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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时期的教导主任张显明老师是
高皇庙人，其勤恳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每天早操都亲自组织，不仅整队、训话，
还跟着学生跑。张老师抗日战争时期就读
于内迁的安阳高中，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
对《红楼梦》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改革开
放后，先后任宝丰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宝丰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扎扎实实把修志
作为一项惠及乡里、惠及后人的事业来
做。他兼任宝丰县政协副主席后，主持编
辑《宝丰文史资料》，把宝丰古代历史上的
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名胜古迹钻研个遍，
把近代历史上产生于宝丰的三大武装集
团：白朗扶汉军、老洋人河南自治军、樊钟
秀建国豫军的资料弄得透透彻彻。搜集整
理、编辑出版平顶山文史资料第三辑《白朗
起义》、河南文史资料第40辑《樊钟秀与建
国豫军》、宝丰文史资料《老洋人张庆和河
南自治军史料》，共数百万字。撰写出版

《白朗传》《民国奇人樊钟秀传》《老洋人张
国信传》共百余万字，为宝丰乃至为河南、
为国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自1985年回到平顶山以后，与张老
师接触较多，交换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见
解和收获，并探讨一些疑难问题。我为老
师老骥伏枥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感到兴奋
和骄傲，老师孜孜以求的精神也时刻激励
着我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无止境地奋
进。丁工与张老师是表兄弟。张老师家在
高皇庙虽不是大户，但受丁、范、徐三大家
尚文励学的影响不小，崇信范密的《勉人为
学说》。丁工说，张老师的母亲是大家闺
秀，人长得漂亮，三十一岁独守，养育两个
儿子成才。直到晚年，张老师对其母亲仍
极为孝顺。

我建议丁工该作两件事：一是主持续
修高皇庙丁氏家谱；一是主持创修高皇庙
村志。丁工说，这两条我都想过，也曾跃跃
欲试，但说着说着，眨眼八十岁已到，力不
从心了。我说：“这个事要不做，可能就遗
憾终生喽。”

5.勤恳认真、老骥伏枥
的高皇庙人

宝丰高皇庙的村落文化
●潘民中

不久前，应丁工之邀，到

宝丰高皇庙考察村落文化。

丁工早年毕业于平顶山

煤矿学校，晚年在平煤神马

宝丰火车站退休，出身于高

皇庙明清以来丁、范、徐三大

家族之丁家。其父曾追随白

朗，起义中原，响应孙中山辛

亥革命，又与河南自治军领

袖张庆结金兰之交。丁工虽

一身在外，但英年仗义为人，

有乃父豪侠遗风，为乡里所

倚重，老来桑梓情深，对高皇

庙的一街一巷、一家一户、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仍难以释

怀，甚是恋念，欲在弘扬高皇

庙村落传统文化上奉献余

热。

高皇庙乃宝丰县北部重镇，北濒汝
河，南望凤凰岭，东西为汝河平川，土地
肥沃，农产丰富。

高皇庙村落之基高于周边川原，当
为历代聚落文化层堆积所致。清末筑
有寨围，为东西长约二里、南北宽约一
里之矩形。寨有四门，东门额匾“迎
辉”，西门“送爽”，北门“望汝”。南门朝
向宝丰县城，为正门，额书“凤村寨”。
北门久屯不开，以防汝河漫灌，也为聚
气。寨内街道三纵三横，东西、南北各
有一条主街两条辅街，主辅街将民居宅
院分隔成棋盘状，门户均朝大街，进出
十分方便。寨外有壕，引汝河水充溢，
多一层防护。南寨门里数丈余有高台，
上建供奉汉高祖刘邦的高皇庙，为高昂
的凤首，东西大街为张开的凤翅，北街
北门为凤尾。

后世以“高皇庙”作为村名，正因
其久有供奉汉高祖刘邦的高皇庙而
然。

今之高皇庙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
位，前有额书“高皇庙”的高耸门楼，需
拾阶而上。院里左高皇殿、右关爷殿各
三间，为明清建筑，重梁明柱前插檐。
高皇殿明柱为青石做成，关爷殿明柱则
为石础木柱，从形制看此二殿乃为正殿
的东西稍殿，而正殿今已不存。自门楼
至两殿山墙间为南北甬道，甬道前段有
木香一丛，枝条伸展，四角有四棵柏树，
称“四柏（百）架木香”，是高皇庙的标志
性景观。从高皇庙出走流落外地的游
子，思念家乡时首先想到的是“四柏

