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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八景之说，据史料记载起源于
宋，盛于明清。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
宝丰县教谕曹轸赋诗记述宝丰八景。正
德元年（1506年），重修《汝州志》《宝丰县
志》，将曹轸诗纂辑于志书。茲录正德元
年《汝州志》所记宝丰八景之一白雀异槐，
诗曰：

品第群材独此槐，谁从白雀寺前栽，
屈枝坠露低旋砌，繁叶藏云暖护苔。
解与乾坤增气概，几因风雨长胚胎，
清霄天籁闻丝竹，预兆来年有殿魁。
这记述的是现今宝丰县城东十五公

里父城遗址上、原白雀寺处的一棵奇异

槐树，其大意为：要论对人们有益处的树
材，唯有这一古槐树，是谁人具有卓识远
见，把它种植在白雀寺前？其粗壮的枝
节弯曲欲坠，看上去好像晶莹雕塑的玉
器，异常美丽。茂盛的枝叶遮云蔽日，铺
天盖地。肥沃的土地使它枝繁叶茂，欣欣
向荣，然而，又有谁人知道它经历了多少
春风秋雨，才生长到如今这般美丽壮观。
待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时候，在树下听清
脆的鸟鸣和伴有自然节奏的乐器声，使人
如同饮杯清淳甘露，心旷神怡。在这槐树
的庇护下，来年学子们定会金榜题名，乡
民们定会喜迎丰收且好事连连。

豆角寨上枪声激
●郭连卿 文/图

宝丰八景之一白雀异槐
●赵西广

行走在张布郎庄
●张振营

烟叶种植是张布郎庄的传统
产业，即使在郏县烟叶面积大幅
度萎缩的今天，村民们的种植热
情依然有增无减。除了种烟，张
布郎庄的人还喜欢喝茶。爱种
烟、喜喝茶，我想与家门口这条万
里茶路是分不开的。

郏县的种烟史始于明末清
初，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烟草专家
顺着万里茶道踏访而来，堂街以
西的紫云山西一带成了最早实验
种植烟叶的地方，这里也是著名
的“山儿西烟”的产地。

村民张学孝家的镜框里有一
张发黄的老照片。中间坐的是一
位老太太，穿对襟布衫，看上去神
态安详；右边站着一位男子，头
戴礼帽，身穿马褂，手执雪茄，一副
绅士派头；左边立着一位打扮洋气
的年轻女人，手拉一个胖乎乎的小
男孩。

88 岁的张学孝说，照片拍摄
于 1911 年。潢川人杨鹤亭在许
昌南门开设的悟真照相馆开业
大吉，张学孝的三伯张景带着母
亲和妻儿赶去凑热闹，留下了这
张珍贵的老照片。那时候张景
在许昌开烟行。张学孝说，爷爷
是清末的秀才，比别人眼光独
到，那时都种烟，只有他家在许
昌和襄城县开了烟行，一直开到
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用牛车往

襄城县和许昌拉烟叶，一车能拉
两千斤。现在村里人一提起他
家还叫“老烟叶行家”。

一张老照片是沉淀的光阴，
从那时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光
里，张布郎庄一直在种烟，早先
是晒烟，晒出的烟黄白，是日光
中沉淀的精华；现在是烤烟，烤
出的烟金黄，是烈火中凝成的精
粹。张布郎庄的人在与烟叶打
交道的过程中，也在打磨着自己
的时光。

张学孝堂兄弟三个，都是高
寿 。 张 学 岗 81 岁 ，张 学 立 114
岁。400多口人的村里，80岁以上
的就有十几位。张学孝耳微聋、
眼稍花，走路架着双拐。他身体
无大碍，架拐是家里人怕他摔
着。村里人为什么多长寿？大概
是这里水质好，加上都有爱喝茶
的习惯。每家都有茶具，但在家
里喝着不过瘾，喜欢三五成群结
伴去四里之外的毛| 郎庙茶馆喝
茶。付上块儿八角的茶叶钱，喝
着续着水，从早上六点喝到晚上
八点，中午在茶馆里就着茶水吃
锅盔或包子，在茶馆里听瞎话儿、
摆山、打纸牌。73岁的张本正说，
地里没活儿时天天去茶馆喝茶。
有一年去新疆干活回来，疲乏得
不行，行李往茶馆门口一撂，一喝
半天，神清气爽，浑身轻松。

