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升屯之上下五千年

晚报记者 陈志付 通讯员 孙志文 文 /图

走进都市村庄， 领略炎黄

文化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他的
后裔夏王大禹是人人皆知的古
代中华民族两位杰出领袖

。

“

王升屯村与黄帝和大禹有历
史渊源

，

古时王升屯叫有熊
村

，

在后来的
2000

多年中一
直称熊镇集

，

最早是有熊氏黄
帝后裔居住的地方

。”

熊镇集
历史民俗文化馆负责人董连会
对记者说

，

王升屯悠久的历史
文化值得挖掘

、

整理并传承下
去

。

淇滨区九州路街道办事处
兰苑社区的前身即王升屯村

。

2005

年
11

月
，

王升屯村实现
整体搬迁

，

全体村民入住新
村

。

2006

年
8

月
，

撤王升屯村
委会设居委会

，

成立兰苑社
区

。

日前
，

记者来到兰苑社区
王升屯新村和王升屯村原址采
访

，

正如董连会所说的那样
，

这里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遗
址

，

他虽然搬进新村住上了高
楼

，

但是对原来村里的禹王
陵

、

女娲宫
、

殷神庙依然难以
割舍

。

王升屯村的原址上还保留
着一处名为玉皇殿的古老建
筑

，

其正殿走廊立着的两根石
柱上分别刻有

“

明嘉靖十一年
重修

”

和
“

清雍正四年重修
”

字样
。

石柱上还刻着两副楹
联

： “

帝德广运慈云普覆三千
界

，

神功浩荡法雨周流万国
中

”； “

敬天地风调雨顺
，

孝
父母岁岁平安

”。

玉皇殿的东
南面原有座高大的钟楼

，

正南
面原有座古戏楼

，

钟楼和古戏
楼毁于上世纪中期

。

由于王升
屯已整体搬迁至新村

，

古老的
玉皇殿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空
地上

。

采访时
，

一位退休教师
对记者说

，

希望能将玉皇殿长
期保留下去

。

熊镇集历史民俗文化馆设
在玉皇殿内

。

董连会说
，

当地
群众家中有许多古代石器

、

青
铜器

、

铁器
、

陶器和农具
，

他
们创办这个文化馆

，

就是要把
散落在民间的古代器物尽可能
地收集起来

，

展示王升屯的历
史文化

，

让后人更多地了解王
升屯的悠久历史

。

采访过程

中
，

记者在王升屯新村的几户
居民家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古
董

，

其中大部分古董的年代和
来历主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

除了创办熊镇集历史民俗
文化馆之外

，

董连会还牵头组
织成立了王升屯民间文化研究
会

，

吸收了一批当地的文史爱
好者

，

为研究和传承王升屯的
历史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

毫不夸张地说
，

王升屯的
历史犹如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文
明史

，

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大
禹乃至黄帝时期

。

有学者这样
说

： “

大禹治水
，

至于大
伾

；

华夏开国
，

始于淇河
。”

王升
屯地处淇水之滨

，

又是殷商
畿

辅之地
，

据
《

浚县地名志
》

和
有关史料记载

，

王升屯原名熊
镇集

，

最早称有熊村
。

说到熊
镇集和有熊村

，

就要说说炎黄
二帝和夏王大禹了

。

当时
，

黄
河流域的氏族部落中最有影响
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

，

炎
帝部落经常受到来自南方的

蚩

尤部落侵扰
，

炎帝屡战屡败
，

无奈之下向黄帝求助
。

于是炎
黄二帝联合起来向

蚩

尤开战
，

蚩

尤最终败逃南方
。

后来
，

炎
黄两大部落发生冲突

，

炎帝被
打败

，

其族人融入了黄帝部
落

。

炎帝和黄帝因而成为华夏
儿女公认的祖先

。

炎帝被打败后
，

黄帝成为
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

。

黄
帝

，

姓公孙
（

也有人说姓姬

），

名轩辕
，

号有熊
。

传说黄帝部
落驯养了熊

、

罴、 貔、 貅、

貙、

虎六种猛兽
，

到打仗时将
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

。

黄帝部
落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

，

经过
征战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

其部
落中的一部分人来到淇河边
（

今天的淇滨区兰苑社区王升

屯村原址一带

）

定居
，

随着人
口繁衍

，

人们将这里取名为有
熊村

。

后来
，

黄帝的第十一代
孙夏王大禹为治理水患曾到过
有熊村

。

黄帝和大禹都像熊一
样威猛且力大无比

，

威震四
方

。

有熊村是黄帝后裔居住的
地方

，

形成集镇以后
，

人们特
意将其命名为熊镇集

，

一则表
达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是有熊氏
的后裔

，

二则表达对黄帝和大
禹的崇敬之意

，

另外还要借黄

帝和大禹的声威来镇魔祛邪
。

“

禹王爷来过王升屯
，

村
里大人小孩都晓得禹王爷的故
事

。”

