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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书功 李增强

出坟院大门南行百米处，神道两侧
分别有两座坟墓，西边是顺治初年发现
的苏迟夫人梁氏墓（苏辙长房儿媳），东
边是1972年发现的苏仲南（苏辙次子）夫
妇合葬墓。它们为什么孤零零地坐落在
坟院大门外同父辈的坟墓相距半里之
遥？所依据的是什么葬法？长期以来使
人困惑不解。这是三苏园最难解的一个
谜团，也是乔先生着力最多的一个难
题。为此，他曾遍阅史料，走访朋友，咨
询名家，拜谒过欧阳修、范仲淹的陵园，
还赴襄城县王洛乡房村、许昌县灵井乡
禹王城及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寻访
和苏轼同时代的范镇、韩绛、韩琦等人的
坟墓，极力寻找打开这个谜团的锁钥。
通过认真观察，缜密考证，乔先生终于写
出了《穿越历史烟云 寻觅二苏真茔》一

文。该文大胆地对现有的二苏坟墓提出
七个疑点，证实其不是真茔。文章指出，
二苏真茔应是甲山庚向穴，其墓碑应是
同各自夫人合葬墓碑。然后根据苏坟的
夹棺葬法，推测出苏家子辈其他四人坟
墓的位置，并绘制出了《苏坟原貌示意
图》。文章最后阐述了造成这种舛误的
历史原因。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刚任
汝州知州的元叔仪前来祭扫苏坟，看到
这里坟墓荡平一片荒凉，唏嘘再三，无奈
之下，只好象征性地堆土为坟，立二苏先
生墓碑聊以寄托哀思。元叔仪的此举记
录在尚野所写的《二苏先生墓碑记》中。
从此代代相传，致使苏坟成了当今的格
局。

2013年7月，我和乔先生一起参加第
十八届国际苏轼学术研讨会。其间，中

国苏轼研究学会原会长、四川大学资深
教授、享誉国内外的苏学专家邱俊鹏先
生找到乔先生说：“我发现近几年你是专
门写有关苏轼葬郏文章的，你的每一篇
文章我都看过，你算把三苏坟的事情说
清楚了！”并叮嘱在场的三苏研究专家
说：“以后关于苏轼葬郏的事情不要再随
便说了！有什么疑难问题你就找他！”

乔先生是一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勤
于思考的人。他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现象
中发现疑点；能够从众人熟视无睹的史
料、碑刻中采撷一个个论据，并能够将这
些碎片有机地串联起来，周详备至，力求
言必有据，言之有理。他连续写出数十
篇文章，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入情入理，
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苏轼葬郏的一系列疑
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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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葬郏考略》：破解三苏葬郏之谜
○萧根胜

郏县是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的归宿地，元末添置其父苏
洵的衣冠冢，故其墓园史称三苏坟。900多年来，三苏葬郏为我
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
其中一些谜团始终处于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状态，比如苏轼
葬郏原因就有六种说法之多，莫衷一是。在人们心目中造成

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以致有人质疑苏轼葬郏，甚至有媒
体报道他地出现苏轼真墓。因此，破解三苏坟的诸多谜
团，找回三苏葬郏的历史真相，对于提升平顶山市三苏
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尤大。

《三苏葬郏考略》作者乔建功先生穷十余年之
精力，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发微显幽，寻根溯
源，比较客观真实地阐释了苏轼葬郏的前因后果，
撩开了三苏葬郏神秘面纱的一角。

