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纣王屯兵淇河边

黄飞虎镇守淇水关

位于淇河西岸的高村因其

独特的地理环境， 在历史上曾

是淇河的一个重要渡口， 被称

为淇水关。殷商后期，曾有

4

个

帝王以高村南

10

余公里的朝

歌为都城， 尤其是殷纣王打造

出空前规模的朝歌城。

史料中说， 纣王为都城朝

歌建造了

3

道城垣， 外围城垣

东临淇水、西依太行，南北相距

20

余公里，今天的高村便是朝

歌城北的第一道门户， 纣王在

这个门户筑寨设关， 并派出得

力大将黄飞虎带兵镇守， 淇水

关因而得名。 朝歌的第二道城

垣南北长约

3100

米、 东西约

2100

米。 第三道城垣内为中心

城区，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 这

3

道城垣让朝歌形成里应外合

之势，“殷纣王的江山———铁桶

一般”，殷商故地的淇县至今流

传着这样的说法。

“黄飞虎是当时著名的武

将，又是纣王的大舅哥。 ”孙华

国说， 纣王派黄飞虎镇守淇水

关， 可见淇水关这道屏障对朝

歌的重要意义。

高村北有座古庙名为北大

庙， 相传是当年黄飞虎驻扎营

盘的地方， 他带领的部队被称

为“飞虎营”。 如今的高村还流

传着黄飞虎的许多故事， 这些

故事一代代传下来， 有些已传

得神乎其神。 相传黄飞虎骑着

一头五色神牛，能够日行千里，

夜行八百。到了战场上，他的神

牛厉声嘶吼， 吓得敌人落荒而

逃。黄飞虎有万夫不当之勇，威

震四方，“飞虎营”中战将如云，

个个骁勇善战、 勇猛异常。 有

“飞虎营”坚守，淇水关牢不可

破，朝歌固若金汤。黄飞虎身为

武将却也爱养花， 今天高村北

约

1

公里有个花窝村， 相传这

里就是黄飞虎的花园， 村名花

窝由此而来。 在纣王发动征讨

蛮夷的战争中， 黄飞虎和他的

“飞虎营”大显身手，立下了汗

马功劳。

淇县史学界普遍认为，殷

商亡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但

后人对纣王评价多不够客观，

导致纣王在死后受到了许多不

公正待遇。 商朝的君主本来被

称为帝，但周人做了天子后，对

前朝天子的称呼便降帝为王。

其实，纣王名受，号帝辛，后人

却给了他“纣王”这个称号，以

至于天下人皆知纣王而鲜知帝

辛。《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纣王

“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

人， 手格猛兽”， 他天资聪颖，

“知足以拒谏”， 实乃文武双全

之人。 相传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就是纣王发明的。 纣王虽非长

子，但他深得父亲帝乙的器重，

破格继承了帝位。

提到纣王， 客观地说他虽

为亡国之君， 但同时也是中国

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

纣王执政后大力推进国家防御

体系建设和城市发展步伐，朝

歌的三道城垣堪称杰作。同时，

面对东夷的屡屡侵扰， 纣王下

决心“征夷方”。 到了帝辛八年

九月，为彻底征服东夷，纣王身

着戎装举行祭祀大礼， 一番杀

牲祭旗后他御驾亲征。 浩浩荡

荡的东征大军由淇水关越过南

流的淇水， 旋即跨过北流的黄

河， 在今天的浚县境内与各路

诸侯会师后直抵江淮前线。 经

过近半年的征伐， 纣王取得了

“征夷方”的胜利，东夷臣服，殷

军回师。

至于多年后武王伐纣并灭

了殷商，这段历史则是后话了。

再回到朝歌的北大门

──

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 今年

71

岁的孙华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

淇水关的历史， 他对记者说：

“想了解淇水关的故事，你就算

在这里住上两天也说不完。”孙

华国写了首关于淇水关的诗：

“殷商屯兵北大庙，淇水关驻飞

虎营。东临淇水观鱼跃，西依太

行听鹿鸣。北有鹤壁新市区，南

为古都朝歌城。 纣王建关历史

久，文物古迹留遗存。 ”