（百）架木香”不知还在否？今于木香丛
前立一汉白玉高皇帝雕像，气宇轩昂。
西侧有古碑数通，是有心人于近年搜罗
至此的。中有两通乃高皇庙的旧物，一
为刻立于明万历年间的《重修高皇庙东
廊碑记》，一为清嘉庆年间《重修汉高皇
帝庙碑记》。清末新政以后，庙产兴学，
这座庙院长期作高皇庙完小校园。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也在这里上
过小学。若探讨起这座高皇庙始建于
何朝何代，地方志无记载，这两通古碑
碑文也已说不明白了。

高皇庙周边有“九里十三村”，良田
千顷，作为宝丰北部的商业中心集镇，
可辐射方圆数十里上百个村庄。农历
双日集，每月十五日有物资交流会，正
月二十八有古庙会。有连接宝丰、郏
县、襄城、汝州、禹州的商路，四通八达，
车如流水，骡马嘶鸣，生意兴隆。商铺
主要集中在南门内外，有屠行、酒馆、药
铺、花行、布行、染坊、银货、典当行等，
店铺栉比，招牌林立。清嘉庆《重修汉
高皇帝庙碑记》“重修功德簿”中记录的
捐款商号有：集瑞号、同义号、聚锦号、
顺兴号、复盛号、吴广盛、阎通盛等。这
些商号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建设，可见其
实力之丰厚和品位之不凡。当然也可
以从中看出，高皇庙在明清至民国商业
之繁荣、经济之发达。民国时期曾设新
宝镇于高皇庙，新中国成立后也设过高
皇庙中心乡和红星公社。该村曾供有
二夹弦戏班，轰动一时，还有有豫剧、曲
剧、河南坠子，威风锣鼓、唢呐、竹马旱
船、秧歌等民间文化活动。传统手工技
艺有荆编、竹编，制品有筛子、簸箕、柯
篓。风味小吃有用不经发酵的小麦面
炕制的高皇庙锅盔。

1.因供奉汉高祖刘邦
的高皇庙而得此村名

这座高皇庙为伏牛山东麓滍汝之间三
大高皇庙之一。另两座高皇庙：一在平顶山
市新华区凌云路西、稻香路东、建设路一片
地方，原先也属宝丰县，今荡然无存；一在平
顶山市卫东区平安大道北、平煤神马集团十
二矿南，原属叶县。这三座高皇庙应为同一
历史时期所建，不会晚在曹魏代汉之后。

位于中原腹地的伏牛山东麓地区，在中
国历史上具有军事战略枢纽地位，两汉的奠
基与这个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刘邦受命西
进攻秦，是经过这里打了犨（chōu）东（今鲁
山县张官营镇）之战，走武关道进入关中的，
后来又走武关道出关中经过这里与项羽决
战成皋（gāo）。刘秀大败王莽主力的昆阳

（今叶县县城）之战更是尽人皆知。
考之汉代宗庙之礼，“高祖十年（前

197），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
尊高帝庙为太祖庙。十二年（前 183）令郡、

诸侯国立高庙。景帝元年（前 156）尊文帝
为太宗，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
应该说，作为刘邦曾经亲历即“所尝幸”的
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三大高皇庙，应该始建
于西汉初期惠帝、景帝之时。刘秀是刘邦
的九世孙、景帝的七世孙。刘秀一即帝位
就祠高祖于怀（今河南焦作），进洛阳后的
第一件事便是建高皇帝庙，待局面稍一打
开，又亲幸刘邦故里沛地祀祭重建的高皇
帝庙。在这种氛围里，即便伏牛山东麓的
三大高皇庙在王莽新朝时期曾有堕毁，也
会重新得到复建。汉代的祖宗庙在六十八
个郡国共有一百六十七所，伏牛山东麓的
三大高皇庙当在其中。“汉朝宗庙之礼，不
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公定，至尊至
重。”后世王朝皆承继汉运，无不肯定其存
在；民间更以其为荣为灵，重修不辍，绵延
至今。