烟茶之乡

村子里没什么人，村头街边
有几座烘烤烟叶的炕房，有的炕
门大开，这是等散走一些热气后
再装炕的。有的闭着门还挂个布
挡，这是正烧着火的炕房。村子
中间靠北有座高台，高台之上坐
北朝南有座古宅，三进院落，明代
建筑，房脊上的五脊六兽显露着
这处宅子的威严。高台上有一棵
合抱的古槐，槐树的浓荫下，几位
光着膀子的老人正围着石桌下象
棋。他们当中有些是烧炕的，刚
往炕灶里添了几锨煤就赶了过
来；有的是等待妇女们把打下的
烟叶往烟杆上系完后装炕的，这
会儿忙里偷闲杀几盘。

高台上的宅子是张布郎修建
的。传说村里出过张姓的布郎
官，他身为朝廷要员，刚直不阿，
为民请命，兴修水利，垒堰屯田。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
村庄命名为张布郎庄。75岁的张
付中说，张布郎家有东西跨院和
后花园。东跨院里有一排低矮的
房子可能是住兵的。布郎官是个
多大的官，难以考证，空留检阅台
供人们消遣小憩。人们茶余饭后

的话题里永远少不了张布郎。阅
兵台下是一条沟，沟里杂草丛
生。过去它却是一条清澈的河
流，从村子的东南方向来，到阅兵
台这里折向西，到村子西头和从
南边过来的另一条小河汇合，然
后向北汝河奔涌而去。阅兵台下
的沟沿，也就是过去的河沿，是红
石板铺成的，现在隐隐约约还能
看出一些痕迹。

这是一条古道，也是武夷山
到俄罗斯恰克图的万里茶道要经
过的地方。当年曹操派徐晃征战
襄阳走的也是这条路，阅兵台也
许是曹操送将士们出征的地方。
旌旗猎猎，喊杀阵阵，硝烟已消散
在小村的尘埃里。

流经张布郎庄的两条小河，
一条叫陡河，一条叫芝兰河，它
们在这个村里交汇成人字形，于
是人们就临水筑房，村庄的结构
也呈人字结构。张布郎庄的先
人认为，这里的地形有人和之
意。“人和”乃人心所向，上下团
结。几百年来，村民朝看白鹅浮
水，夜听溪流淙淙，邻里和睦，民
风纯朴，实乃人和之地。

人和之地

父城遗址上的白雀寺之名，根据史书
碑刻及当地传说，与这一槐树还存在密不
可分的关系。

如前所述，清康熙《河南通志》卷五十
《寺观·汝州·宝丰县》载：白雀寺在宝丰城
东四十里父城堡内，每遇丰年，必有白雀
巢于古槐之上，寺因以名。

再如，现白雀寺内存有明万历三十九
年（1611年）承德郎陕西西安府通判、邑人
白鋐（宝丰县人，字真予，时任官职六品，
后升任延安府同知五品），撰文而镌刻的

《重修伽蓝殿记·宝丰县白雀寺考》残碑一
通，碑文中这样记载：“乃父老相传，寺之先
有异槐，白雀巢于其上，寺遂因以名。”

