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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金粉地
"

落木更萧

萧
#$

作为古都的淇县曾经是殷

商四帝的国都和西周卫国的都

城
"

有人便拿淇县与六朝古都

南京相提并论并改写古诗
"

将

淇县称为
!

两朝金粉地
%$

长期从事淇县文史研究工

作的淇县县志办公室副主任闫

玉生介绍
"

早在殷纣王之前
"

淇

县先后称作癎
&

癎乡
&

癎邑
$

到

了公元前约
'())

年
"

商王
!"

#$%&'()*+,-./0

12-34!"56 78

的近

(%%

年间
"

商朝的国都由淇县或

迁出或迁入
"

几经兴废
$

武丁后

来放弃了营建多年的癎城
"

将

国都迁至殷邑
'

今安阳
($

到了

公元前约
''*$

年
"

商王武乙又

将国都由殷邑迁回武丁的故都

癎邑
$

武乙死后
"

其子文丁把国

都又迁至殷邑
$

公元前约
+'')

年
"

文丁之子帝乙继位后又以

癎为都
$

帝乙在位
$!

年
"

以癎
为都

'!

年
$

帝乙死后
"

其子帝

辛继位
$

帝辛即世人所称的殷

纣王
"

他在癎邑扩建都城
"

兴建

了多处军事设施和游乐场所
$

)

史记
*

中对这段历史这样记

载
+,

9

邑
"

殷王武丁始都之
%-

,

:;

复济河北
"

徙朝歌
$

其子

纣仍都焉
$ %

-

邑西面的群山之中有一

座朝歌山
$

朝歌山因其险要的

地理位置而成为殷纣王的军事

重地
"

他在朝歌山屯兵囤粮
"

以

备平定东夷之需
$

朝歌山上当

年有殷纣王时期修筑的城堡
"

史书中称其为朝歌寨
"

朝歌山

因而也称老寨山
$

传说殷纣王

兵败之前曾躲进朝歌寨避难
$

明
&

清两代的
)

淇县志
*

中分别

记载着朝歌寨是
,

商纣屯兵之

处
%&,

殷纣避兵之所
%$

如今
"

在

朝歌寨还能够看到殷纣王时期

作为粮仓使用的收粮洞和驯马

用的跑马岭
&

饮马泉
"

以及残存

的城堡
&

拦马墙等等
$

殷纣王看重朝歌山
"

也喜

爱
,

朝歌
%

这个名字
"

遂将都城

癎邑也更名为朝歌
$

殷纣王在位
)(

年
"

商朝被

周武王推翻后他背上了亡国之

君的骂名
$

$%%%

多年来
"

殷纣王

称得上是中国最具有争议且耐

人寻味的历史人物之一
$

在殷

纣王的家乡淇县
"

人们对殷纣

王总体的评价是
"

他前半生是

个明君
"

后半生是个昏君
$

他毕

竟在历史上为中国的统一奠定

了基业
$

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阻

挡
$

到了公元前约
'%,,

年
"

原

为商朝辖属的一个姬姓诸侯国

的国君周武王已经羽翼丰满
"

不愿再对商朝俯首称臣
"

遂起

兵东征向朝歌进攻
$

一时间
"

朝

歌城外
,

血流漂杵
%$

锐不可当

的周兵要活捉殷纣王
$

殷纣王

在周兵的剿杀声中来不及躲进

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朝歌寨
"

只

得登上昔日歌舞升平的鹿台
"

最终与鹿台一起被付之一炬
$

周武王把象征着国家政权的九

鼎从朝歌运到镐京
"

在中国历

史舞台上领衔主演了
,%%

多年

的商朝宣告谢幕
$

后人曾为此

发出了
,

九鼎周迁谁与问
%

的感

叹
$

商朝灭亡了
"

取而代之的

西周不会丢弃朝歌这个昔日的

金粉之地
$

周武王把山清水秀

的淇河之滨交给了自己的弟弟

康叔来统治和管理
"

将这块封

地取名为卫国
"

国都定在
,

河淇

间故殷墟
%$

卫国在朝歌立足近

*%%

年
"

朝歌城也繁荣兴盛
$

朝歌
"

盛极一时的殷商故

都
&

西周卫国都城
"

那
,

两朝金

粉地
%

的繁华早已化为历史烟

云
$

然而
"

正如古诗中所云
+,

人

世几回伤往事
"

山河依旧枕寒

流
$ %

商周王朝先后退出了历史

舞台
"

而朝歌山依旧岿然耸立

于云端
"

朝歌寨遗址仍然带给

人们诸多思考
"

