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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凫山位于平顶山市区北部，东接平顶山，

西连擂鼓台，北有铧（huá）角山。附近有凤凰

桥、铁佛寺、白石寨、野猪岭、天官坟、布政冢等

景点和文化遗迹。

落凫山因其山顶形状似头向西、腹向南、尾

向东北翘起徐徐落下的大凫而得名。凫，是一

种善飞的水鸟。相传，东汉时候，河东（今山西

夏县）人王乔任叶县县令。擅于仙术的王乔每

年正月十五总要去京城洛阳觐见皇帝。人们从

未见他乘坐车骑，但来往神速，朝辞夕归。每遇

王乔西行，天上必有双凫翩翩飞舞，并肩而去。

原来，县令王乔往返时乘的竟是两只大凫。一

日，有好事者用巨网捕获双凫，一看是两只木

屐。后来，人们就称王乔骑凫小憩的那座山为

落凫山了。

《郏县志》上有“落凫山在平山西，以叶令王

乔骑凫事而得名”的记载。

落凫山山顶北端有一寺院，名芝泉寺，又名

盘龙寺。寺内供奉真武大帝等神圣。芝泉寺地

处青山绿水间，环境优美，鸟语花香，四季香火

旺盛，香客络绎不绝。芝泉寺始建于宋代，已有

千年历史。当时有寺庙 20 余间。明隆庆年间，

郏县籍户部天官李一本重修寺院。解放后，因

破除迷信，寺内古建筑、石碑、石碾等全部被

毁。现在的芝泉寺为改革开放后当地群众自发

捐资重建的。

芝泉寺旁边的山岩下有一水泉，泉水叮咚，

冬夏不断，泉水甘甜且带有香味，人称芝泉。芝

泉寺便因此而得名。

关于芝泉寺的来历，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呢！

传说，很久以前，落凫山附近连年大旱，寸

草不生，禾苗干枯。人们吃水要到山外十几里

地的乌江河去挑。由于路途遥远，日头太毒，有

些人走到半路就栽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渴死、饿死的人到处都是。

山下有一个名叫竹园的村庄，村里有一对

年近五旬的老夫妻，人称李老汉和李氏。他们

虽然年老，身体却很好，而且心地善良，乐于助

人。老两口经常来回不断地到乌江河挑水，挑

满了自家的水缸，又给别人挑，救了无数的乡

亲，深受大家尊敬。可遗憾的是，两人都这把年

纪了，还未生下一男半女，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

没有。

这一天，李老汉和李氏又是一早就起来挑

水去了。到了晚上，李氏累得腰酸背痛，舀了一

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睡梦中，她爬上一座山顶，看到了一汪清凌凌的

山泉。那水又清又亮又绿，像一块巨大的翡翠

镶嵌在山岩间。她高兴地跑过去，喝了几口，只

觉得浑身舒坦。

一梦醒来，李氏便觉得肚痛难忍，不承想竟

生下了一个七八斤重的胖小子。此时，天空中

“轰隆隆”滚过一阵震耳的雷声，几道闪电过后，

一场盼望已久的甘霖终于噼里啪啦地下了起

来。

突然得子，老两口又惊又喜，激动得不知如

何是好。李老汉少时曾学过占卜、算卦之类的

学问，毫不费力，便给儿子取了一个极好听的名

字——知泉。

光阴似箭，转眼过了 18 年，知泉已长成一

个眉清目秀的大小伙儿，可是柔弱得少女一般，

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而竹园村依然干旱。这一

天，知泉对母亲说：“我要到山上找泉水，要是有

了泉水，庄稼就有救了，人们就再也不用跑那么

远的路挑水了！”母亲见劝说不住，就把他出生

前后的事情告诉了他，还鼓励了一番。知泉听

了，又惊奇又兴奋，第二天就召集村里的十几个

壮小伙儿一起来到了落凫山上。他们像鸡子啄

食一样，这儿挖一下那儿凿一下，一直折腾到天

黑，凿遍了整个山顶也没弄出一点泉水，一个个

灰心丧气下了山，只留下知泉一人继续不停地

寻找。这时，一个身高不足五尺、长胡须、圆脸、

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知泉身边，对他说：“年轻

人，可千万别灰心，这事儿说难也不难，说易也

不易。只要有一把九斤重的铁锤和一颗坚定不

