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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复与宝丰城
●翟红果

来自鲁山的
民居和家丝绸

●张振营 文/图

贾复(9-55年)，字君文，今南阳
邓州市冠军村人。东汉大将，“云台
二十八宿”之一。归顺刘秀后，帮助
其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建武
三年（27年），贾复出任左将军。建
武十三年（37年），定封胶东侯，食邑
六县。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是临
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
中以勇武见称。

宝丰县城是在贾复所筑的贾复
城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贾复城
至今，宝丰县城经过了1900多年的
沧桑演变和发展。

贾复少年时好学不倦，通晓《尚
书》。拜舞阴李生为师，李生发现贾复
大有过人之处，深以为奇，曾对门人
说：“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
将相之器也。”

王莽末年，贾复为县史，奉命到河
东（今山西运城）运盐，途遇盗贼，同伴
见状纷纷逃跑，贾复一人将盐原封不
动运回县城。

公元17年，王匡、王凤绿林起义，
贾复也聚集数百人，占据羽山，自称将
军。公元23年，更始帝立，贾复率部归
属刘玄族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
尉。后来，更始帝朝纲紊乱，诸将放
纵，四海离心，贾复劝说刘嘉离开刘
玄。刘嘉不从，便写信把贾复推荐给
刘秀。刘秀见他举止谈吐与众不同，
颇以为奇，便任命他为破虏将军督盗
贼。当时，贾复的马羸弱不堪，刘秀亲
手解下自己的左骖马送给他，足见对
其的重视和优待。大司马督段孝等人
认为贾复气势凌人，便经常排挤他，提
议把他调为督县尉，刘秀不同意，说：

“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
得擅除。”不久，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
冀州市），擢贾复为偏将军。

贾复备感刘秀知遇之恩，作战勇
猛，在攻打邯郸消灭王郎一战中，战功
赫赫升任都护将军。贾复作战，有如
猛虎，所向披靡。一次，他随刘秀在射
犬（今河南武陟县北）镇压河北起义
军，从早晨开始鏖（注，读音 ao，第二
声）战，一直到中午，起义军仍坚守阵
地，不肯退却。刘秀见战士们饥渴疲
敝，便传令给贾复，说：“吏士皆饥，可
且朝饭。”贾复战斗方酣，回答说：“先
破之，然后食耳。”说完，又率先冲上敌
阵。诸将都佩服他的勇敢精神，对他
大加称赏。

后来，贾复又和五校农民军在真
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大战。贾复
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以致身负重伤，
垂垂欲死。刘秀闻讯大惊，说：“我所
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
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
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忧妻子也。”不久，贾复病愈，又赶到前
线追随刘秀。刘秀见他康健如初，喜
出望外。于是，大飨军士，让贾复为先
锋，进击邺城。贾复一战破敌，再立新
功。

光武帝刘秀即位，任命贾复为执
金吾（京城地区的警卫长官），并封他
为冠军侯（贾复为今邓州市冠军村人，
且作战勇冠三军）。随后，贾复率部围
攻洛阳，击败更始大将陈侨。建武二
年（26年），加封穰、朝阳二县。

当时，南方好多更始帝的将领，如
郾王尹尊等，尚未归附。光武帝刘秀
召集众将，讨论军机。大家都不说
话。光武帝沉吟半天，最后拿着兵檄
的竹简敲打地面说，郾城（今属河南漯
河）最强，宛城（今属河南南阳）第二，
谁去攻打？贾复率然起立，应声回答：
我去攻打郾城!光武帝笑说：执金吾肯
去击郾城，我还怕什么!于是，贾复便
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南渡五
社津攻打郾城，连战连捷。一个月后，
贾复又引兵东进，击降淮阳太守暴汜，
平定淮阳属县。又南下攻打召陵、新
息。建武三年（27年），贾复升任左将
军，在新城、渑池一带击败赤眉军，又
进军宜阳，和光武帝会师。

建武十三年（37年），贾复被封为
胶东侯后，发现光武帝想偃息干戈，修
好文德，不想让功臣拥兵驻在京师，就
跟高密侯邓禹一起辞去左右将军之
职，致力于兵员的复员工作，又修儒
学。建武三十一年（55 年），贾复去
世，谥号“刚侯”。