朝歌大地始终

与历史的车轮同步前进
$

-./0123

朝歌寨位于淇县桥盟乡大

石岩村境内朝歌山的山顶之

上
$

我们来到海拔
!%%-$

米的朝

歌山山下时突降阵雨
"

望着如

刀削斧劈般峭拔的山峰和脚下

湿滑的山路
"

记者问两位当向

导的大石岩村的村民
+,

要走多

长时间才能看到朝歌寨
. #,

下

雨天起码要两个小时才能爬上

朝歌寨的寨顶
$ #

村民说
"

当地

人都管朝歌寨叫老寨
$

老寨长

年被云雾包围着
"

阴雨天在山

下更难看到它
$

老寨上有殷纣

王的金銮殿
"

要到老寨看金銮

殿只有走通往南寨门的这条羊

肠小道
"

村里的人历来都说
,

自

古老寨一条道
#$

登山途中
"

我们看到时断

时续的一道道石墙像一条腰带

围在半山腰上
$

石墙的上半部

分都已垮塌
"

残存的墙体有的

高度在
'

米以上
"

有的高度不

足
'

米
-

石墙上垮塌下来的石

块仍堆积在墙边
$

闫玉生说
"

这

些依山而建的石墙名叫拦马

墙
$

老寨旁边有道山岭名叫跑

马岭
"

跑马岭是殷纣王当年在

老寨屯兵时驯马的场所
"

拦马

墙是用来阻拦马匹往山下跑

的
$

依此说来
"

拦马墙的历史已

有
$%%%

多年了
$

雨天登山别有一番情趣
"

身上的汗水和雨水一起往下

流
$

雨停了
"

山谷中的岚霭随风

飘来荡去
"

给人一种如梦如幻

的感觉
$

接近朝歌寨的南寨门时
"

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向上攀

爬
$

这个所谓的寨门原来是朝

歌寨南面崖壁上的一个豁口
$

从豁口上往下看
"

云遮雾罩
&

深

不见底
"

令人有些眼晕
$

在前面

带路的村民指着身边峭壁上留

下的一排直径约
)

厘米的石眼

说
"

古时候这里设有护栏
"

这些

石眼是安装护栏时铣凿而成

的
$

殷纣王在
,

一夫当关
&

万夫

莫开
#

的山顶上建寨屯兵
"

说明

他有勇有谋
"

很有军事才能
$

过了南寨门
"

视野顿时开

阔起来
"

眼前出现一大片建筑

废墟
$

我们终于登上了书中记

载的
,

商纣屯兵之处
#&,

殷纣避

兵之所
#

!!

朝歌寨
$

闫玉生指着废墟说
"

朝歌

寨地势险要
"

殷纣王不仅在这

里屯兵
"

而且还用它来避兵
"

住

到这里最安全了
$

正在朝歌寨

上放羊的大石岩村村民王治海

告诉我们
"

听老辈人说殷纣王

曾经多次来朝歌寨并住在这个

城堡里
"

当地人一直把这片废

墟叫金銮殿
$

废墟中所谓的金銮殿仍保

留着高低不等的墙基
"

我们还能

清楚地看出它是一排布局为九

间的建筑
$

残存的墙基全部用大

块大块的青石砌成
$

经实际测

量
"

这些青石的长度在
'

米到
*

米之间
-

残存的墙基长
(.-!,

米
&

宽
+(-.

米
&

厚度
+

米有余
"

残高不等
"

最高处达
*-,

米
$

有

一面墙砌在绝壁之上
"

令我们不

禁赞叹
"

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条件

下
"

古人竟能在如此险峻的绝壁

上建起这样的房子来
$

废墟的西边是大块大块的

青石板
"

青石板上布满了密密

麻麻的马蹄状的印迹
"

传说这

些印迹是殷纣王的马留下来

的
$

废墟的东边有一大片奇形

怪状的石头
"

上面有许多酷似

文字的人工雕刻的印迹
"

有人

说这是殷纣王留下的文字
$

废

墟前面不远处有一小小的水

池
"

名曰饮马泉
"

水量虽不大
"

但一年四季从未见它干过
$

相

传当年殷纣王就是在这里饮马

的
$

如今
"

殷纣王的马在朝歌

寨上连一匹也看不到了
$

而朝

歌寨的上上下下到处都是羊

群
"

村民们所说的金銮殿以及

整个朝歌寨的上面覆盖着一层

厚厚的羊粪
$

村民们帮助我们

用树枝将石块上面的羊粪清除

掉
"

才让我们看清了他们所说

的殷纣王时期的马蹄印和文

字
$

时过境迁
"

当年的宫殿成了

羊群的乐园
$

不过
"

村民们说
"