●解密苏东坡葬郏的原因

苏东坡为何葬在郏县？凡是来到三苏
园的人们首先都会问及这个话题。因为时
久尘封，史无详载，《东坡先生墓志铭》只留
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遗言，
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苦苦寻觅苏轼何时来过
郏县，何时到此选择墓地的蛛丝马迹，因而
便演绎出了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选择墓地
的“练汝说”；之后发现苏轼根本就没有到
任，便又产生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
轼前往汝州路过郏城，看中此地酷似家乡
峨眉的“形胜说”。多少年来陈陈相因，几
成信史。进入21世纪，随着苏学研究的逐
步深入，人们发现苏轼致子由第八简中有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能用，吾无
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
千万莫循俗也”答复苏辙的一段话，为研究
苏轼葬郏之因提供了又一种思路，有人据
此认为苏轼葬郏是同意屈尊与侄妇同用一
葬地。乔先生不唯书、不唯众，首先弄清
轼、辙兄弟在北宋晚期一系列党祸纷争中
的沉浮遭遇，理顺当时苏氏家族的人事活
动踪迹，在阅读研究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考证出苏轼葬郏事涉他们兄弟二人来
往的三封书信及七篇祭文。然而，这三封
信只有苏轼答复苏辙的一封信保留比较完
整。于是他就紧紧抓住苏轼复信中关于葬
地一段话这个“牛鼻子”，弄清其写作背景，
把握其内涵和外延，写出了《辨析苏辙二月
二十二日书信关于葬地的内容》一文，复原
了他们兄弟二人为葬地之事所来往三封书
信的商讨过程。原来苏东坡既没有到此亲
勘葬地，也没有为小峨眉命名，所谓“即死，
葬我嵩山下”，是告诫弟弟不要再花钱另买
葬地，就用自家田地的叮嘱。在研读过程
中，他发现《苏轼年谱》述及祭文处存在几
个疑点，就大胆致信作者孔凡礼先生陈述
自己的意见，结果得到孔老先生亲笔复信
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先后写出了《三
苏园中的两个黄氏女》《苏坟应是苏家的自
家田地》等论文，破解了探因过程中的一个
个问题，终于弄清楚，所谓苏轼葬郏实际安
葬的是四个亡灵，出现的是三个坟墓，起初
这里就是以族墓的形式出现的。苏轼葬郏
的真正原因：这里是轼、辙兄弟二人于困顿
无奈中在自家田地上辟设的流寓在外的苏
氏族茔。苏轼归葬小峨眉完全是一任自
然，天意巧合。

关于三苏坟的沿革，传统认为苏轼
葬郏称“苏坟”，苏辙葬郏后称“二苏坟”，
元末添置苏洵衣冠冢后称“三苏坟”。
乔先生研究认为，这里开始从筹划计议
到逐步实施，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名副其
实的苏家族茔，这里埋葬着苏家祖孙五
代有文字可考的即达二十多人，其准确
称谓应为“苏坟”。在撰写文章的过程
中，他指出两处错漏。一是二苏墓碑名
不副实。苏轼、苏辙当年都是同各自的

夫人同穴合葬，而现在看到的墓碑却是
“宋东坡子瞻苏先生墓”和“宋颖滨子由
苏先生墓”。二是对苏坟的说法有误。
传统认为，北宋灭亡南迁后苏家后代流
散各地，苏坟就香火断绝，沦为荒芜了，
上下延续的时间只有25年左右。乔先生
通过考证“苑中碑”和《金史》等有关史
料，证实有金一朝苏坟不但保护完好祭
祀不断，并且留下许多社会贤达拜谒的
碑碣石刻，呈现一片祥和景象，苏坟真

正遭到重大破坏是蒙古铁骑入侵，金朝
灭亡之际，其实际延续的时间上下达
130 余年。为了印证这个论断，他还亲
赴当年苏辙寓居的许昌县椹涧乡西长
店村以及苏家后裔聚居的苏桥村进行
考察，结果与论断完全吻合。他写就的

《三苏坟究竟葬几人》先后刊载于《三
苏》《超然台》《放鹤亭》，最终发表于《平
顶山学院学报》2013 年第六期，并收入

《苏轼研究》。

三苏园中的广庆寺明明在坟院的西
南，而苏辙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茔
兆东南，精舍在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多少年来一直使人不明就里。乔先
生在参阅大量文献和现场踏勘墓地的基
础上，写出了《发微显幽 探骊得珠——
苏坟茔兆曾东移》一文。该文精辟地阐
释了不是苏辙说错了方向，也不是广庆
寺迁移了位置，更不是书写印刷有误，而
是苏家的葬地原本靠西，后经人迁移到

了现在的位置。迁移的过程是，苏轼的
门生李廌前来吊唁时察看苏家葬地，发
现东去不远就是小峨眉的箕形山坳，是
可遇不可求的堪舆佳城，于是就趁苏轼
灵柩在广庆寺待葬 80天的间隙，往返奔
走于许汝间说服苏辙，把茔兆东移到现
在的位置。李廌此举在《宋史·列传第
二百三·李廌传》有载。因为苏辙四月
二十三日写就祭文时还没有东移茔兆
的动议，所以后来才出现广庆寺的方位

与苏辙祭文所述不一致的问题。之后，
乔先生又挖掘历史素材写成《大诗僧参
寥子——凭吊苏坟第一人》一文，向世
人介绍了东坡挚友大诗僧参寥子在苏
轼葬郏两个月之际，来郏城凭吊苏坟
尘封千年的感人故事。中国苏轼研究
学会理事、平顶山学院教授刘继增先生
一再称赞这两篇文章考证缜密论据充
分，破解了三苏坟多年的难题，填补了
三苏坟研究的空白。