贾复一生纵横疆场，英勇善战，多
次临敌深入，奋不顾身，且刚毅方直，
有功不伐，注重晚节，深得光武帝的嘉
赏和后人的爱戴。

建武二年（26 年），贾复攻打郾
城。贾复渡过黄河，来到战略要地
颍川父城县（今宝丰李庄乡）西部地
区。这里四面岗岭，利于隐蔽，中有
水，取用方便，且控扼东通郾地的要
道，进退自如。贾复遂在此筑城，建
立大本营，作进击盘踞在郾的尹尊
的准备。

因贾复筑城时官为执金吾，贾
复城又称“金吾城”。北朝时期，从
洛阳南通襄、宛的道路，走梁县（今
汝州西），经贾复城，折而西南入鲁
南的三鸦道，因而贾复城又被更名
为“通鸦城”。著名的《水经注》载：

“滶水东入父城县，与桓水会。水出
鲁阳北山，水有二源，奇导于贾复
城，合为一渎，径贾复城北，复南，击
郾所筑也。”

潘民中在《贾复城》一文中写

道：“贾复城北城墙，即宝丰县城北
城墙，保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长
1100余米，城基宽10余米，墙身系夯
筑而成，外壁下右上砖包砌，高 15
米，裸露部分可见明显的汉代夯层
和馒头状夯窝。”

宝丰县历史悠久。商周时为应
国属地，春秋初属郑，继属楚，又属
晋。战国初期属韩。秦、汉置父城
县。隋、唐时先后为汝南县、滍阳
县、武兴县、龙兴县。宋徽宗宣和二
年（1120 年），因当时境内有白酒酿
造、汝官瓷烧制、冶铁工场等，物宝
源丰，奉敕赐名宝丰县。明崇祯十
六年（1643 年），李自成曾改宝丰为
宝州，清初复置宝丰至今。

唐武德四年（621年）设置的龙兴
县，其县治在贾复城。从此，这里正
式成为县治。据唐李吉甫撰写的我

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元和
郡县志》载：“龙兴县城本通鸦城，即
后汉贾复城也。”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知县朱铨在此又土筑城垣。明嘉
靖元年（1522年），改造城垣和城壕，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修筑砖石墙，后
毁于兵燹（注，读音xian，第三声）。清
初数次整修，增高城垣。新中国成立
后，宝丰县城有了突击猛进的建设和
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设施完善、环境
优美、经济繁荣的现代化新城。

由此可见，宝丰县城是在贾复
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贾复城
至今，宝丰县城经过了 1900 多年的
沧桑演变和发展。可以说没有贾
复，就没有贾复城；没有贾复城，也
就可能没有现在的宝丰县城。因
此，贾复城应是宝丰县城之始，贾复
是创建宝丰县城的始祖。

贾复忠勇刚烈，尤其是在击郾
的浴血奋战中，以宝丰为基地，立下
赫赫战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传
说故事，也在后人心中树立了忠勇
高大的形象。因此，东汉以来时有
仁人志士为其建庙、修墓，以祭祀和
纪念，使之成为宝丰丰厚历史文化
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贾复庙。贾复庙位于宝丰
县城西北隅民治路北端。庙宇矗立
在石砌高台上，台高 1.4 米，台前中
央有石阶 12 级，两侧有石滑坡。台
上有正殿三间，廊檐下有装饰性假
斗拱。贾复庙始建何时，无可考
证。查《宝丰县志》，有元代翰林王
頔所撰《汉胶东侯庙记》和清乾隆五
年（1740）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重修之记载。殿外壁外面镶嵌石碑
两方，一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
的《铭善碑记》，一为光绪六年（1880
年）的《捐修姓氏碑》。

二、贾复墓。贾复死后归葬冠
军，墓冢在河南省邓州张村镇路庄
村下洼西南 200 米处。宝丰县贾复

墓为贾复衣冠冢，墓位于县城西南
隅，今共和街与维新街夹角处大寺
坑北岸，冢高 5 米，占地 2890 平方
米。墓前碑碣有序，巨壁掩饰，四
周苍松翠柏，肃穆壮观。贾复墓原
建于金大安元年（1209年），清乾隆
四十八年（1783 年）重修。今冢已
无存，但当地群众仍称那一带为贾
复坟。

三、龙亭。龙亭位于今宝丰县
城维新街北，东邻万寿寺、西毗贾
复墓园。建造时间大约在明成化十
一年至十七年间（1475-1481年），清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添建东西屋
各三间，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又增
卷棚一个、大门一座。相传，龙亭为
东汉光武帝刘秀为贾复吊孝时住过
的地方。