古关建在船形地

四面寨墙拔地起

拥有

3000

人的高村地处

当年的淇水关之上。来到高村，

依然可以看到一段段残存的高

低不等的寨墙矗立在村庄四

周，寨墙用夯土砌成，夯土的层

次依稀可辨。孙华国说，寨墙虽

已残损不堪， 但它作为淇水关

的历史印记， 能够保存到今天

实属不易。

孙华国对淇水关的寨墙没

有完整保存下来颇为惋惜。 高

达

5

米的淇水关寨墙和东西南

北四个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的

一段时间内还保存较为完整，

四个寨门前均立有古碑。但“文

革”前期兴修水利时，寨门全部

被拆除， 拆下的石料连同古碑

都被运到水利工地上使用了。

古寨墙在数千年的沧桑岁月

中， 因风雨侵蚀加上人为毁坏

变得面目全非。当年，四个寨门

上均有石刻题额，南门题额“淇

水关”，东门题额“淇澳绿竹”，

西门题额“行山映翠”，北门题

额“山河镇”。

淇水关建在淇河边这块高

高的台地上，从远处看，这块台

地好像一艘船停泊在岸上，当

地称之为船形地。 当年纣王在

高台上设关，又高筑寨墙，足见

防御之严密。 由于这块台地四

周的石头呈黑色， 而从台地下

面挖出的土为红色， 当地历来

有“淇水关是铜底铁帮”一说。

历史上淇河多次溃堤，洪

水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伤亡

严重， 但淇水关在历次洪水灾

害中安然无恙。当地村民说，淇

水关的船形地在洪水到来时会

“水涨船高”。 传说在明嘉靖年

间淇河发生洪灾， 洪水到来之

前有个道人预言这场洪水将淹

死两万人。 十里八乡逃命的人

扶老携幼来到淇水关的高台上

避难。大水过后，上面派官员来

核查这场洪水到底淹死了多少

人。 这位官员一听只淹死两人

时不肯相信， 便问这两人的姓

氏。 地方官答曰， 这两人都姓

万。这一说让众人恍然大悟，原

来那个道人把两个姓万的说成

了两万人。还有传说，这场洪水

退去后不久， 淇水关出现了蜃

景奇观， 蜃景中有座大桥横跨

于淇河之上， 桥上有人有店有

车马，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惊

叹： “淇水关神了！” 由于淇

水关这处高台救了百姓的命，

人们将淇水关改名为高村桥，

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地名

──

高

村。 事实上， 高村过去之所以

能够在一次次洪灾中躲过劫

难， 并非由于“水涨船高” 的

缘故， 而应当归功于淇水关高

高的寨墙。

高村的北大庙门前有一对

非常古老的石狮， 这对石狮一

雄一雌，高约两米，传说它们是

黄飞虎留下来的， 至今仍深受

村民们的珍爱。 这对石狮有一

个奇异之处： 敲击时它们发出

的声音能够形成鲜明的反差。

记者试探着敲击了双狮， 雄狮

无论怎样敲击， 发出的总是微

弱低沉的声音， 而雌狮只要轻

轻一敲便会发出铜铃般悦耳的

声音。 相传这对石狮非常有灵

性，夜间会行走，巡街游巷，为

百姓看宅护院。村民告诉记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从外地来

的几个文物贩子看中了这对石

狮， 想以

30

万元的价格收购，

但村民们把这对石狮视为镇村

之宝，无论文物贩子怎样说，村

民们始终没有答应。 随行采访

的文史研究者孙志文说， 从雕

刻工艺和造型上来看， 这对石

狮应当是唐末宋初的作品。

古道南北通九省

古街东西老字号

高村村内的一条名为淇水

关大街的古街， 孙华国曾实地

测量过它的长度，“不多不少整

整

500

米”。这条

500

米长的古

街两端与古驿道相通， 古街的

北端向东拐了个弯儿， 与淇河

上的一座古老的大石桥相连，

通向淇河东岸的浚县东高村。

据记载， 连接东高村和高

村的这座古石桥名为太平桥，

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 由兵部

尚书兼左都御史王越派工匠创

修。 太平桥长

261

米、宽

5

米，

桥面上铺设的青石板长

2

米、

宽

0．5

米、厚

0．4

米，石板与石

板由铁扒锔相互固定。

500

多年过去了， 现在太

平桥上许多青石板都已经断掉

了，桥面上有一个个的大窟窿。

这座大石桥已不堪重负， 但记

者采访时仍看见一辆辆重型车

