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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播报 探秘

走近这座坐西朝东的 红 砖 建
筑，抬头映入眼帘的是门迎上“神
龙显灵——龙行天下及时雨，黎民
安乐五谷新”的喜庆对联，放眼望
去，庙院坐落在大冶镇垌头村西南
方的山湾处，绵延不绝的土丘蜿蜿
蜒蜒，如同一条趴卧的长龙，小山
包形如龙头，前有龙鼻模样，最吸
引人的是庙前一座字迹模糊的石
碑。村头老者李丙彦见状，热心地
向我们讲解了它的故事：“我们当
地人都称这是龙王庙，没有这庙以

前，附近有两口一大一小的泉眼，
涓涓水流常年不干。”由于两口泉
眼刚好形成在龙王庙坐落的土丘
处，村里人都称之为“龙眼”。

“以前水没干时，小孩子放学路
上撩一口泉水都喝了，大人做工回来
路过这儿，不是喝口泉水，就是就着
龙眼洗把脸，泉水入嘴甘甜，解渴又
清凉。”站在庙院北边约百米的大泉
眼处，李丙彦记忆里的泉眼随着近几
年村子里打窑早已干涸，只留下几抷
黄土掩去了昔日泉眼的痕迹。

昔日泉水涓涓，今朝庙前香客不绝

探秘大冶镇龙王庙的前世今生

“别看庙小，可有故事哩。”据李
丙彦介绍，坐落在土丘山湾处的龙王
庙竟是由两颗鸡蛋造就。想象龙王
庙还未坐落于此时，连片的荒坡似乎
提不起人们的兴致。在南方经济开
始兴盛，商贸流通之时，大量南方商
贾将目光投向了北方。

相传，一个湖南商客在游走北方
寻找商机时，路过于此，觉得此地很
有灵气，便在地下埋了两颗生鸡蛋，想
把灵气带走。“当时都说登封地气儿

（音译）灵，咱这人都知道外地人经常
来咱这赶地气儿。”李丙彦呵呵一笑，

介绍道，这个商客本想埋鸡蛋赶地气
儿，谁料他埋鸡蛋时被山上的放牛娃
看见，他刚埋好离开，放牛娃便来挖出
鸡蛋拿回家去了。“说来小孩子也逗，
不多会儿这放牛娃又拿着俩鸡蛋回来
埋到原地。可你们不知道啊，这娃是
把鸡蛋煮熟了又拿回来埋下了。”

翌日，商客去到埋鸡蛋的地儿察
看，发现鸡蛋早已不是自己埋下的样
子。坐地长叹：“不行了，不行了，赶不
走喽……”随后，土丘下的河里簸箕声
肆响，当地人便在此处修建一座庙宇，
因土丘似龙，此地灵气，故名龙王庙。

一抷黄土掩去昔日泉眼

两颗鸡蛋造就一座庙宇

细看龙王庙，门前矗立着焚香
炉，两侧有碑刻记载着它的修缮情
况。始创年代不详，从碑刻记载上依
稀能见晚清时期的它曾经被修葺。

“1958 年曾被拆过，20 世纪末又在这
里重建。”从李丙彦口中得知，这座不
大的龙王庙经过几次修建，如今虽破
陋却香客不绝。

“以前，每年逢农历二月二，为龙
王庙古刹大会，方圆百里的香客如
织，大戏如擂，杂技奇巧，狮子、高跷、

竹马、旱船俱来助兴，善男
信女，朝拜祈福。”据李丙彦
告知，现在每逢农历初一和
十五，村下的百姓还会来此
敬香。如若遇到久旱不雨，
村民们多会自发上来敬香
祈雨。“来这儿求雨，灵验着
哩。”李丙彦介绍，据说村民
祈雨后，不出几日必有甘
霖，这也是村里庄稼一直收
成很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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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登封市有块儿“嵩阳寨碑”，记载了当地村
民英勇抗匪的事迹。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
曾趁着春节假期闲来无事，约上好友一起去寻觅那
些抗匪遗迹。登封播报 刘俊苗 文/图