如今当地还流传着白雀寺之名的由
来：在父城始建白雀寺之前，这里就有这
一槐树，高耸入云，遮阴数亩，每年大地回
春、草长莺飞的二月，这里就是白雀鸟的
天堂。白雀鸟夜以继日筑巢繁育的时期，
也是小麦返青拔节孕穗的时期，也正是先
民生活青黄不接期望庄稼早日成熟的时
期。农田耕种闲暇时，便有村民来到树下
观赏白雀筑巢，部分细心的村民经过长期
观察，发现了这槐树上白雀鸟做巢与庄稼
收成存在一定关系——当槐树上白雀鸟
筑巢多时，这一年的庄稼收成就好；当这
槐树上白雀鸟筑巢少时，这年的庄稼收成
就差，甚至为灾年。这样一来，父老乡亲便

把每年庄稼收成的好坏寄托在白雀筑巢
上，先民们祈求白雀鸟每年能多来些，且在
这槐树上多多做巢，渴望年年都是丰年。
为了实现这美好愿望，便在这棵槐树毗邻
处修建了一座寺院，并将之取名为白雀寺。

作为宝丰八景之一，白雀异槐在1945
年秋末遭遇一场罕见的强风暴雨，这一饱
经风霜、深受父老乡亲尊崇爱戴、历经千
载的古槐树被狂风刮倒，便永无再起。当
时远近很多父老乡亲闻讯后都来为之伤
心叹息。几日之后，国民政府派兵用几辆
大卡车将其运走，作为军用。至此，宝丰
八景之一白雀异槐，便永久地留存于史书
和美好的传说之中……

明清史料志书对白雀异槐的盛景是这
样记载的：

1．明正德五年（1510年）《汝州志》卷
三《景致·宝丰县》载：白雀寺内产异槐一
株，间有白雀来巢，其年大丰。

2．明正德五年（1510年）《汝州志》卷
四《寺观·宝丰县》载：白雀寺在父城堡，世
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之瑞，异槐一棵。

3．清康熙二年（1663年）《汝州全志》
卷一《山川·宝丰县》宝丰县八景之《白雀异
槐》载：白雀异槐，在父城堡，相传槐荫茂
盛，枝节状如龙形，其叶如龙爪，蝼蚁不敢
上，每遇丰年必有白雀巢于其颠，寺因以
名，志双美。

4．清康熙九年（1670年）《河南通志》
卷五十《寺观·汝州·宝丰县》载：白雀寺在
宝丰县城东四十里父城堡内，每遇丰年，必
有白雀巢于槐树之上，寺因以名。

白雀异槐，“白雀”是指白雀鸟，据有关
人士考察研究，即为当今的喜鹊。“异槐”是
奇特的槐树，即今天所说的国槐，不同于常
见的洋槐。查阅资料，这一槐树是落叶乔
木，其花淡黄色，结荚果圆筒形，花蕾、果实
以及根皮都是中药材。

据当地老人和《李庄乡志》介绍，树高
三十几米，郁郁葱葱，直径两米有余，需4人
才能合抱，在十里以外即可望到。树龄千年
以上，树干已空，树干内可供四人打牌。据
老人说，当时这一槐树到夏天还是避暑纳
凉的圣地哩，而且来到树下还需要覆盖一
些衣物，否则会受凉。

据《后汉书·冯异传》载：异，字公孙，
颍川父城人也。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
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
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由此可知：
东汉开国将领冯异的家乡，即颍川父城，
也就是今天宝丰县城东十五公里的父城
遗址。被称为“大树将军”的冯异，诸将并
坐每论功评赏时，便会独自来到大树下。
读罢，不禁发问：为何每论功评赏时冯异
都要独自坐在大树下呢？笔者认为与这
白雀异槐是有一定关系的。

清康熙《河南通志》卷五十《寺观·汝
州·宝丰县》及清康熙二年（1663年）《汝州

全志》卷一《山川·宝丰县》等都记载“寺因
以名”，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白雀异槐的这
一“异槐”是在白雀寺修建之前就有的，并
且在白雀寺修建之前已经很有名气了。从
时间上来说“异槐”在前，白雀寺在后。