2.平顶山的三座高皇庙

高皇庙丁、范、徐三大姓，几乎都是明代
从山西迁居汝河川原周边村庄，发家之后在
高皇庙这座中心集镇购置产业落籍定居下
来的。进入清代，耕读持家的三家已是人才
济济，监生、贡生、举人、进士接连涌现。他
们在高皇庙所建一进几，有门楼、客厅、过
厅、重楼主房、左右厢房的豪宅，至今仍被称
为“丁官家”“范官家”“徐官家”。

在范家人才链中有范密，嘉庆二十一年
（1816）举人，专研为学，作育人才，撰《勉人
为学说》，堪与荀子《劝学篇》、颜真卿《劝学
诗》媲美。此文以透彻的说理服人，勉励人
们孜孜为学。“今之学者乐安逸而事纷华。
非不遇典籍，然遇以目而非遇以心。非不居
党塾，然居以身而非居以心。既沉溺之已
深，斯上达之无由。虽平旦不无清明之时，
而旦昼之牿亡相寻不已。故自总角从师迄
于既壮，而卒无一得者，是谁之过欤？而或
且曰：‘我为事累也。’噫！异矣！天下有无
事之人乎哉？使人必无事而后可，天不必多
生人是矣。事果足累学乎哉？使事足以累

学，古来必无为学之人矣！”
徐家有徐璞玉，本为东赵庄人，出身贫

寒 ，就 读 于 高 皇 庙 范 家 义 塾 ，同 治 元 年
（1862）考中进士，遂入居高皇庙。同治三年
徐璞玉出任四川金堂县知县，又任璧山县知
县，为政清正廉洁，创办义塾百余所，造就端
人正士以万计。同治九年（1870）擢升四川
马边厅同知，亲赴大小凉山教民引水种稻，
乡民收入大增。

丁家人丁兴旺。清嘉庆《重修汉高皇帝
庙碑记》保留下一份详细的“重修功德簿”。
其中首事者12人，丁姓有4位，占三分之一；
捐款者 150 人，丁姓 30 人，占五分之一。他
们都是高皇庙有身份、有名望、财力足的人
物。丁家人才链一直延续到现代。丁立，生
于 1918年，1939年开封高中毕业，升入武汉
大学读经济学。1945 年进八路军驻重庆办
事处工作。1949 年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上海
联络局科长，1956 年调中央调查部，1964 年
转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
1979年调任河北师大图书馆馆长。

3.丁、范、徐三大姓氏中人才辈出

作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
落的高皇庙，今天保存相对完好的传统宅
院，除范密故宅、徐璞玉老宅外，尚有清道光
进士知县苏耀官宅及丁谓南老宅、范学温老
宅、范秋生老宅、王六套老宅、王英豪老宅
等。更有名的是北门里西侧的丁氏祠堂，为
一方正院落，前有门楼，进门楼是堂殿门前
宽敞的月台，堂殿高檐头、高屋脊。堂顶屋
脊砖雕精美，堂内屋架重梁挂柱，且有暖阁。

1912 年 3 月 4 日，白朗与李凤朝联合打开
郏县孙家集后，把队伍拉到高皇庙，在丁氏祠
堂聚义。白朗虽已于 1911年 12月 2日以革命
党的名义响应辛亥革命，但仅有几十个人三十
门笨炮，未成气候。高皇庙聚义使其队伍壮大
到17杆（路）300多人，并且提出“打富济贫”的
口号，发布五项纪律：一不准拉票子，借银子；
二不准截路，奸淫；三不准随便杀人，伤人；四
不准抢劫财物，只收枪支；五不准欺压平民，只
许打富济贫。俨然一支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和
政治目标的起义军了。