●解密苏坟、二苏坟、三苏坟

●解密苏家族茔的迁移

●解密苏坟格局

妙善公主生父“庄王”漫谈

滍汝流域很早就流传“家家有弥陀，户
户有观音”的说法。正因为观音普遍受到
欢迎，中国民间也就出现了有关观音菩萨
的传说。其中，妙善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
唐代道宣律师《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
颂古从容庵录》，其中提到他曾经听说观音
过去是妙善公主。然而，妙善公主的生父
是谁，仍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统一的说法。

据《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述：“山之
东北，乃过去有国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
德，王心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唯有
三女，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这
段文字明确说明，妙善公主的生父是身为
国王的庄王，生母是宝德夫人；又说出了
国王无太子，只有三女，最小者是妙善。
只是“庄王”给后者留下诸多疑团。在上
千年的时间里，史料及传说多种多样。笔
者总结了一些：

明《汝州全志》：“大悲菩萨相传楚庄
王第三女也，讳妙善。”

明正德《汝州志》：“香山寺在（宝丰）
县东南二十五里父城保大小龙山之中，上

有玉峰塔，世传大悲菩萨，楚庄王之女，修
炼成佛之所，灵骨至今葬于塔下。”

清道光年《汝州全志》卷七《仙释》条
云：“大悲菩萨，相传父城楚庄王之第三女
也，讳曰妙善……庄王封为大悲菩萨且命
建香山寺。”

宋普明撰的《香山宝卷》：“迦叶佛时，
须弥山西有一兴林国，国王名婆迦，年号
妙庄，国王的女儿叫妙善。”

《平顶山〈香山大悲菩萨传〉研究》一
书中注释，庄王：“妙善之父，平顶山称其
为楚庄王，后世有称为妙庄王”。

《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一文中有段
关于“庄王”的记述：“过去国庄王，不知是
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为妙善，施手眼救
父疾，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
母，施即如故。”作者韩秉芳解释道：“此
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也有人
在前加‘楚’字，说法始终不一。”

另外，《平顶山〈香山大悲菩萨传〉研
究》一书中，王宝郑在《平顶山香山寺的佛
教文化特征要论》一文中，对妙善之父这
样记述：“观音这个佛教人物传入中国之
后，其出身也随之中国化，佛教历史上有
不同的说法，但最普遍的说法是王族出
身，俗身叫妙善，其父叫庄王（楚庄王、妙
庄王、苗庄王、妙庄严王），平顶山地区流
传的有楚庄王和苗庄王等说。”

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关于妙善公主的生父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生父“庄王”，总结史料记载及传
说，概括起来有四说，其一楚庄王之说、其
二楚王之说、其三妙庄王之说、其四苗庄
王之说。

首先就楚庄王和楚王之说谈起，明万
历三十九年（公元 1611 年）史论学家白鋐
著《白雀寺考》对妙善公主生父“庄王”予

以探究，对“庄王”传说是“楚庄王”或“楚
王”的说法予以否定，《白雀寺考》碑文中
对其这样论述：“春秋时叶地属楚，相距六
十里许，此为楚庄王似矣……汉明帝时，
佛始入中国，春秋无佛，安得笃生神女为
大悲菩萨乎。”

其文字是说春秋时期叶（今平顶山市
叶县一带）属于楚国的地域，相距约六十
里的父城（今宝丰东约十五公里父城遗址
上的古城），这里所说的“庄王”好像是楚
庄王……但是东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传
入中国，春秋时期中国还没有佛教文化，
哪里会来个神女大悲菩萨呢？

在同一碑文中还记述：“明帝永平间，
遣博士蔡愔等十八人入天竺迎佛法，独许美
人所生的楚王先好之，此为楚王英似矣……
况英以缣帛助伊蒲之盛馔，而与方士造作图
书有逆谋，废徙丹阳自杀。夫以反见杀，安
得有谥。且明帝名庄，汉人讳之，即臣下
之姓，尚改庄助而为严矣，岂有反叛之臣
谥主上之讳，而略无顾忌乎。”

该文字是说：在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
遣蔡愔等十八人去天竺佛国（印度）迎取
佛法并带回经书，唯独由许美人（刘秀妃
子）所生的楚王（刘英）最先对佛教文化产
生好感，据此所说的“庄王”又好像是楚王

