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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玉必先爱玉，爱玉必
先修德，君子比德于玉。收藏
源于热爱，始于信仰。”陈怀玉
始终认为，收藏不仅仅是喜爱
艺术品本身，更多的是一种对
文化的信仰。现如今，他收藏
的玉石藏品数不胜数，随着藏
品的逐渐增多，他常把自己的
经验与心得与别人分享。

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进玉
石的世界，了解玉石文化，退
休后，陈怀玉在城隍庙对面
创办了一个浩玉斋·晶玉坊
奇石馆。“我想以这个作为传
播玉石文化的一个窗口，给

家乡人民提供一个学习和交
流玉文化的平台，让更多的
人了解玉文化和玉石艺术。”
陈怀玉告诉记者，“玉文化讲
究祈福和颂扬。传播玉文
化，为众生祈福也是我一生
的责任。”

“收藏不仅为了陶冶情
操、修身养性，更是为了传承
和弘扬传统文化。”陈怀玉说，
赏石陶情、赏石清心、谦谦君
子、温润如玉，陈怀玉名如其
人，愿陈怀玉在收藏的道路上
德艺双馨，不忘收藏初心，走
得更快、更稳、更远！

嵩山有玉藏深山 横空出世显真颜

探秘嵩山奇石、奇人

“村西那座不高的山是
太后庙山，太后庙山在村里
有个不得不说的传说！”至
此，一个关于二郎神的传说
在当地人52岁的崔金友的讲
述中逐渐明朗。

相传，某日二郎神乘兴
出游，长途跋涉，颇感疲倦。
路过箕山时忽觉箕山状似枕
头，便伸个懒腰躺下睡觉。
躺下后，二郎神却浑身不自
在，无法入眠，发现鞋里进了
土。便起身脱鞋，先后抖出
两小堆土。落到地上的第一

堆土形成了现今的太后庙
山，因形似谷堆，被称作太后
庙堌堆，与西南方向的另一
座小山堆遥遥相望。

“太后庙原本坐落于太后
庙山山顶，每到过年时节香客
不绝。然而，太后庙已在解放
初期被毁，现山顶仅存一圆形
石堆，供人瞻仰。”远远望去，只
见村西头的太后庙山头上有一
约高3米的圆形石堆。

又闻，薄姬在村中居住
时，利用山岭桑叶遍布的条
件，细心把自己的纺棉织布

技艺传授于村妇乡姑。她的
量入为出、勤俭度日和知礼
重人、尊长呵幼的品德不仅
受 到 百 姓 赞 赏 ，还 争 相 学
习。后薄姬进宫，其儿子刘
恒登基后，遂封薄姬为皇太
后。后人又在村西南谷堆上
修建太后庙来纪念她，村名
薄妃庄遂改为太后庙。

明 嘉 靖 八 年 登 封 县 志
载：太后庙，在县西二十五
里，金店保太后山上。今有
太后庙村，庙遗址在村西高
堌堆上，存有根基。

嵩山国画石、麦饭
石……这些珍贵的奇石
在登封已经家喻户晓，但
嵩山上竟然还有恐龙化
石、鸡血石、水晶？近日，
记者来到浩玉斋奇石馆一
探究竟，向登封的奇石收
藏家陈怀玉探寻嵩山奇石
的前世今生。

对于陈怀玉来说，每一件玉石收藏品都有自己的故事，
值得细细品读。“收藏是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同行。”他说，收
藏玉石就是收藏历史和文化，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物
质与精神财富。 登封播报 胡建邦 付文龙 文/图

对汉高祖刘邦的雄伟霸业称赞之时，更是对其宠爱的妃子薄姬充满好奇。早就听闻
在登封市大金店镇太后庙村有薄妃庄一处，4月6日，记者便早早赶至太后庙村，方想沿
着历史的遗迹，追寻刘邦与薄姬的传奇佳话。 登封播报 高鹏敏 胡建邦 文/图

“年幼的薄姬和嫂子一块
生活，嫂子常让她放牛时搓麻
线。”崔金友说，薄姬每次放牛
回家都按时完成任务，嫂子纳

闷，便依次逐量给她增加麻
线。从起初的一两，到后来的
二两、半斤甚至一斤，但薄姬
总能完成任务。“嫂子更纳闷

了！”崔金友笑了笑，继续讲
道，当薄姬再次上山放牛时，
嫂子偷偷跟在后面。原来薄
姬根本没有搓麻线，而是将麻
线团挂在树上，晃着树干念：

“大神仙，小神仙，都得给我来
捻麻线。”说到此处，崔金友忍
不住大笑起来：“年幼的薄姬
当真是聪慧！”