白朗之所以选取高皇庙为聚义地，与该

村高皇庙内供奉的是两千年前斩蛇起义、抗
击暴秦的汉高祖刘邦不无关系，而且汉高祖
是起义胜利的象征。

白朗高皇庙聚义，招致北洋军的追剿。
“驻防临汝的北洋陆军第六镇第二十三标第
十三营统领余耀亭奉命于 1912年 4月 23日

（农历三月初七）自宝、郏交界之仝庄渡过汝
河，自东而西逼近高皇庙寨下，凭其优势装
备，想一举灭掉义军。白朗采取‘转移后撤，
相机歼敌’的策略，于 23日早晨全部西撤至
任寨、岳寨。余耀亭部进抵高皇庙寨外，用
小钢炮先击毁寨垛，再将寨墙炸开一个大豁
子，然后涌进寨内。寨内绅民认为官军不会
杀老百姓，遂打开南寨门，摆贺桌相迎。余
军不见一‘匪’，恼羞成怒，借口村民通匪，而
大开杀戒。在街上见人便杀，后又到各户叫
门，凡开门者若是男的，上前便是一枪。共
杀死村民286口，酿成一大血案。”

丁工正将祠堂南侧不远的故宅加以整
理，要办成一家民间“白朗聚义高皇庙响应
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纪念馆，供游人凭吊。

4.白朗聚义于丁氏祠堂

妙善，女，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父城（今宝丰县李
庄乡）人，因出生于王室，故称“皇姑”，因排行第三，又
称“三皇姑”。三皇姑出生之时，五彩祥云环列王宫上
空。幼年时三皇姑不慕荣华，发心出家修道，度己度
人，后施舍手眼，治好生父恶疾，得道成为千手千眼观
音菩萨。

长期以来，就妙善公主出生地问题众说纷纭，甚至
有庄王行军打仗中出生于某一个山头之说。为了揭示
真相，多年来，笔者查阅历史文献、进行田野调查，经过
深入地思考和论证，作出了妙善出生地应为今河南省
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的结论。

一、碑刻记载

首先，笔者举证的是白雀寺两通北魏和北齐年间
的碑刻，随着时岁更迭，碑刻内容早已漫漶不可辨识，
但碑制朝代早有结论。明万历白鋐“白雀寺重修伽蓝
殿记碑”与清李宏志“重修白雀寺记碑”，对北齐碑都有
交代。根据李宏志当时对北齐碑的解读，在其《重修白
雀寺记》碑中记载：“香山东去十里有白雀寺……记邑
境佛寺无有先于此矣”，直白地说明白雀寺是县境最早
的寺院。

其次，笔者所举证的，是现存于香山寺的国宝级文
物、北宋元符三年（1100）所立、由唐代高僧道宣口述、
汝州知州蒋之奇润色、北宋书法家蔡京书丹的“香山大
悲菩萨传碑”，有如下一段记述：

道宣律师在长安终南山灵感寺行道，律师宿植德
本，净修梵行，感致天神给侍左右。师一日问天神曰：

“我闻观音大士于此土有缘，不审灵踪显发，何地最
胜？”天神曰：“观音示现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
最为胜妙。”师曰：“香山今在何所？”天神曰：“嵩岳之南
二百余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
地。”山之东北，乃往过去有国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
德，王心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惟有三女，大者妙
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三女之中二女已嫁，惟第三
者，资禀绝异，方娠之夕，夫人梦吞明月，及将诞育，六
种震动，异香满宫，光照内外，国人骇异，谓宫中有火。
是夕降生，不洗而净，梵相端严，五色祥云覆盖其上，国
人皆曰：“我国殆有圣人出世乎！”父王奇之，名曰妙善。

此段碑文中“（香）山之东北，乃往过去有国王名庄
王……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直接证明庄王
故居（或城）不是在香山正东，也不是在香山东南，更不
是在其他方位，而是碑中所述“（香）山之东北”；又“异
香满宫”，直接说明妙善出生时不是在所谓行军途中的

“帐篷”，也不是在普通村落的普通房屋，更不是在山中
茅舍，而是在“（王）宫”。

另《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其他几处记载：翌日，尼众
谓妙善曰：“妙善生长王宫，何苦自求寂寞！不如还归
宫禁，犹胜静处伽蓝。”尼众闻言，乃相与议曰：“妙善生
于宫中，不知外之艰难，意谓出家快乐。宜以劳辱苦
之，使知悔惧。”明日，王与夫人、二女、宫族，严驾出城，
来入香山。