据有关史料显示，白雀寺修建于西
晋。再看前述明正德五年（1510年）《汝州
志》卷四《寺观·宝丰县》载：白雀寺在父城
堡，世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之瑞，异槐一
株。由此可知白雀异槐在东汉以前就有
了。而“大树将军”冯异是东汉开国将领，
又是父城人，时间上是同一时期，又在同一
地点。可以想象，冯异很可能从小与白雀

异槐的接触就很密切，甚至可能是见证其
盛景的重要一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东汉将领冯异
“大树将军”这一称谓，与白雀异槐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冯异为何每论功评赏都
要独去大树下，为何对大树情有独钟？这
大概是故乡异槐在冯异心中占据着不可
替代的位置，大树对冯异来说就是故乡、热
土。所以每逢大战告捷，看到大树，对于大
孝子冯异来说就会不由自主想到家乡，想
到父老乡亲。远征千里之外，常年浴血奋
战、出生入死，能有幸生存下来，看到大树
怎不热衷？怎不回想家乡、回想亲人？

东汉将领冯异与异槐的渊源

白雀异槐与白雀寺的关联

白雀异槐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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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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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阳光依然踱着方步在丈量乡村的每一寸土地。
我正走在去郏县姚庄回族乡小张庄的路上。路边一只小羊蹦跳
着向正在吃草的母羊跑去，路两旁是高大的桐树，树荫下十几位
妇女在往烟杆上系烟……小张庄由五个自然村组成，现在基本
上连在了一起。最大的看点在张布郎庄，小张庄能申报成国家
级传统村落的主要元素都在张布郎庄。

豆角寨，海拔 410 多米，别名窦家寨，
据说是窦氏家族早年所建，又因形状如豆
角而得名。

豆角寨坐落在市区东北方。山之北
坡，地势险峻，归属许昌襄城县紫云镇；山
之南坡，相对来讲比较平缓，为我市郏县
李口镇所辖，距市区约15公里。过去山上
修有石寨，墙高约 7 米，且分为内寨和外
寨，内外墙之间 20 到 30 米不等。整座山
寨随山势而建，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仅
100米左右。荒乱年间，内寨住人，外寨拴
牲口。现山上还留有 1 米多高的残垣断
壁，从根基处看有2米多宽，但做工并不精
细。豆角寨北距汝河数千米，俯视即可遥
望。整个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隶属伏牛

山余脉，外方山系紫云山。与其相邻的，
还有云阳寨、坡寨等，皆为过去兵家必争
或躲灾避难之处。日前笔者在此走访时，
无意间听村中老农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
的往事。

那是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一个

晚春时节，侵华日军占领襄城县后，烧杀
奸淫无恶不作。城中学生大多逃到距县
城不远又比较僻静的卧牛山中躲藏（当时
此处修有多处窑洞）。某一日，日军闻讯
后，突然将此处包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
进行了血腥屠杀，部分学生逃至豆角寨附
近。日军随后又派出一个排的骑兵（约40
人）追赶至此。而国民党军某部，派出一
个营的兵力（另一说法为一个连）在此截
击布防，但由于缺乏主观能动性，等日军
抢先占领豆角寨之后，方才匆忙爬至半山
腰，此后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日军居高临下，凭借地理优势，坚守
不出；国民党军则志在必得，战斗从上午
11点开始，持续到下午两点多，异常激烈，

大老远即可听到密集的枪战声。其间虽
然出现了几次短暂的拉锯战，但战机稍纵
即逝，主动权自始至终掌握在日军手里。
紧急关头日军援军赶到，并在汝河边上向
国民党军开炮。恰在此时，指挥这次战斗
的国民党军指挥官不幸中弹身亡。顷刻
间，战场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失去了指挥
的国民党军溃败，日军则乘胜追击，战斗
结束后整个场面惨不忍睹。

时间定格在 1944 年 5 月 3 日，农历四
月十一。

此次战斗，虽然以国民党军的失败而
告终，但毕竟显示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
神。不过在拥有如此优势兵力的情况下
惨败，着实让后人深感遗憾。

豆角寨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