从桥上驶过。 看着大石桥的现

状， 记者不禁为这座古石桥的

命运担忧。 历史上作为国家交

通枢纽上的咽喉要道， 太平桥

的历史价值不可小觑。

走过太平桥来到淇水关大

街， 这条古街的南北两端也铺

设有青石板， 青石板上马蹄及

车辙留下的印痕， 无声地倾诉

着岁月的沧桑和无情。

作为古驿道的一部分，历

史上的淇水关大街相当于今天

的国道。 孙华国说：“从前这条

大街‘一街通九省’，朝廷下达

紧急文书时，‘八百里加急’路

过淇水关驿站换马不换人。”这

样说来， 淇水关大街又相当于

今天的高速公路， 淇水关驿站

则好比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

时光飞逝，岁月变迁，如今高村

旁边有

107

国道、京广铁路、京

珠高速公路， 这些交通要道贯

通南北， 古老的驿道失去了原

有的作用。

漫步在古驿道上， 昔日那

车辚辚马萧萧的场景浮现在眼

前。记者沿着淇水关大街走来，

希望觅到淇水关驿站的遗迹，

看看过去传递公文和军事情报

的人及来往官员在这里食宿、

换马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 可

是， 驿站遗址上已经盖起了民

房。孙华国说，驿站早就不存在

了， 他从长辈们那里听说淇水

关驿站有专门养马的地方，称

为马号。马号里的马很有灵性，

一听到远处的驿道上传来马蹄

声，就会发出嘶鸣，养马的人听

到马的叫声就晓得又要有人来

换马了。

明代大学士、 官至吏部尚

书的许赞曾经留宿淇水关驿

站，他写下了《高村有感》（诗三

首）， 诗曰：“坐听雁号空月，卧

闻马嘶苦荄。已惯征途滋味，碧

山今管开怀……” 诗中表达了

许赞在淇水关驿站留宿时的所

见所闻所感。

从前因为有驿道和驿站，

历史上的高村自然成了商贾云

集之地，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

异常繁荣， 有许多商铺和钱庄

都是经营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的老字号。 这些老字号分布在

淇水关大街的东西两侧， 东边

多为布店、杂货店、酒肆、酒坊、

饭店和旅店，西边排列着钱庄。

村里的北大庙现保存着一通清

代碑刻， 从碑文中可知当年淇

水关大街的商户中老字号众

多，如庆成号、万镒泰、方兴恒、

广义复、德裕号、德成和、恒泰

昌等等。 暂不说这里众多的商

铺， 仅从十余家专营银票汇兑

的钱庄， 足可想象当年的经济

繁荣的景象。

历史如过眼烟云， 高村的

古驿道承载着说不尽的历史，

淇水关记载着历史进程中的兴

衰和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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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鹤壁新区南 5

公里的淇县高村镇高村

村原为殷纣都城朝歌北

面的门户， 即历史上著

名的淇水关。当年，纣王

亲率大军“征夷方”，部

队就是由淇水关跨过汤

汤淇水直奔东夷前线

的。 淇水关从前既是淇

河的渡口， 也是重要的

军事关隘。

相传在殷纣时期，

镇守淇水关的是号称

“镇国武成王” 的黄飞

虎。 淇水关又是历史上

著名的驿站。 如今的高

村还保留着当年的驿

道， 这条贯通南北的古

道从村中穿过， 名为淇

水关大街， 至今当地还

有人称其为官道或御

道。 12月 18日，记者在

淇水关大街参观采访

时， 随行的当地文史爱

好者孙华国说， 这条古

道“一街通九省”，它在

历史上就相当于今天的

高速公路， 淇水关驿站

就好比是高速公路的服

务区。

在敲击下发出铜铃

般声音的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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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寻访文化遗存
精心打造文化名片

倾力助推文化产业
全面展示文化积淀

残

存

的

淇

水

关

寨

墙

古驿道上的淇水关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