到了今年年底
"

朝歌山上就要

禁止放羊了
$

这个规定果真得

到落实的话
"

对历史遗迹朝歌

寨的保护将很有好处
$

云雾深处的朝歌寨古城堡

失去了当年的风采
"

只留下一

些遗迹供后人端详
$

%)4567

朝歌寨南边的崖壁上有个

口小肚大的大石洞
"

洞口的石

缝中生长着黄连
"

人们一直称

它为苦奶奶洞
$

苦奶奶洞的位

置非常隐蔽
"

没有村民带路还

真不容易找到它
$

抗日战争时

期
"

山下曾经有
+%%%

多名百姓

逃进这个洞里躲避日本兵
$

我

们从朝歌寨下来
"

在苦奶奶洞

一边休息一边听村民讲述朝歌

寨的故事
$

,

老寨由于是殷纣王的山

寨
"

多年来一直有文物贩子来

寻宝
"

整个老寨不知被人挖过

多少遍了
$ #

长年在朝歌山上放

羊的大石岩村村民王治海说
"

前几年他经常看到有人带着探

测仪来到朝歌寨寻宝
$

金銮殿

遗址的里里外外被人挖了一遍

又一遍
"

他们到底挖走过一些

什么东西谁也不清楚
$

这些年
"

村民们在朝歌寨开荒种地及放

羊时发现过箭头
&

兵刃等各种

各样的兵器和头盔
&

护心镜
&

铜

镜
&

铜盆
&

铜锅等古物
"

还有位

村民在开荒时挖出了一口罕见

的铁制六腿锅
$

王治海说
"

他曾

经用自己挖到的一个铜盆换回

了两个碗
"

家人现在还在用这

两个碗吃饭
$

朝歌山下的百姓都晓得
"

上世纪初大石岩村村民王某在

朝歌寨开荒时挖出过一枚
,

御

印
#"

据说上千张纸摞起来让这

枚印章一次能从上印到下
"

人

们称它为千层印
$

千层印是在

开荒时被挖出来的
"

王某便将

他的儿子取名为王开印
$

王开

印成家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千

层印
"

后来他用千层印向当时

的淇县伪县长李埏换回了两斗

粮食
$

李埏将千层印高价卖给

了一名国民党军官
"

卖印所得

都让李埏换成了机枪和子弹
$

后来
"

据说千层印从国民党军

官手里流失到了国外
$

89&:;<=

让记者深感兴趣的除了人

们所说的金銮殿之外
"

还有朝

歌寨殷纣王的收粮洞
$

收粮洞位于朝歌寨北边半

山腰的崖壁上
"

洞口高
+%

米
&

宽
,

米
"

洞内深不可测
$

由朝歌

寨南门沿半山腰向北绕朝歌寨

半圈才来到了收粮洞
"

我们一

路手脚并用沿崖壁攀爬
$

想这

殷纣王也真够精明的
"

他要备

战
&

备荒
"

还要将粮食藏到这神

不知鬼不觉的地方
$

为我们当向导的村民说
"

收粮洞内的容积相当大
"

里面

深不可测
"

越往里走越给人一

种阴森的感觉
$

多年来
"

他们一

直想把整个收粮洞看个究竟
"

可是向里走着走着便感觉到
<

得慌
"

便又退了回来
$

收粮洞洞口有一方明朝崇

祯四年李宇光的摩崖题记
)

游

收粮洞
*+,

古洞流云滴玉华
"

琼

浆金粟列仙家
$

鸾骖一去无消

息
"

唯有险岩锁碧霞
$ #

收粮洞里的粮食为殷纣王

所藏
"

诗人因而称其为
,

琼浆金

粟
#$ ,

鸾骖
#

一词也是在说殷纣

王
$

摩崖题记从另一方面说明
"

人们把朝歌寨上的废墟称为金

銮殿遗址是有历史根据的
$

村民说
"

相传当年殷纣王

将从四方百姓那里收上来的

粮食贮藏在收粮洞里
"

用兵打

仗时再将粮食从这里运到前

方
$

站在深不可测的收粮洞洞

口向山谷中看去
"

山谷也一样深

不见底
$

站在洞口
"

记者仿佛看

到殷纣王为了平定东夷
&

打造

,

铁桶一般的江山
#"

不惜动用一

切力量囤积军粮
$

成群结队的士

兵和奴隶肩扛沉重的粮袋在这

悬崖峭壁上攀爬
"

将粮食由收粮

洞或运进或运出
$

有的连人带粮

食一起坠下山崖
"

其惨状让人不

敢再接着想下去
$

时光不会倒流
"

殷商故事

却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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