移的心，就一定能找出水来。”知泉说：“我自小

体弱多病，浑身没力气，一人怎能行？”那老人笑

了笑说：“这个无妨。”说着，从怀里摸出一粒红

药丸，塞到了他的嘴里。知泉只觉得神清气爽，

病痛全消，顿时信心倍增。原来，这是土地神感

念知泉的一片找水诚心，特意前来指点迷津。

于是，知泉急忙回到家中，借来银两，买来

九斤生铁打成了一把锋利的铁凿。在一个艳阳

高照的中午，他独自一人登上了落凫山山顶。

山上的石头可真硬呀！每一块都比铁凿还要

硬，每凿一下都能迸出火花。可他一点儿都不

灰心。一天、两天、三天……不知经历了太阳几

起几落，慢慢地，带的粮食吃光了，水喝完了，伤

口发炎了，胳膊也累得抬不起来了。到了第九

九八十一天，知泉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上。

昏昏沉沉中，知泉突然感觉浑身凉爽，还听到了

一阵“汩汩”的水声。睁开眼睛一看，啊，可真奇

怪！他正躺在一汪清澈的山泉里，那水清得能

照见人影，喝一口下去，冰凉透心。再看看周

围，也大变了模样：满山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

山下的禾苗也挺直了腰杆……

落凫山终于有水了！人们奔走相告。

天长日久，山里的人们就把这眼山泉叫作

了“知泉”。后来因为有人发现水中有股灵芝的

香味，因此又改叫“芝泉”。直到现在，“芝泉”仍

在落凫山山顶静静地流淌……

而今，人们登临落凫山，赏山水美景，游芝

泉古寺，饮芝泉甘露，其乐无穷！

金镶玉的历史与和氏璧颇为相似。传说

王莽篡位后，胁迫皇太后交出玉玺，皇太后一

怒之下将玉玺摔于地上，碎崩掉一角。后来

王莽寻来能工巧匠对其修补，用黄金镶上缺

角，称之为“金镶玉玺”，不但掩饰了缺陷，而

且使之愈加精致、华贵，增加了观赏性。金镶

玉自此横空出世。

郏县金镶玉工艺的灵感来源于“金镶玉

玺”这一古老智慧。这种手工技艺又称镀金

锡镶 工 艺 ，是 在 玉 石 、陶 瓷 、紫 砂 、琉 璃 等

器 物 之 上 镶 锡 包 金 ，通 过 艺 人 的 奇 妙 构 思

和 精巧双手，呈现人间美好品质，或淡雅宁

静，或热烈奔放，展示多姿和万美，悄然一动，

喜悦的心情花一般绽放。

老话说，“有钱难买金镶玉”，是说其稀

少、珍贵；又说“有眼不识金镶玉”，喻其丰富

的 内 涵 。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金 镶 玉 中 的

“金”象征男儿的刚强，“玉”象征女子的柔美，

金玉结合，则象征高贵与纯洁，此所谓“金玉

良缘”。

美好的事物大都难逃艰辛和坎坷。大清

乾隆年间，在外国进贡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叫

“痕都斯坦”的奇珍异宝中，就有几件镶嵌有

金银饰品、贴片的器皿，精美绝伦，征服了那

位文艺皇帝的心，寻理仿制，把玩赋诗，古老

的金镶玉和西方的时尚元素碰撞、融合，迸发

出艳泽的光辉。随着清朝的没落，大批宫廷

技艺失传，金镶玉也未能幸免，因此晚清道光

之后极为罕见，民间流传更是凤毛麟角，艺术

的流动在窒息中丧失了游走和发展。

时光疾走，风雨无序。沉寂数百年的金

镶玉重回人们视野。20 世纪 30 年代，郏人李

功德结合宫廷技艺，参照传世珍品，心研意

究，复创出品类繁多的金镶玉器物，让这一传

统技艺重耀于世。良器有传承，富有创新精

神的当代年轻传承人秉承先祖制作手艺，开

发创新，添枝加叶，融入现代文化元素和审美

习惯，自成一体，佳器纷呈，触动一个个仰慕

传统和时尚的民众驻足凝视。

郏县金镶玉手工艺的中心词在“镶”字

上。在手工艺人灵活的手指间，金、银、铜、锡

等金属有了灵魂和筋骨，经过冶炼、成片、冲

剪、镂雕、抛光等几十道繁杂工艺制作成型，

再经连续不断地敲击、拍打，最终镶嵌于各类

器物表层，把传统文化中象征福禄寿喜、吉祥

如意的名花异草、珍禽异兽等图案呈现出来，

创作出金镶玉天球花瓶、金镶玉观音花瓶、金

镶玉富贵花瓶等作品，明暗交错、均匀圆通，

或雍容典雅、古色古香，或寓意深刻、栩栩如

生，或玉质冰清、秀丽高雅，蕴含着民族文化

的气息，浸透着历代陶瓷工匠的智慧和心血，

完善了金镶玉文化的艺术体系。

