操的后代，他还问了村里的
人，说有家谱，但和曹操有没有关系，还需
要去村里查证一下。

在通许县长智镇润店村曹卫国的二
哥曹开建家里，记者见到了他们的家谱，
家谱是新修的，家族历史只追溯到清代中
期，没有发现与曹操有任何关系。

曹开建说，润店村的祖坟分为东坟和
西坟，他们家属于东坟，是从西坟中分出
来的，而西坟的历史要比东坟早得多。

今年 71岁的曹文兴是曹氏西坟祖先
的后代，他说，关于他们润店村村名的来

历还有一段传说。从润店向东北走约两
三公里处，有前七步、中七步和后七步三
个村庄，曹植墓就在后七步村。曹操下葬
后不久，司马家族想把曹氏后人赶尽杀
绝，其中一位名叫曹润的后人就来距七步
村不远的一个高岗下避难，此处在古代是
一条从太康到陈留的大路，曹润就在路边
开了个茶店，润店因此而得名。

“我们应该是曹植的后代，通许的曹
姓都是从我们村迁出去的，解放前曹植墓
及其周围的土地还都属于我们润店的曹
氏家族。”曹文兴补充说。

曹文兴说，关于润店村曹姓村民与曹
操后人的关系，原来有石碑记载，但在
1958年时，那三通石碑都被砸毁了。

曹卫国的老家润店村附近，有前七步、中七步和后七步
村，当地人称，曹植墓在后七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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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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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

1月 4日中午，记者赶到后七步村中
的曹植墓，一个大约 1000平方米的院子
中栽满了杨树，曹植墓圆圆的坟冢位于院
子的东北角，南边不远处还有一座明代修
建的亭子，亭子顶部已经破坏得很严重，
亭子中立有一明代石碑。

通许七步诗社社长傅文治对曹植已
经研究了多年，他说通许七步村曹植墓是
在明成化六年发现的，也就是 1470 年。
那年夏天，黄河决口，曹植墓所在的土岗
被大水包围。到了冬天，大水退去，土岗
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穴中有石门，
从外面闩住，正中竖一石碑，上刻“魏曹植

之墓”，后来人们捐资为曹植修了祠堂，再
后来又增修了观音寺。

傅文治说，到了 1479年，副都御使娄
良告老还乡，看到曹植墓的景象后，多方
协调，重修了曹植祠和观音寺，首先建祠
堂一座，接着又修了崇殿，还修了讲堂、禅
室、厢房、厨房，看上去很是雄伟恢弘。

此后的 500年间，黄河几次泛滥，因
泥沙淤塞，坟冢几乎成了平地，只剩下一
个小土堆，院内建筑也几次成为废墟。

1998年，为加强对曹植墓园的保护，
省文物局拨出专款，对曹植墓进行了修
建，建成了现在的陵园。

后七步村中的曹植墓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院子
中，重修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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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店村村民们说，他们都是曹植曹子
建的后代。前七步、中七步和后七步村民
的先祖是为曹植守墓的。

但经过记者再三调查和考证，根本没
有任何史料印证，后七步村的村民对此说
法也很不认可。

现在有记载的曹植墓共有三处，一处
在山东省东阿县鱼山，史料记载，曹植曾
被封为东阿王，在东阿时常登鱼山游览，
有安寝于此的愿望，死后曹植的儿子遵照
遗嘱把其葬在了这里。另一处是河南淮
阳的“思陵冢”，有一种说法说，曹植晚年

被封为陈王，死后就葬在了这里。还有一
处就是通许后七步村的曹植墓了，后七步
村村民张学伦说曹植两度被封为雍丘王，
雍丘就在今天的杞县，距七步村非常近，
而且曹植在雍丘生活了 6年多时间，葬在
这里是很自然的事情。张学伦还称，因为
有了曹植的七步诗，才有了七步村这个村
名，在此之前，后七步村叫郭村，中七步村
叫永宁乡，前七步村叫宁乡。

从三种说法来看，各有理由根据，但
从正史《三国志·曹植传》的记载看，曹植
葬于山东东阿更为可信一些。

据说曹植墓共有三处，一处在山东东阿县，一处在河南
淮阳，一处在后七步村

明朝重修的曹植墓碑明朝重修的曹植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