四、交马岭。丘陵名，位于宝丰
县城东7.5公里处，坐落于岭旁的村
庄名交马岭村。世传贾复与郾王部
将王陵曾在此激战，故名交马岭。

五、净肠河。此河流经宝丰县
境中部，至县城西北角，经城北关

东去，全长42公里，古称桓水。相传，
当年贾复与王陵于城东北交战，贾复
受伤，腹破肠出，复以河水洗肠，纳入
腹后，跃马再战，后斩陵首。后人称
洗肠处为净肠河，现把全河定名为净
肠河。

六、红土岭。丘陵名，位于宝丰
县城北部偏东，距城约 1.5 公里处有
一孤丘，土色为红。传说当年贾复与
王陵激战时，王陵被斩于此，土色为
陵血所染。因此，该岭名曰红土岭。

七、射箭台。宝丰县城南 2.5 公
里文笔山主峰上，有一土台，台高仅2
米，宽13米左右。据清乾《宝丰县志·
艺文志》载：“邑人传说刚侯登此北
射，自卜宅兆，今刚侯墓即其矢之所
至。”而民间传说称此处是贾复操练
兵马的场所，众兵将在此习箭比武，
所以叫射箭台。

八、东侯街。即宝丰县城西大
街。该街西端路北有一南北巷，北端
居中有高出街面五尺余的贾复庙，亦
称东侯庙，故清朝初年称该街为东侯
街，后改称西大街。

贾复出身儒生，却成为折冲千里
的勇将，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密切相
关。两汉时期，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
全国，即便是皇室贵胄，也经常狩猎、
比武，甚至与猛兽相搏。汉武帝“好
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
贺喜欢“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常
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西汉
骠骑将军霍去病胸怀“匈奴未灭，何
以家为”的壮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
还葬耳”的豪情。汉语中“好汉”“汉
子”“大汉”等充盈阳刚之气的字样，
都是汉朝人挣下的荣誉。

刘秀也是读书人，曾是太学的
学生。毛泽东在点评《东观汉记》
时，高度评价刘秀的军事才能和勇
猛善战，说他是“历史上最会用人、
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也正
是因为习武知兵，班超投笔从戎，仅

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号令诸国，使
西域诸国“悉皆纳质内属”，向汉朝
纳贡称臣。

刘秀重用贾复是知人善用，贾复
作战勇猛，也是士为知己者死。贾复
成为“拼命三郎”的骁将也不足为奇
了。贾复学问渊博，平定天下后，就
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他熟知西汉刘
邦与功臣们之间的故事，首先意识到
功臣们所面临的危险。而刘秀也在
苦苦思考这个问题，希望避免西汉功
臣的悲剧。贾复很快洞察到刘秀“欲
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
的心思，与好友邓禹一起主动请辞解
除军职，回家闲居，并大力提倡儒学，

“投剑从文”，重操旧业。
刘秀趁势撤销贾、邓二人的左

右将军，并给予很高的待遇，让他们
安享富贵。在家闲居之后，贾复约
束子孙，“多大节，阖门养威重”。后
来有人推荐贾复出任宰相，但刘秀
执行的是所有功臣一并不用的政
策，没有同意。不过，刘秀仍让贾复
参与国家大事，并封他为特进。

贾复文韬武略，深得后人推崇。
宋代徐钧有诗赞曰：“骁勇称奇赐左
骖，溃围解急敌心寒。卒能剽甲敦儒
学，可作寻常武将看。”

（照片由宝丰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郏永安提供）

贾复其人

与贾复有关的遗迹及地名

贾复城与宝丰

李老庄位于鲁山县西北部瓦屋镇和观音寺乡交界处，一条宽阔
的水泥路上标示有“李老庄村”，道路两旁是新建的水泥平房或楼房，
这是近些年迁居于此的居民所建，而去老村则要拐个弯下个坡，走进
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里。下得沟来，豁然开朗，古树老屋，就在眼前。

李老庄最值得看的，一个是民居，一个是手工丝绸的加工工艺。

李老庄村目前保留有李氏祠堂和若干
古民居。

祠堂就在村口，占地约200平方米，房
梁上有一行毛笔书写的黑字，可以断定祠
堂建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祠堂不
算高大，但很规整。院里还有一块碑，名为