屋舍满其魂，身心有其芳。2011 年，郏县

“李氏金镶玉制作技艺”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已经研

发出茶具系列、金镶玉瓷瓶系列、金镶玉陶

器系列等几大类别，花色品种达百余种，琳琅

满目，其中的珍品曾赠予连战夫妇、海基会原

董事长江丙坤、星云大师等台湾贵宾。

邂逅并凝望郏县金镶玉，我感到跨越时

空的跌宕和欣喜，听到古老艺术的喧哗之音，

望见了力量和生命的凝聚，古老与时尚碰撞，

蓝天辉映大地，成为大众心灵的映像。重又

归来的金镶玉给我们带来了吉祥与祝愿，就

像悠久的历史蜿河，从先远流淌至今，从现在

奔向未来，汩汩常吟，万古不息。

在市区西部，平西湖畔东北方，有一个长

不足千米、高百余米的小山包，也许是余脉向

东连绵九里地的缘故，该山取名“九里山”，现

山上设有白龟山水库管理局。本文要讲述的

是跟这小山包有关的一个传说，与汉初名将韩

信有关。

相传韩信由于父亲早丧，家境十分贫穷，

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难度年馑灾荒，只好千里

寻亲来到九里山下，不料其亲属已不知去向，

无奈之下，母子二人就近在山脚下搭了一处茅

庵暂且栖身。母亲给大户人家洗衣缝补，小韩

信则放牛喂羊，即便如此，仍食不果腹，还要时

常靠讨饭维持生计。不过此处倒是山清水秀、

林木茂盛的居住佳地。

一日，当小韩信在山上一块巨石后面歇息

玩耍时，恍惚之中听到有人说话，于是便侧耳

细听，原来是员外老爷领了一个玄学之人（即

风水先生）到此查找茔地。只见那玄学之人指

着不远处一个长满茅蒿草的凹穴处，说：“我走

遍附近的山山水水，唯此处是块风水宝地，将

来 定 能 出 个 国 公 王 爷 。”员 外 答 道 ：“ 何 以 见

得？”“将一枚鸡蛋放入凹穴之中，杂草略做覆

盖，21 天后即可孵化出小鸡来。”玄学之人应声

说道。

于是老员外便付诸行动，但他们万万没有

想到隔墙有耳，正是这墙外之耳，使其好事难

成，此后年少的韩信便利用放牧的机会，常常

暗中观察这里的动静。多日后，待雏鸡将要破

壳之时，他悄悄用煮熟的鸡蛋换了未出壳的雏

鸡，打消了老员外与玄学之人的念想。

事情偏也凑巧，不久之后的一天，当韩信

和母亲讨饭回到九里山下时，其母竟突发重症

倒地身亡。此时的韩信虽悲痛欲绝，倒也想起

了上述之事，也许真的能帮助他脱离苦海。于

是便趁着夜色，艰难地将母亲的遗体托运至凹

穴之中，用碎石瓦块略做覆盖，杂草掩埋。一

场及时的风雨过后，此处并无异常。

事后左邻右舍虽对其母的死因和去处有

所怀疑和议论，但此时的韩信有口难辩，毕竟

做了“偷窥之事”，只好听之任之。当然，这也

为日后诽谤者以此为由头打压韩信，提供了所

谓的依据和凭证。

也许真的是坟茔的原因，若干年后，经过

一番勤学苦练，韩信投入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浪

潮之中。先投奔项羽，然后跟随刘邦，在仍得

不到重用的情况下只好出走，多亏了萧何月下

追韩信，才有了日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军事

创举，并帮助刘邦入秦夺关中，从而奠定了与

楚争霸的坚强基础。到后来又用十面埋伏阵

围困并大败霸王于垓下，逼其乌江自刎。

汉王朝建立后，韩信官拜一字并肩王，成

为三杰之首。然而好景不长，或许是功高盖

主，或许是天意难违，在此后刘邦实施的剪羽

行动中，韩信首当其冲，先被罢免兵权，再由王

爷降为侯爷，造反被擒后囚禁于未央宫中。最

后落了个“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

可悲下场。

在我国古代，为人不孝者，轻则遭到一定

处罚，重则取其性命，更何况作为叛逆之臣的

韩信，一旦有了弑母罪名，遭诛杀便成了顺理

成章之事，于是乎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即九

里山上“活埋母”的传说，便广为传播。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飞速发 展 和 生 活 节