今天的京立医院东侧便
是禹王陵遗址

。

在市检察院的
东围墙边

，

上世纪
50

年代后
期尚有规模宏大的禹王庙

。

禹
王庙当初只供大禹的塑像

，

后
来尧

、

舜也位列其中
，

因而又
称三官庙

。

1965

年
，

村民董秀
山等人在开荒时挖开了禹王
陵

。

今年
63

岁的董秀山告诉
记者

，

当年禹王陵的南边立着
一块状如石碑的大石头

，

石头
表面风化

，

看不到任何文字
。

他们开荒时禹王陵占地约
100

平方米
，

高约
4

米
。

墓穴用石
头砌成

，

深约
2．5

米
，

当时从
里面挖出了一把铁铲和一个铁
头盔

，

铁铲和铁头盔出土时锈
蚀严重

。 “

那时的人都认为把
墓里的东西带回家不吉利

，

随
手就把它们扔掉了

。”

董秀山
说

。

王升屯的人为缅怀大禹治
水的功绩

，

在禹王陵遗址立起
一通石碑

，

上书
“

禹王陵
”

三
个大字

。

董连会认为
，

禹王陵
出土的铁铲与书中介绍大禹治
水时使用的铁铲相似

，

这个坟
墓起码也是后人为大禹建造的
衣冠冢

。

因为其功德感动了天
地

，

当地传说禹王去世时
，

有
一大一小两块陨石落到王升屯
村

。

至今被当地人称为陨星沟
的这个地方落下的是块大陨
石

，

大陨石落地时温度很高
，

把周围的土都烤焦了
，

这片土
自古以来就是焦红色

，

从前还
有人吃这里的红土治病

；

小一
点的陨石落在禹王陵旁边

，

即
董秀山所说的状如石碑的那块
陨石

。

熊镇集之兴衰

王升屯村原址位于鹤壁新
区新世纪广场东约

200

米处
。

据明朝初期的
《

王升屯复开古
集记

》

碑刻记载
，

早在殷商时
期王升屯就已经形成了具有相
当规模的集市

，

时称熊镇集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熊镇集
的规模逐渐扩大

，

至元朝时已
发展成为面积达数平方公里

、

拥有
3000

口人的集镇
。

集镇
的城墙高

10

米
，

东至臣自投
（

当年熊镇集的牲口市场， 今

分为东臣投村和西臣投村

） ，

西至石碑洼
（

现市第一人民医

院

），

南达柏树坟
，

北到三里
长沟

。

集镇的四面建有
4

个城
门

，

城外修有护城河
，

且有驿
道穿集而过

。

集市上有粮行
、

钱庄
、

药铺
、

当铺
、

茶
肆

、

车
马店

、

牲口市场等等
，

百业兴
旺

，

生意兴隆
， “

乐弦歌鼎沸
觥

” ， “

老幼不绝者市
” 。

同
时

，

有禹王庙
、

殷神庙
、

法华
寺

、

玄武神祠
、

玉皇殿等多座
寺庙

。

可谓
“

集盛多寺庙
，

神
佑客商到

；

水井两条线
，

盈利
逐浪高

”。

兴旺发达的熊镇集自然少
不了休闲娱乐场所

，

帝王将
相

、

才子佳人时常光顾
。

殷商
时期

，

各路诸侯在前往都城朝
歌晋见武丁

、

武乙
、

帝乙和帝
辛

4

位帝王之前
，

都在淇水关
外的熊镇集停留歇息

，

恭候召
见

。

居住在朝歌的帝王也经常
携亲眷跨淇河到熊镇集游玩

，

传说在纣王帝辛时期熊镇集的
娱乐场所多达

18

家
，

纣王每
次到熊镇集南边的女娲宫降香
后都要到集上享乐一番

，

把熊
镇集当成后宫

。

新区市第一人民医院所在
地即原熊镇集的西门

，

历来称
石碑洼

。

董连会带领记者来到
医院内草地上一通高大的唐代
石碑前

。

该碑名为
“

大唐故偃
师今雍州长史平公之碑

”，

高
约

4．5

米
，

宽
1．5

米
，

厚
0．3

米
，

碑体的下半部分连同石龟
基座在前些年施工时被埋入地
下

。

碑正面刻有洋洋洒洒的碑
文

，

背面刻一尊大大的佛像
，

两侧分别刻有
3

条龙和
1

尊小
佛像

。

从碑文
“

卫多君子
，

淇
有绿竹

”

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

淇水之滨的熊镇集一带在古时
候便是人杰地灵

、

富饶美丽的
地方

。

然而
，

世事变迁
，

战火无
情

。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
，

中原
大地战火四起

，

刀光剑影之中
尸横遍野

。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
的熊镇集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

墟
， “

人口十不存一
”，

少数
幸存者被迫逃往他乡

，

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繁华集镇一度
成为没有人烟的荒野

。

原熊镇集的东门
（

今淇滨

区九州路街道办事处西臣投

村

）

外早在宋朝时就有座名为
龙宫大殿的庙宇

，

庙宇内如今
尚有一通立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七月的

《

龙宫大殿重修碑记
》

的碑刻
，

其中记载
： “

元末明
初

，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逐灭外
鞑

，

统兵追鞑到龙宫庙院
，

龙
神显灵

，

鞑臣自投
。

明太祖感
于神恩

，

拨资扩建龙宫
，

塑造
金身

，

受民香火
，

村名为臣自
投村

。”

