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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林古道与古龙岗

“ 枯藤老树昏鸦，小
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马致远的曲中包
含了水泉村的三宝：晒鱼
桥 、 千年古树和汤林古
道。

汤林古道古时是晋
豫之间的要道，主要作用
是通商。现在的汤林古道
虽已残败，并失去了要道
的地位，但风韵犹存。

汤林古道东起水泉
村，西至山西 ，全长数百
里，是古时联系河南与山
西的重要纽带。位于水泉
村拴牛橛山与泪草山之
间的古道，是汤林古道的
精华所在。

晋商可谓名扬中国，

曾几何时，他们牵着驮着
货物的马，行走在这条古
老又漫长的小道上，几百
年如一日地行走于汤林
古道上。 如今，行走在崎
岖的石板古道上，还能依
稀看到串串蹄印，仿佛还
能听到马蹄踏在石板上
的余响。

汤林古道呈东西走
向 ， 它的南面是拴牛橛
山 ， 北面是泪草山 。 据
老人王升茂说 ， 药王孙
思邈曾经在这两座山上
采集草药 。 在汤林古道
旁 ， 曾经有很多记载着
古道历史的石碑 。 那些
石碑有的在 “ 文革 ” 时
期被抬去修了水库 ， 有
的则不知去向 。 现在 ，

只剩下汤林古道寂寞地
躺在那里 ， 向路人诉说
昔日的繁华。

“ 现在交通方便了，

古道已经没有了原来通
商的作用，似乎失去了存
在的价值。其实除了通商
之外，汤林古道在军事上
的意义也很重大。在上世

纪日军侵华的地图上，很
明显地标着汤林古道的
位置。当时也有一部分日
军是通过汤林古道从山
西来到河南的。当时八路
军也在汤林古道上与日
军对抗过。现在在古道上
偶尔还可以发现当时的
弹痕。 ”王升茂说。

顺着古道徒步向山
上走去，记者在一个山头
发现一座荒废了的小庙。

村民告诉记者，这个山头
叫古龙岗，因为曾经有人
在这里发现过古代鱼类
的化石而得名。 现在，仍
不时有地质科考人员前
来勘探地貌，并时不时有
一些古代动植物的化石
被发现。

镶嵌于小庙上的一
块石碑上记载着 ：“ 此处
东余里有龙骨数条故名
曰古龙岗。

1920

年造此一
庙， 后抗日战争被毁，现
已重修。此道为豫晋之咽
喉， 君人路过心情甚好。

1988

年
10

月
19

日。 ”村
民申保军告诉记者，当初
修这个庙是为了保佑从
此经过的客商及其他行
人一路平安 ，因此 ，几十
年前，这个小庙香火非常
旺盛。现在已经没有商人
从此经过了，所以小庙也
就被废弃了。

“ 古龙岗附近有很多
文物，古龙岗前面就有一
座将军墓，具体是哪个朝
代的我们也说不清。由于
保护得不好，这座将军墓
已经被盗过两三次了。古
龙岗的南面还有一个天
然溶洞，溶洞里原来有两
只天然形成的金黄色的
石乳鸽子，也被文物贩子
盗走了。 ”村里的老人王
升茂无奈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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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柏与“九龙朝凤”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水泉村的宝贝不止一座
晒鱼桥，村东头还有一棵
千年古树，虽然死了很多
年了， 但至今没有腐烂。

每年春天，都会有不少鸟
在树上筑巢。

在水泉村村东头，记
者见到了村民口中的千
年古树，确切地说只是半
棵树，因为树的另外一半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被
日本侵略者砍去了 。 现
在， 在幸存的半棵树上，

还留有日本侵略者用刺
刀扎过的痕迹。 这棵古树
虽然在几十年前已经死
了 ，却依然挺拔 ，且至今
没有腐烂。 听村里的老人
讲 ，这棵树是鸟柏 ，大约
在唐朝末年就已经生长
在这里了 ， 已经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

老人申希才还给记
者讲了一段关于这棵古
树的传说。 按照民间的风
水之说，这棵鸟柏正好生
长在水泉村的“ 龙眼”上，

吸收了水泉村的灵气，长
得枝繁叶茂，因此吸引了
很多的仙鸟瑞兽来此做
窝。 北宋初年，赵匡胤登
基后大赦天下，由于其政
策开明，老百姓生活也很
富足。 国泰民安的局面吸
引了一只凤凰来鸟柏上
筑巢。 凤凰是百鸟之王，

它的到来吸引了百鸟前
来朝拜。 鸟柏的北边有一
座小土山，前来朝拜的百
鸟便在小土山上安了家，

小土山因此变得生机勃
勃。 后来，村民们就把小
土山叫做凤凰山。

相传，凤凰的到来不
仅招来了百鸟，还招来九

条前来求偶的祥龙。 九条
龙为了博得凤凰的欢心，

长年盘踞在鸟柏南边的
瞧马岭上，久而久之就变
成了九座龙形的小山丘。

这就是村里流传的“ 九龙
朝凤”的故事。“ 凤凰山上
百鸟聚 ， 瞧马岭上龙朝
凤”皆因鸟柏招来凤凰所
致，所以村里人把鸟柏称
为“ 圣树”。 逢年过节，都
会有村民到鸟柏前许愿，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村民
安居乐业。

