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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许洛古道，蓝河穿境而过，明清之际建造的街
市店铺、民居群落、酒楼茶馆、勾栏瓦肆至今基本完好，有
纪信冢、薄姬冢、蓝河七孔石桥、柿园古战场等名胜古迹，
还有李渡口村、西寨村、北街村、东街村四个国家级传统
村落以及梁庄村和柏坟周村两个省级传统村落——这
就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冢头镇。2010年，其被授予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荣誉称号。

蓝河之滨有传奇

沿着许洛古道进入冢头，赫然耸立着一
座高11.3米的汉代古墓，当地人称之为薄姬
冢，占地1080平方米。1957年，该冢成为郏
县文物保护单位，现基本保存完好。据《郏
县志》载：“汉薄后，郏人。”薄姬是当地美女，
秦末被自立为魏王的魏豹纳为妾。楚汉战
争之初，魏豹被韩信、曹参所败，薄姬也成了
俘虏，被送入织室织布。刘邦见薄姬颇有姿
色就纳入后宫，薄姬为其生下长子刘恒。

相传薄姬曾到郏县吊唁在“荥阳之战”
中代刘邦而死的大将纪信，发现此地“黄阜
蓄锐，蓝溪藏精”，遂有百年后葬于此的想
法。薄姬病故后，其子汉文帝遵照其遗愿，
将薄姬葬于蓝河之滨，并在此修建寺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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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成小城镇，称之为冢头。时过境迁，
这座汉代坟冢已归沉寂，因祭扫和集市发展
兴起的冢头镇却越来越热闹。明清之际，这
里成为方圆几百里的商贸中心，以妆粉、皮
货、钱铺、烟行为主，兴盛时期商铺达500多
家。加之水陆交通方便，一时商贾云集，有

“日进斗金”之盛况，被赞誉为“小上海”。
这个承载着鲜活历史的千年古镇与蓝

河密不可分。蓝河自北而南贯穿全境，像一
条玉带，把纪信冢、薄姬冢、七孔石桥、柿园
古战场等串联起来。《水经注》记载，“蓝水出
阳翟县重岭山”，按现在的地理名称，蓝河应
是发源于禹州市文殊镇，全长76.6千米，流
经郏县段长23.8千米，最终汇入北汝河。

近年来，千疮百孔的蓝河河道得以修复
平整，护坡以红石修砌一新，让蓝河重新焕
发出迷人的风采。

厚重历史载千古

蓝河上的七孔石桥建于明嘉靖十二年
（公元1533年），清朝康熙五十九年，浙江永
嘉人陈王绶携眷赴郏上任途经冢头，因蓝河
桥低而简易，来往不便，到任后，速行文报省
台，将郏县正堂设于冢头，便于建桥，把大堂
设在西寨弥陀庵，在此办案。他整整在这里
住了三年，全县所有的公事都是在这里办
理。七孔石桥建成后吸引很多人观看，使这
座桥名扬千里。

七孔石桥高大宏伟，坚固耐用。桥身共
有七个大拱圆，每个拱圆共有七个雕刻图案
的弧形条石组成。桥墩由七块巨石作柱，桥
面每孔横宽由七块长石条铺面，全桥共有
49 条石条支撑。桥上两边各有十八根石
柱，石柱子上雕刻着和尚像。整个桥身由
东、西两条巨龙共驮，龙头朝北，龙尾向南。
龙头雕刻精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二龙
中间置有避水珠一颗。

据《郏县志》记载，陈王绶在郏县为官两
任共十二年，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百姓为
纪念他，在冢头西门外立建桥碑和清官碑一
座，在弥陀庵当年坐堂处，立下陈公长生碑。

走在镇中心古色古香的红石街道上，明
清建筑随处可见，让人顿生时光倒流之感。
刘斯和宅第、闯王阁、解学士古宅、秦都司宅
第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犹如一颗颗明珠，
让这座千年古镇熠熠生辉。这些建筑地基
都以红石精雕细琢垒砌，青石铺门，传统的
木雕、石刻工艺与文物古迹相得益彰，方形、
圆形、古钱币形的石窗，透雕镂花的木门窗
做工细腻而精湛，华贵而典雅。

如果说古建筑是这座古镇上的明珠，那
么明代举人梁文才、才高学深的学士解保
祥，清代副总兵秦可京、清代翰林院庶吉士
刘斯和、深明大义的崔子春等历史名人则让
古镇更显底蕴深厚、气质出众。

茶食文化远流长

明清时期，冢头镇地处许昌至洛阳、禹

州至南阳两条官道交会处，各方商贾来往不
绝，这里的旅馆、饭馆、茶馆一直生意兴隆。
茶馆主人取河心水，煮毛尖、龙井茶，来客围
桌而坐，细啜慢品，谈古论今，好不惬意。

冢头是郏县饸饹面的发源地，至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它用饸饹床压制成圆柱形
面条，煮熟后捞入碗中，浇入用羊肉、羊骨熬
制的高汤，加入薄薄的熟羊肉片，撒上些许
细细的葱花，配以秘制的辣椒油，吃后唇齿
留香，回味无穷。

曹记羊肉烩馍在冢头久负盛名，已有近
500年的历史。明嘉靖时期，陈王绶上任时
带着家眷路过冢头，陈母吃了曹家的炒羊
肉，觉得味道不错，就是感觉馍太硬。陈王
绶就向厨师建议，说为啥炒羊肉的时候，不
把馍放在锅里一起炒？这样不就烂了好嚼
了？于是曹家的祖师爷就把馍跟羊肉一起
烩，一尝味道还真不赖，从此就改为羊肉烩
馍，遂成冢头的一道名吃，堪称一绝延续至
今。此外，还有“老汤烧鸡”“糊汤面条”等风
味小吃，绝佳的口味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前来
大快朵颐。

进一步发掘历史文化名镇资源，按照
“特色经济强镇、历史文化名镇、商业贸易重
镇”发展定位，以“游名镇、看名村、拜名人、
尝名食、品名茶、泡名泉”为发展思路，把冢
头镇打造成河南省独具特色的文化古镇是
当下决策者的发展之路。

在冢头镇李渡口村有个
断梁寺，与我国大多寺院坐北
朝南不同，这个寺院是坐南朝
北。相传当年鲁班路过此
地，看到此殿梁头内缩，显得
有些“力不从心”，令人担忧，
就找来两节材质、直径相同
的半米木头补接上去，又吐
了两口吐沫黏合，却留下一
圈裂痕，像要断了一般，因此
就有了断梁寺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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