（刘英）……况且刘英给豪赌的僧人大量
的钱财，致其大摆筵席，挥霍无度，又与方
士捏造图谶之书，搞谋反活动，而被废黜
爵王之位，迁徙至丹阳后（刘英）也自杀
了，他（刘英）被逼自杀，怎么还会有“庄
王”这个谥号？况且汉明帝的名字叫刘
庄，汉朝人是很避讳帝王名字的，就是他
的王公大臣也要更名改姓，当时有个叫庄
助的人（就）改叫严助了，岂有反叛之臣，
谥号为皇上名讳而一点都不顾忌吗？

在排除了“楚庄王”和“楚王”之后，那

么妙善公主的生父是“妙庄王”还是“苗庄
王”呢？

《白雀寺考》碑文又载：“然光武徇颍
川，屯兵巾车乡，冯异为汉兵所获，曰家有
老母在父城，遂与其长苗萌率五城以降，
帝即署为主簿。是父城县在东汉之先也，

《左传》谓楚城父城。”
这段文字是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决战

并夺取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包括父
城）兵马安营扎寨在巾车乡（今平顶山市
滍阳镇的留村），冯异被刘秀部下摛获，
冯异说家有年迈的老母在父城（刘秀被
冯异的孝心所感动而善待了他，冯异也
被刘秀的德行所感动），于是冯异就与父
城长（县令）苗萌率五个城来归顺刘秀；
汉光武帝立即任命冯异为主簿，从这里
看（颍川郡）所辖的父城县在东汉之前就
有了，《左传》上称的楚国的城父就是这
座城。从这些文字看苗萌只是东汉时期
父城县的一个县令，而并不是所为妙善
公主的生父“庄王”了。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平顶山归属
楚国，而楚国的国都又在现今的湖北省江
陵一带，当时楚平王曾派太子建镇守楚国
北疆的重地——城父（秦汉以后称父城），
这就是后人传说的“庄王城”。这一地区
的先民为了纪念楚庄王（熊绎）建立城父
有功，在父城设立了庄王祠，后人将庄王
祠视为庄王故宅，到东汉光和年间，父城
又修建了白雀寺。史料及传说显示，妙善
公主又是从白雀寺出家修行终成正果。
在上千年传说中，由于“妙”“苗”两字音同
字不同，“妙”“苗”混淆，为此后者不免
将父城长苗萌说成了“苗庄王”。

根据以上分析，妙善的生父“庄王”为
“妙庄王”是比较准确的。区区之见，借作
漫谈。

蓝河入汝处的古蓝桥至阴山一带，古称摩陂。

●摩陂何意？

“摩”的解释是接触的意思。《说文解字》：“陂，阪也。”《礼记·月
令》注：“畜水曰陂。”《淮南子·说林》释意为“湖泊”。《诗·陈风·泽陂》
彼泽之陂，意为水聚集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是可以停靠的水湾，
多用于地名。摩陂在这里理解为依山的大湖泊。

摩陂，具体在什么地方？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一载：“汝水东
南流，又与白沟水合。白沟水南经龙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纵广可
一十五里。魏青龙元年，有龙见于郏之摩陂，明帝幸陂观龙，于是改
摩陂为龙陂，其城曰‘龙城’。”综合《水经注》有关摩陂方位的记载，及
多方考察该地区的山川地势，基本可以断定，汉魏时期称为摩陂的湖
泊，就在今天的郏县东南长桥镇境内，今阴山以北河里圈一带。（注：堂
街镇河里圈5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历史上归长桥镇管辖。）但因为年
代久远，摩陂今已无存。

●三国时期的摩陂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时间金戈铁马，尽显风流。建安元年
（公元 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扩充军
需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募民屯
田，并在所占领州县设置典农中郎将，推行屯田制；在军队中大兴军
屯，从驻守的长桥摩陂沿阴山向北填河造田建立大型军屯基地。今
天的堂街镇河里圈13个村庄就是当年屯田的结果。