臣自投村后来分为东
臣投村和西臣投村

，

西臣投村
的这通碑刻也说明了当年中原
大地的战乱情况

。

王升故里说好汉

“

王升屯地名碑
”

的碑文
中说

： “

该村原名熊镇集
，

元
末毁于战火

。

明初由山西移民
于此

，

以土著人家王升之名取
村名

。”

王升何许人
？

立于王升屯
村原址的

“

王升故里碑
”

介
绍

：

王升
，

元朝末年人
，

祖籍
河北大名府浚县熊镇集

（

即后

来的王升屯

），

生于名门望族
，

家道殷实
，

自幼读书习武
，

勤
学上进

，

乡试中秀才
，

府试中
武举

。

因其文武兼备
、

身材魁
梧

，

曾任京师督军教头
。

他生
性耿直

，

行侠仗义
，

敢作敢
为

，

又痛恨腐败
，

因而得罪了
当朝权贵

，

被迫辞官回乡
。

回
乡后的王升为民除暴

，

广结善
缘

，

灾荒年间向饥民舍饭
，

在
百姓中威望很高

，

被人称为好
汉

。

后来
，

王升屯的人把刻有
“

王升敢挡
”

的四字石碑立在
村口

，

家家户户在建房时也要
将这

4

个字刻在砖石上
，

借好
汉王升之名表达扶正祛邪的愿
望

。

从前人们常说
：

老子英雄
儿好汉

。

王升的儿子王进也不
例外

。

王进与其父王升所走的
人生道路如出一辙

，

他也是先
中秀才后中武举

，

后来官居八
十万禁军教头

，

再后来同样因
为为人仗义

、

不畏权贵受到迫
害

。

王家于是又多了一条好

汉
。

王升和王进父子后来成了
历史名著

《

水浒全传
》

中的人
物原型

。 《

水浒全传
》

在开头
便以王升

、

王进为引子
，

引出
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
英雄

。

该书在第二回中写道
：

“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
……

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
教头王进

，

随即差人到王进家
捉拿王进

”； “

王进参见太尉
，

高俅道
： ‘

你那厮便是都军教
头王升的儿子

？ ’

王进禀道
：

‘

小人便是
。’”

高俅
“

喝令左
右

： ‘

拿下
！

加力与我打这
厮

！’”

该书第九十回写燕青向宋
江引荐许贯中

，

其中写道
：

“

小子姓许
，

名贯中
，

祖贯大
名府人氏

，

今移居山野
” ；

“

这座山叫大
伾

山
，

上古大禹
圣人导河

，

曾到此处
。”

有学者研究认为
， 《

水浒
全传

》

的作者施耐庵和罗贯中
实为一人

，

书中写到的许贯中
是该书作者罗贯中的化名

。

许
贯中是鹤壁许家沟人

（

当年许

家沟归大名府管辖

），

他熟知
王升

、

王进父子的故事
，

便从
他们的故事写起

，

引出了
108

位英雄好汉
。

由于书中揭露了
封建官府的黑暗和腐败

，

许贯
中为了出书方便

，

便改姓署名
罗贯中

。

同时
，

他又借书中人
物

“

许贯中
”

之口自报家门
。

《

水浒全传
》

作者罗贯中
与其作品中的人物许贯中究竟
是什么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

，

王升
、

王进的英雄形象在他们
的家乡王升屯深深地扎了根

，

这对父子一直让王升屯的人引
以为豪

。

如今
，

欣逢盛世
，

原王升
屯村的村民在城中村改造后全
部住进了水

、

电
、

气
、

暖
、

宽
带齐全的淇滨区兰苑社区王升
屯新村

，

并且实现了户口非农
化

、

居住公寓化
、

保障社会
化

、

管理社区化
， “

都市新
村

”

的居民过上了幸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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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水之滨现有两处很古老的坟

墓遗址， 一处是本报 《文化鹤壁》

栏目曾经报道过的位于淇县的轩辕

坟， 另一处便是位于淇滨区九州路

街道办事处原王升屯村的禹王陵。

两处遗址隔河相望， 南北呼应。 上

世纪 60 年代中期， 王升屯村村民在

禹王陵开荒， 高大的禹王陵被夷为

平地， 墓中出土的物品被当成不祥

之物遗弃。

王升屯村最早名为有熊村。有熊

这个村名相传与远古时期的部落首

领有熊氏黄帝及其第十一代孙夏王

大禹有关。 殷商时期，有熊村发展成

为集镇，称熊镇集。至元朝，熊镇集依

然 “乐弦歌鼎沸觥” ，“老幼不绝者

市” ，是中原地区有名的古集镇。 元

朝末年， 熊镇集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人口十不存一” 。 在明洪武年间的

大移民运动中，由山西迁来的移民在

熊镇集废墟上营建家园时以熊镇集

土著人氏、《水浒全传》 里的人物王

升之名为他们的家园命名曰王升屯

（也称王昇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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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唐碑上记载着 “卫

多君子，淇有绿竹” 。

兰苑社区王升屯新村居民家中的青铜器和陶器。

禹王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