二、文献记载

妙善出生地的父城，春秋时属楚国，楚庄王为春秋
五霸之一，曾拓地千里，封畛于汝河沿岸。其后，楚平
王又扩大城邑，命其子，也就是楚庄王的曾孙太子建戍
守。据《辞源》记载：父城，县名。汉置，属颍川郡。光
武（东汉 25-220年，光武帝刘秀）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
乡，获冯异，即此。故城在河南宝丰县东。另据《宝丰县
志》记载：“父城遗址，在今县城东 18 公里古城村。城址
分内外二城，外城呈长方形，城垣痕迹隐约可见，东西长
1750米，南北宽1250米，周长6000米，基宽10余米，残垣
高1米……城址内春秋绳纹陶片及汉代板瓦甚多。城址
内古城、马庄二村曾先后出土有春秋及战国时期之大型
青铜器……故此遗址为春秋时期遗存。”

另据明正德《汝州志》载：“世传大悲菩萨乃楚庄王
之女修炼成佛之所，灵骨葬于塔下。”明正德《汝州志·
寺观》载：“白雀寺，在父城保，世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
之瑞异槐一株。”清康熙二年《汝州全志》、清康熙三十
四年《汝州全志》、清道光《汝州全志》载“大悲菩萨，相
传父城楚庄王第三女也，讳曰妙善”。

再据明代郏县诗人王尚絅《苍谷集·父城》诗三首。
第一首七律：“一夕商飈草又枯，辅阳城郭畿荒芜。香山
西去浮图在，龙水东来野庙孤。旧市新衢终互变，断碑残
碣尽模糊。前村月落宿投晚，欲问庄王事有无？”这是在
一年秋末冬初的时节，诗人行经父城古城遗址，在一片荒
芜中，远远看到了西边的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东来的龙
山溪水。父城遗址中旧的市街变为新的道路，碑断碣残
字迹都模糊得看不清了。到前边的村落，月亮已经落了，
投宿已经很晚，但还是要找一些耆老问一问庄王和妙善
公主的传说，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第二首七
言绝句上半阕：“楚王宫殿昔闻名，遗址分明此父城。”讲
楚（庄）王的宫殿过去是很有名的，这处遗址明确就是在
父城。第三首亦为七言绝句，上半阕为：“西山公主青龙
杏，南内祠园白雀归。”西边是妙善公主修行得道的香山，
东边是她出生的父城。

在王尚絅《苍谷集·父城》三首诗中，香山、浮图（香山
寺）、庄王、父城、遗址、宫殿、（妙善）公主、白雀寺、祠（庄
王祠）等词语依次出现，把妙善公主证道成佛地香山寺、
出家地白雀寺、出生地父城庄王宫殿遗址，一个一个描绘
出来。尤其是庄王宫殿，用雅语说是“紫禁城”，用俗语说
是“庄王故宅”，也就是秦汉唐宋时期的“庄王祠”，把妙善
公主的出生地说得清楚明白，毫无疑义。

三、民间文化

在李庄乡（父城）境域、宝丰境域，以至平顶山境
域，有着众多与妙善相关且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其中
涉及妙善公主出生地的有千手千眼佛、三皇姑成佛、三
皇姑出家的传说等等。

其他是地方文化方面，如地方戏剧越调《火焚白雀
寺》，现代曲剧《妙善救父》，经歌《妙善歌》《三皇姑歌》

《三皇姑出家》等，均讲三皇姑妙善出生于父城王宫、出
家白雀寺、证道成佛于香山寺。

综上可证，妙善在白雀寺出家，在香山寺修成正
果，后来成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尤其是白雀寺北
魏北齐造像碑，父城观音菩萨的三个陵墓（衣冠冢）和
香山寺的国宝级碑刻《香山大悲菩萨传》，都为此提供
了不可辩驳的证据。因此，笔者认为妙善出生地和汉
化观音文化发源地在今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

妙善出生地考证
●白杰 马俊歌

高皇庙村的高皇庙已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潘运明 摄

白朗起义聚义地丁氏祠堂 潘运明 摄

高皇庙村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 石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