“薄姬出嫁时，还有个故
事！”崔金友思忖片刻后说
道，薄姬梳妆打扮时，嫂子煮
了一碗豆花汤。薄姬喝了后
含在嘴里并未咽下，走到迎
娶的马车前一口吐在地上。
嫂子见吐在地上的豆子瞬间
变成金豆，便弯腰去捡，薄姬
一脚踩在嫂子背上，遂上马，
其嫂子化为骑马石。

年幼聪慧是薄姬 骑马石由来源于此

“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几乎都有山山水水的隽永陪
伴。”陈怀玉告诉记者。1963
年，陈怀玉出生在登封市东华
镇。这里有奇特壮观的中岳
嵩山、清澈幽深的卢崖瀑布、
古朴优雅的嵩阳书院，他的童
年就是在这青山秀水中度过
的。“家乡的石头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亲近感，见到它们，就
不由自主地想去抚摩它们，拥
有它们。”陈怀玉说。

退休之后，陈怀玉最大的
爱好是游山玩水，寻找发现一
些形态各异的石头。陈怀玉的
妻子告诉记者，经过数十年积
累，陈怀玉收藏的奇石已初具
规模。一年冬天的一天，陈怀
玉在登封君召北山附近，发现
一块红白石头，有半吨重，用水
洒之，石即变色，红白相间：红
似鸡血白如雪，润泽如玉。“这

就是传说中的嵩山鸡血石！”后
来该石被列入《河南石谱》。
2008年，陈怀玉在嵩山发现一
块高30厘米、长40厘米，距今
约有十几亿年的恐龙化石。
2009年，陈怀玉在唐庄扳倒井
附近一处岩壁上发现了一块宽
5厘米、长7厘米，形成于距今5
亿年左右的三叶虫化石。这两
块化石，对研究嵩山地区古代
地质构造以及古生物科学具有
较高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石头是最老的古董，历
经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
今，吸天地精华，藏日月灵气，
块块都是艺术品，形似花鸟鱼
虫，与石对话，其乐无穷。精
美的石头会唱歌，给勇敢者以
智慧，给善良者以欢乐。嵩山
天地之中之石更具魅力，发掘
嵩山石，亦是承载和弘扬嵩山
文化。”陈怀玉说。

与石结缘 承载嵩山文化

早有闻，薄妃庄今为太
后庙，在太后庙村东。原先
建有庙宇，后被毁。汉高祖
刘邦和楚项羽交战于中原
时期，其妃薄氏，住在少室
山南麓三皇寨下太后庙村
东北的山沟里。初到太后
庙村东，映入眼帘的是绿油

油的庄稼。后几经打听方
知，所站位置便是当年薄妃
庄遗址。

“薄妃庄东西大概有 500
米长。”在当地人87岁崔万春
的讲述中得知，薄妃庄曾是
一派繁华景象，当年汉高祖
刘邦将薄姬接入宫中后，便

回太后庙村东盖下该庄。后
经时间推移，薄妃庄原址早
已被楼房所替代。上世纪 50
年代，当地村民种地时还曾
挖出过瓦片。“瓦片呈晶蓝
色，有一尺长、一寸厚。”经崔
万春对瓦片的描述，便可想
当年刘邦对薄姬的宠爱。

昔日恩宠铸繁华 再看今朝楼林立

“现留存于文村正北的
娘娘洞，便是当年薄姬的住
处。”据崔金友讲述，薄姬曾
和嫂子在娘娘河居住，当年
刘邦率军征战，在其家落脚
时，她还是个孩子。多年后
刘邦大业初成，号令天下，面
南称帝，曾派刘、胡大将军接
薄姬回朝，共享荣华。

“奈何刘、胡大将军只知

薄姬居住嵩山，具体地址不甚
清楚。”崔金友连声叹息，因山
林茂密，实施难寻，后经明察
当地，始知薄姬在少室山一个
山沟里。胡大将军苦苦寻找，
等打听到真正的住址时，刘邦
口谕限期已过，无法回朝交
旨，胡大将军一次在宝柱峰下
马鞍驮寻人时迷路，连人带马
误入深渊殉职。胡大将军的

部将回朝奏明原委，刘邦御驾
亲临，在依据当年依稀记得的

“大坪一里，小坪以外”的距离
位置，大金店镇涧水坪附近寻
找，迎接薄姬回宫。

《大金店镇志》记载有
云：由于胡大将军在寻找薄
姬时，善待当地百姓，得知胡
大将军不幸身亡讯息非常哀
痛，为表示纪念，建将军庙。

薄妃曾居深山处 御驾亲临遍寻山

琳琅满目的嵩山奇石琳琅满目的嵩山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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