千年鸟柏的故事虽
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
却表达出了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1942

年，日本侵略者
来到了水泉村 ，听到“ 九
龙朝凤 ”的故事后 ，知道
了柏树在村民心中的地
位。 为了达到从精神上统
治村民的目的，他们对鸟
柏大肆摧残，先是用刺刀
刺 ，然后又拿刀劈 ，有着
千年树龄的鸟柏竟被日
军砍去了一半。 可就是这
样，鸟柏依然顽强地活了
下来。 鸟柏顽强的生命力
给了村民们反抗日本侵
略者的勇气。

1945

年，日
本投降时，鸟柏还活着。

上世纪
80

年代 ，村
里修路时，外来的工作人
员把鸟柏的根刨断了，没
过多久，鸟柏便死了。 这
棵历经了千年沧桑的古
树虽然死了，却依然是村
民们心中的图腾，村民们
依然像供奉神灵一样供
奉着它。 在村民们心里，

它依然是那棵枝繁叶茂、

能招来凤凰的吉祥树，依
然寄托着村民们的美好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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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与晒鱼桥

关于姜子牙遇见周文
王的经过，《 史记》 上有两
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姜子
牙常在

磻

溪 （ 今陕西省宝
鸡市东南）钓鱼，等候周文
王经过。 一次，周文王外出
打猎，路过

磻

溪，碰见了正
在垂钓的姜子牙。 姜子牙
便滔滔不绝地与周文王大
谈自己安邦治国的见解 。

周文王听后很是欣赏 ，便
带姜子牙同车而归， 并封
其为相。

另一种说法是， 周文
王暗中积蓄力量， 伺机反
商的时候 ， 被崇侯虎揭
发。 殷纣王大怒， 便把周
文王抓起来关在了羑里
（ 今河南汤阴县北） 。 周文
王手下的大臣散宜生和闳
夭知道姜子牙很有才能 ，

便把他请来， 共同商议救
周文王的计策。 为了掩人
耳目， 姜子牙便在一处风
景秀丽的小溪边假装垂钓
寻乐 ， 暗中却搜寻美女 、

骏马 、 珍宝等献给殷纣
王 ， 表示周对商的 “ 忠
诚”。 殷纣王果然中计，释
放了周文王。 周文王念及
姜子牙的救命之恩便封他
为相。

关于《 史记》第二种说
法中姜子牙垂钓救周文王
的地点， 史学界一直存在
争议， 有的史学家认为在
渭河河畔， 也有史学家认
为在离朝歌不远的淇河河
畔。 随着与姜子牙垂钓有
关的遗迹不断在淇河边被
发现， 当今的史学界更倾
向于第二种说法， 即姜子
牙是在淇水之畔设计救了
周文王。

淇滨区上峪乡的水泉
村就有一处与姜子牙垂钓
的传说有关的遗址———晒
鱼桥。 水泉村的村民告诉
记者， 姜子牙当年垂钓救
周文王的故事就发生在他

们村， 他们村就是以姜子
牙垂钓的小溪命名的。

7

月
18

日， 记者来到
了水泉村，踏访千年古址。

村民申保军对记者说 ，他
们村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
古老村庄， 村里至今流传
着许多与姜子牙有关的传
说。 村里一块石碑上记载，

殷商时期， 村里有一汪清
泉，泉水旺而不断，水里鱼
虾成群， 吸引了姜子牙来
此垂钓。 后人为了纪念姜
子牙， 便把村名改成了水
泉村。 据村里的七旬老人
申希才讲， 泉水流经处有
一座桥， 相传是姜子牙用
来晒鱼的地方。“ 文革”前
桥没有被毁坏时， 桥面依
稀可见手掌大小鱼鳞状的
石坑， 据说那是姜子牙晒
鱼留下的痕迹。

在村民的带领下， 记
者前往晒鱼桥遗址。 晒鱼
桥位于村西边的拴牛橛山
上 。 拴牛橛山山势陡峭 ，

一不小心就有坠入山涧的
危险 。 徒步二三十分钟
后， 记者见到了那座相传
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晒鱼
桥。 晒鱼桥高约

5

米宽约
10

余米。 据村民介绍， 这
座桥在“ 文革” 时期遭到
了破坏， 桥板被抬去修了
水库， 只剩下了桥墩。 现
在 ， 桥下已经没有了泉
水， 但桥墩上依稀可见水
流冲刷过的痕迹。

据桥旁边的碑文记
载，为了纪念姜子牙，这座
桥曾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农
历四月初八重修过。“ 我们
祖祖辈辈都把这座桥当宝
贝供着， 只可惜桥在‘ 文
革’中被毁了，不然也是一
笔不小的物质财富啊！ 不
过， 虽然这座桥已经残缺
不全， 还是吸引了不少考
古学家来这里考察。 ”王升
茂老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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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村访古
姜子牙是从什么地方迈出他

扶周灭商第一步的？千年古树背后

有什么样的民间传说？昔日晋豫要

道汤林古道今天是否还存在？记者

近日走进了淇滨区上峪乡水泉村，

寻找这些历史问题的答案。

晒鱼桥

古龙岗上的小庙

□晨报记者 秦颖 见习记者 渠稳 文 / 图

千年古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