曹操还在摩陂设置行宫，指挥两大战役，一是指挥了阻击关羽北
进的襄樊战役，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平寇将军徐晃振旅
还摩陂，曹操开庆功大会，在摩陂发布《劳徐晃令》。二是封徐晃为平
南将军，守襄阳，引诱关羽再取荆州，在吴大将军吕蒙趁关羽失势之
机，击其后，关羽兵败被杀，当徐晃振旅还摩陂时，曹操亲迎，此事在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载。
《三国演义》更是把关云长大
战徐晃演绎得淋漓尽致，使
摩陂“声名大噪”。此战的胜
利，为曹魏伐汉铺平了道
路。在徐晃从襄樊回军，进
入摩陂曹操大营时，曹操亲
自为徐晃编写铜器舞，并在
堂街镇前营村建起回军庙，
在阴山竖起摩陂碑，昭其功
劳，立石为记。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曰：徐晃破关羽，振旅还摩
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
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
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
也！”后回军庙数废数修，鼎
盛时期，有殿堂 50 余间，拥
有庙禅 30 余亩。于 1958 年
被拆除，砖瓦木料被运往李
庄村修建学校所用。2004
年在原址又重修大殿两座，搜集古碑刻6通，并恢复了“义茶站”，方
便行旅。

●“青龙”与龙文化

真正使摩陂声名远播的是“青龙”的出现。陈寿在《三国志·魏
书·明帝纪》中记载：“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
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
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

《宋书·符瑞志·中》载：“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
陂井。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而不见。”曹睿随令文
臣对此吟诗作赋，流传至今的有缪袭的《青龙赋》和刘邵的《龙瑞赋》。

《黄览》记载时任魏国骑都尉刘邵在《龙瑞赋》里对此事的叙述：
“太和七年春，龙见摩陂。行自许昌，亲往临观。形状瑰丽，光色烛
耀。侍卫左右，咸与睹焉。自载籍所纪，瑞应之致，或翔集于邦国卓
荦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青龙年号历时五载，摩陂青龙是曹
魏鼎盛的象征。

如今龙文化遗迹在郏县比比皆是。其中以“龙”命名的行政村有
12个：如龙泉寨、龙王庙、龙头槐等；以“龙”命名的寺庙5座：白龙庙、
龙兴寺、龙泉寺等；山名 2处：大龙山、小龙山；以“龙”命名的水有 8
处：青龙湖、黑龙潭……

●源自摩陂的文化遗产

成语“长驱直入”的典故也出自于摩陂。《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却说樊城围解，曹仁引众将来
见曹操，泣拜请罪。操曰：“此乃天数，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赏三军，
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顾谓诸将曰：“荆州兵围堑鹿角数重，徐公明
深入其中，竟获全功。孤用兵三十余年，未敢长驱径入敌围。公明真
胆识兼优者也！”众皆叹服。操班师还于摩陂驻扎。徐晃兵至，操亲
出寨迎之。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并无差乱。操大喜曰：“徐将军真
有周亚夫之风矣！”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同夏侯尚守襄阳，以遏关公
之师。操因荆州未定，就屯兵于摩陂，以候消息。

摩陂也是郏县大铜器舞的发源地。作为中原地区独树一帜的传
统民间艺术——郏县大铜器舞，以演奏技巧性强且表演形式多样，音
律铿锵，风格粗犷，场面壮观而著称。始于东汉晚期，距今有1700多
年的历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五月，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襄樊大战获胜后，曹操在摩陂给将士们
庆功，命宫中乐师和郏县工匠打铜器助兴，鼓舞士气，抒发豪情。从
此，大铜器舞在郏县境内广为流传，并辐射到周边漯河、宝丰、汝州、
襄城等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如今郏县的东街、长桥镇的东长桥
和窦堂等有庞大的铜器舞表演队。

郏县大铜器舞的古谱历史悠久，曲牌较为丰富，大多以时代背景
和战役命名。目前，经过郏县文化部门和民间艺人挖掘，已整理出

“五虎下西川”、“曹操得胜鼓”、“马面川”、“呼雷炮”等 36 支传统曲
牌。1988 年，在河南省首届艺术节大赛中，郏县大铜器舞荣获一等
奖。1992年，郏县大铜器舞代表河南省参加“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舞
蹈节暨民间舞蹈节”大赛，荣获第一名。同年12月，文化部在北京举
办“群星杯”评奖，郏县大铜器舞又获广场舞蹈金奖第一名。1993年
1月，郏县大铜器舞参加北京“龙潭杯”民间舞蹈大赛，再次夺魁，荣
获三连冠。外国专家称郏县大铜器舞为“中国农民的迪斯科”。
2008 年 6 月 14 日，郏县大铜器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金戈铁马之声不再相闻，唯有现存的残
碑断碣向世人无声地述说着它远去的历史和沧桑……

○赵西广

郏县大铜器舞（资料图片）

三苏坟（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