奏 的日趋加 快 ，埋 母 故 事 逐 渐 被 人 们 遗 忘 ，

九里山也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难觅往日的茂林

修竹……

二零一九，岁在己亥，戊辰首日，清明令时。

草长莺飞，桃夭柳舞。烟起峦峰，雾绕修竹。苏

祠门前，莲花山麓。比肩接踵，冠盖如云。苏氏

宗族，政界翘楚，莘莘学子，海内鸿儒，老幼咸来，

群贤毕至。共具牲醴，同礼菲仪，致奠三苏，恭曰

祭文：

峨眉何幸？孕三苏父子。郏邑甚荣！瘗一门

精英。江河长流，会有竟时。三苏文采，泽被后

世。文冠唐宋之魁首，诗覆百代而莫及。岌岌

乎！如寰宇之北斗，危危乎！如擎天之珠穆。

老泉苏洵，年少喜游，科举遭挫，知耻后勇，发

奋苦读，锥刺悬梁，认墨为糖，稚子楷模，后生榜

样。大器晚成，学贯今古。作《衡论》《权书》，著

《嘉祐》《谥法》，字字珠玑，句句珍宝，古朴凝练，妙

语连篇，博辩宏伟，纵横恣肆，烦能不乱，肆能不

流。携子进京，名骚京城。

东坡苏轼，聚天地之灵气，集诸家之大成。诗

词大气磅礴、气宇轩昂；赋文空灵隽永、清远弥香；

书画天真浩瀚、丰腴跌宕。平生一川烟雨，过往大

江东去。入梦凭栏婵娟，对床听雨兄弟。文章全

凭才著，功业尽是付出。乌台难折坚骨，贬谪不输

气度。英才屡历磨难，豪俊多遭天妒。宠辱不

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起伏不定，观潮头浪起浪

平。居庙堂之高，竭力谏君，处江湖之远，赤胆劳

民。遭歧途，不泪翟子之悲；陷绝境，不恸阮籍之

哭。洒脱脱似青云出岫，飘乎乎如碧波浮鸥。一

生功业，且看黄州惠州儋州；半世沉浮，哭煞湖州

杭州定州。

子由苏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非求斗升之

禄，善养浩然之气。谏新党之《青苗》，废旧党之

《差役》。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振之以清风，照之

以明月。与兄子瞻，皆为惠连，德才相印，忠直比

肩。官至尚书、宰相，追谥国公、文定。才略冠天

下，豪气冲斗牛。登高山兮以自广，览万卷兮必自

博。文至高兮留芳名，人至善兮称世俗。

悲呼！一代风流不复有，一门三杰难再现。

天地祭哭，驻白云空中扬幡，挽长风低旋呜咽。万

物俎豆，古柏南望空惆怅，翁仲裹足自悲凉。兰亭

不复，金谷无存。王谢焉在？三苏作古。叹光阴

之易逝，悲韶华之难驻。知去者不可追，惜今是而

昨非。

吾辈祭苏，当学苏氏，耿介为圭，勤政为臬。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若为利民之举，虽

赴汤而不辞。文海波汹，唯有清者留其名；宦途风

疾，唯有廉者人称颂。德如汝河之风清，行若嵩岳

之月明。造福一方，自是赏心乐事；执政为民，必

创良辰美景。

大礼斯毕，伏惟尚飨！

落凫山上涌芝泉
□贺中乾

九里山上“活埋母”
□郭连卿

郏县有佳器 金镶玉中寻
□郭旭峰

公祭三苏赋
□李国俊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顶山学院公交枢纽站规划公示
设计单位：河南同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未来路与文苑路交叉口东南角
用地面积：13744.6平方米

项目简介：本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于2018年 6月 13日经平顶山市城
乡规划局业务审查会【2018】7号审查通过。本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于
2019年 1月 4日经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业务审查会【2019】1号审查通过。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平顶山市城乡规划
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2667895 2692186 2233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