嵩阳寨碑
和拓片

遗迹消逝，崖头孤伶

当天上午 10 点多，天空飘着小
雨，记者来到登封市东华镇河门
村。走到村中，发现该村家家户户
已经盖起了楼房，小村庄给人一种
和谐安静的感觉。但是村子中间部
位还是能看到坍塌破旧的瓦房，一
些大树参差不齐地长在废墟残垣
中，只有那遒劲有力的树干彰显着
生机。

当走到村北部时，一座坍塌的
崖头出现在眼前，崖头已经看不出
原来雄壮的高度，但是边上几间瓦
房，有村民在里边种上了青菜，绿油
油的，煞是好看。

“村中嵩阳寨遗址已经消逝干
净了，但这座崖头却是和嵩阳寨一
起存在的，如今也被消磨得不成样
子了。”该村78岁老人张海松说，以
前嵩阳寨遗址还存在时，这座崖头
处于嵩阳寨里，村里人在崖头上种
庄稼。“如今嵩阳寨不在了，这座崖
头也孤伶了。”张海松站在崖头前，
叹息着对记者讲道。

寨墙3丈高，抗击匪患

虽说“嵩阳寨”遗址已经消逝，
但是依旧是村中人津津乐道的话
题，平时无事，村中人聚在一起回忆
小时候破败的“嵩阳寨”以及发生在

“嵩阳寨”中的故事。
在张海松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当年“嵩阳寨”的北寨门，张松海指
着一排房子说：“这里就是当年的

‘嵩阳寨’寨墙，大约有3丈高，还有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小路，就是北寨
门，当年这个寨门很高，可以骑着驴
直接通过，无须弯腰低头。”

张松海说：“我小时候寨墙还
在，我们经常跑到上面玩，上面不是
很宽，仅能容纳两个人并排通过，寨
墙上还有一个个小孔，是在匪患来
时，放枪打击用的。”

张松海听先辈流传下来的故事
讲道：“100 多年前，刀客、土匪和捻
军经常杀气腾腾扑进河门村，见物
就抢，不顺即砍。有时候刚端起饭
碗忽听有人喊，土匪来了，大家撂下
饭碗撒腿就跑，家里的猪羊牛驴骡
子等，吓得也都跟在主人屁股后
面 跑 。 为 了 不 受 土 匪 的 侵 扰 残
害，祖辈自发筑寨，抗击匪患。”

寨碑记录18户青年抗匪史

随后记者来到该村村委门口，
一座石碑矗立在那里，据目测，石碑
高 187 厘米，宽 64 厘米，厚 14 厘
米。碑上刻着“嵩阳寨碑”，立碑时
间是大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新正既
望谷旦（正月十六日）。

村中中年男 子 张 辉 告 诉 记
者，此碑是 2011 年 11 月 19 日，一
民房改建扒墙时扒出来的，尘封
将近50年。

为什么要筑建“嵩阳寨”？此
碑文中清晰地记载：“自癸丑之
岁以后，捻匪鼠扰，屡受惊骇，未
履登境。不意癸亥八月初二，猝
然 寇 至 ，到 处 居 民 莫 不 心 惊 胆
寒，措手不及，扶老携幼，难保性
命 于 乱 世 ，入 山 入 林 ，不 得 安
居。”另据《登封市志》记载：河门
村距登封县城南 6 公里，地势开
阔，道路四通八达，无险可据。

刀客、土匪、捻军在登封境内
烧杀劫掠。大多数人要么忍气吞
声苟活，要么背井离乡逃命。在
河门村，姓张、姓何、姓崔的 18 户
青年后生挺身而出，决心与河门
村共存亡。寨碑记载：“惟余河门
一村，公同商议，皆欲筑寨。”河门
村“东连崇岭之崇，既崎岖之不
平，西临流水之滨，又石厚而土
薄”。18 户青年后生振臂一呼，民
心所向，应者云集……定于十月
初六开工，越明年元旦，未足百日
而告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