“家庙规矩碑叙”，据村中81岁的李正圆老人
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块碑被用在村东
一座小桥上，后经他手又拉了回来。碑上字
迹模糊，李正圆也说不清楚碑文内容。他记
得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有勤俭、禁赌、忠孝
等。过去，院子正中还有一个木制的祖楼，
里边供奉着祖上的牌位，后来办学校就把祖
楼拆了。李正圆介绍，村中120多户、500多
口人，90%是李姓。祖上弟兄4个，李老庄是
老二，明末清初从伊川县半坡村迁居而
来。先祖的坟茔分散在好几处，清明祭祖
时每家出一人，出门在外或已在外定居的
李氏族人都会回来，先集中在祠堂举行仪
式，然后到各处祭拜，最后回到祠堂吃饭。

村上300多年的老房子现在还有5处，
除偶尔插补一下房坡，其余的都是老样
子。还有一些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李老庄的旧民居虽然很破败，但很有
特点。各宅院之间都有乱石铺就的甬道相
隔，宅院正房一般三到五间。石砌的房基，

干打垒的房墙，青砖镶框的门窗，青瓦覆
顶，“骑马门楼”。院子的围墙也是干打垒
的土墙，上面也盖着青瓦。虽没有粉刷，但
外观来看，还算整齐。

李正圆的家在村后坡上，五间的地方建
了三间主房两间偏房，也是上述构造。院里
有几棵果树，我们就坐在果树下聊天。他介
绍说，这样的房子结实耐用，房上用的梁、
檩，都是栎树一类的山杂木，椽子是黄栌柴，
木质坚硬。瓦下摊的泥也厚，墙也厚，里面
冬暖夏凉，住着很舒服。但有个缺点就是过
去的房子门窗普遍小，光线不好。

李正圆说，当初祖上在这里安家也是
有讲究的。村子两边的两座小山起伏绵
延，两山中间过去有一个大土包，似一明珠
镶嵌在两山之间，包上有一棵4人才能抱住
的黄楝树。村西头有一巨石，酷似龟头。
因此，这里被称为“二龙戏珠龟把门”，是块
风水宝地。于是祖先就在这里安了家。然
后又在村子东西两头栽植了两个竹园。几
百年来，翠竹郁郁，小溪潺潺，呵护着村里
人安居乐业。

李姓人吃苦耐劳，在建好家园的同时，
垦荒种地，养牛牧羊，家业越来越大。目前
在李老庄村住的张家、刘家等几户外姓人
家，都是过去李家长工的后代。

鲁山县是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柞蚕主
产区，丝绸文化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早
在唐朝，鲁山绸就被列为贡品，并踏上了大
唐帝国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远销中亚、
西亚。1914 年，鲁山绸参加在美国旧金山
举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获“国际金奖”，被
誉为“仙女织”。时至今日，鲁山县很多农
民仍在养柞蚕，但大多粗加工成蚕丝，丝绸
难得一见。鲁山绸分山丝绸和家丝绸两
种。山丝绸是柞坡上放养的柞蚕的茧抽丝
织成，家丝绸是吃桑叶、在室内养的蚕的茧
抽丝加工而成，又称桑绸。山丝绸因手感
粗糙，不易上色等原因，远不如桑绸受欢
迎。据了解，鲁山山丝绸已断产 20 多年。
家丝绸目前全县仅剩一家在生产，这就是
居住在李老庄村的农民岳石头家。

岳石头家离老村大概有 1000 米的距
离，越过一条河，一片竹林中隐现着两处宅
院，后边的一家就是岳石头的家，家丝绸就
产自他家的老屋里。

我来到这里时，正值 5月中旬，绿树成
荫，山花烂漫，翠竹着新妆。村里的人正
忙着收菜籽，而岳石头夫妇却忙着与丝绸
有关的事——岳石头去河里漂丝绸，老伴
儿杜爱勤正在摆弄筐里的幼蚕。偌大的
竹筐里养着一层蚕，青中泛白如豆青虫一
样的幼蚕在筐中蠕动。真难想象，这丝滑
的白绸竟是源自这种小虫子。为了养蚕，
岳石头家的三亩地都种成了桑树。现在他
们夫妇不干其他农活，专职养蚕织绸。

鲁山家丝绸，柔软、光滑、吸汗、耐碱、
无皱纹、养皮肤、不沾身、透气性强、手感
好。但要经过植桑养蚕、煮茧缫丝、络丝打
纬、刷丝刷经、上机织绸，最后炼绸等几十
道工序，烦琐又累人，市场需求量也不是太
大，加上没有出去打工什么的来钱快，所以
慢慢地从事这项工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岳石头之所以能够坚持，一是这个职业暂
时还可以养家糊口，二是不想让这门手艺
在自己手里失传。

岳石头的父亲岳玉松 8岁时就到一家
加工家丝绸的大户人家当学徒，学成了整
套养蚕织绸技艺，后来还当上了师傅。老
人家 90 岁还可以上机织绸，96 岁还能络
丝，98岁时无疾而终。

岳石头 16 岁高中毕业那年正值“文
革”，学不能再上了，想着干织绸这活儿还
能养家糊口，就来到父亲的作坊，成了一名
学徒。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心灵手巧，
岳石头上手很快，没过几年就掌握了养蚕
织绸的全套技艺。上世纪七十年代，别人
干农活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可当时的绸子
一匹就能卖到 60元，平均下来一天能挣十
几元，岳石头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岳石头家的两间南屋是展室，里边有
摄影家为他拍摄的制作工序的照片，对着
照片他讲述了大概的工序。

主要工序有：值桑、煮茧缫丝、络丝打
纬、牵经、套头、闯轴、刷丝刷经、上机织绸、
炼绸，最后晾晒。从养蚕到抽丝有 13道工

序，再织成绸，又是20多道工序。蚕茧收春
秋两季。以春季为例，每年5月初他从蚕种
基地买来大约 6 万只幼蚕，最终能结茧 80
公斤左右。从幼蚕接到家到结茧大约一个
月时间，分五龄段，全以桑叶为食。收茧之
后首先筛去黄斑茧、双公茧和薄皮茧等不
适宜抽丝的坏茧，随后还要蒸茧，为的是防
止蚕蛹生蛾，蒸过后还要晾干，这样的蚕茧
能储存两年。然后是缫丝，就是把蚕茧放
在约80℃的清水中浸泡，蚕茧会慢慢变软，
蚕丝逐渐分离，此时需人工将丝抽出来，一
般28至32根丝捻成一股，后缠绕在滚轮上
自然晾干。缫丝之后是络丝，也就是把晾
好的生丝一根一根缠绕在丝锭上。作坊
里，杜爱勤正在从事这道工序，工具很不起
眼，但稍不留神就会断丝，影响绸子质量。
杜爱勤 23岁嫁过来就开始干这活儿，到如
今已经 30多年了，还不能完全操作全套工
序，现在主要负责络丝和打纬。络丝后要牵
经、刷经、打纬，就是把蚕丝捋顺，为上机织
绸做准备。这一切之后就要套头了，将一根
根细丝接在织绸机上，一般 2000根丝头套
好要花费两天时间。

织绸的几个妇女都是岳石头家的亲
戚，别人不愿意学，他就动员亲戚来帮忙。
一台上百年的机器吱吱响个不停，织绸机
上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上下龙张口，
下联是：左右凤点头，横批为：勤劳致富。

一般织好一匹绸子要 4天时间。丝织
成绸，这时的绸叫生绸，质感硬，不能做衣
服。要经过后面极为细心地处理，将生绸
变成熟绸才能销售，用行话说这叫炼绸。
所谓炼绸，就是先将生绸浸泡在高温碳酸
钠溶液中数小时，其间要不停地翻动，捞起
的时间完全靠经验，捞早了不行，捞迟了也
不行，分秒的误差就会影响到丝绸的质
量。然后将丝绸放在阴凉处晾干，不能拧
只能晾。晾干后的丝绸放入用猪胰子滚沸
的水中反复搓洗半小时左右，再放入清水
中浸泡 3 天 3 夜。浸泡的关键是丝绸不能
有一点点露出水面，一旦露出水面，就会出
现黑斑影响质量。浸泡完后，捞出拧至八
成干，置于阴凉处，等到晾至九成干时叠
齐，用棒槌捶击后摊开晾晒。经这样处理
过的丝绸耐酸碱，放置几十年也不会变质。

每年春秋养两季桑蚕，一年收茧160公
斤左右，抽丝30多公斤，可加工30匹丝绸，
每匹售价2000多元，年收入6万多元。岳石
头的手工丝绸因产量有限，并不愁销路。来
买货的多是熟人，还有熟人介绍的人，也有
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来买。

2013 年，岳石头被河南省文化厅命名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养蚕织绸
技艺（鲁山绸织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
就是说，就目前来看，河南省能独自完成养
蚕织绸全部制作技艺的唯有岳石头，从全
国范围来看也是寥若晨星。目前我省相关
部门正在将这一技艺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岳石头的3个子女都上了大学，他
的技艺到了无人传承的地步。

古朴的民居

古老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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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的贾复庙遗址

2014年修葺一新的贾复庙

李老庄祠堂 岳石头忙着织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