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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王”与临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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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镇，因濒临汝河而得名,素有汝州市“西大
门”之称，乃豫西商埠重镇，更因占据要道之冲，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山水秀丽、文化厚重，辖区
崆峒山因轩辕黄帝问道广成子而闻名千古，白云
山下皇家寺院妙水寺传播佛教文化数百年，从小
村落里走出了民国总理赵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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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年 12 月，大清铁帽
子王僧格林沁进驻临汝镇，收
集民间铜器社的铙、钹、镲、锣
铸成铜炮 30 多门，连同简易
铜炮“榆木喷”，和捻军主力张
宗禹、赖文广部大战于庙下、
十里铺等地。

“僧王”是晚清名将，曾痛
击英法联军，击伤英海军司
令。1865年，僧格林沁在山东
战死沙场。埋葬时，同治帝和
慈禧亲临祭奠。

黄帝问道广成子

在汝州市林桐高速汝州东站，“黄
帝问道广成子”的巨大雕塑矗立在高速
公路一侧，颇为雄伟。雕像在此，而故
事却发生在汝州市临汝镇的崆峒山。

8月4日，驱车前往崆峒山，远远望
去，崆峒山就像一道山丘，海拔仅有320
余米。沿水泥路爬到山顶，一个道教道
场建在山顶，道场内有祖师殿、老母殿、
广成殿、姜公殿等殿宇，还有几通石碑，
从碑文上可以看出万历、康熙、乾隆年
间此地建筑曾被重修。

就是这座不甚高大的山，因传说上
古时期的广成子在此修道成仙，轩辕黄
帝在此曾问道广成子而闻名遐迩。

广成子，黄帝时期的汝州人，是古
代传说中十分有名的神仙，也是道教

“十二金仙”之一。据道教书籍记载，广
成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在古代，汝州
有“汝海”之称，很久以前，现今汝州所
在的那片区域降水充足，再加上这里地
势平坦开阔，雨水便都聚积在了这里，
形成一片广阔的水域。崆峒山屹立于
这片水域之中，宛如一座孤岛，广成子
就在这座孤岛上修炼。

相传，黄帝带领大批人马从新郑出
发，前往汝州寻访广成子。在经过汝州
温泉时，黄帝特意沐浴以示对广成子的
尊重。

黄帝见到广成子，向其询问了养生
秘方和治国良策，为示感谢，黄帝为广成
子演奏了自己谱写的曲子《钧天》。广成
子向黄帝赠送了《自然经》作为回礼。

在庄子所写的《庄子·在宥》中我们
可以看到，黄帝见广成子时的情景和对
话，黄帝先是向广成子询问至道的精
髓，因为他想要通过“道”来实现政治的
清明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其次便是询问
广成子的养生之道。

皇家寺院妙水寺

在临汝镇还有一个佛教文化场所，
那就是位于临汝镇关庙村白云山下的
妙水寺。据《直隶汝州全志》记载，“妙
水寺在州西北四十里至元乙亥年间
建”，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

走进妙水寺，入眼景象略显破败，

庙宇虽经修缮，但也挡不住历史的年
轮。寺内现存建筑有天王殿、中佛殿、毗
卢殿（大雄宝殿）、东西廊房。在大雄宝
殿前面，有相通的两个水池，池内曾有山
泉喷涌，这正是妙水寺名字的由来。

传说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汉高祖刘
邦同薄姬出龙门奔霸陵山春游。中午
时分，刘邦等人口渴难耐，令随从寻
水。随从来到白云山脚下发现了一股
泉水，刘邦饮之，顿觉甘泉爽口，燥气尽
消，脱口赞道：“真乃妙水也，妙水也！”
该泉后来便称为妙水。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
定都洛阳。今临汝镇一带没有设置行
政区域，辟为南囿。汉明帝梦佛求经，
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建立第一古刹白
马寺。因白马寺不依山傍水，不是游玩
的好地方，因此，只能做藏经的地方。
于是便在南囿依山傍水的妙水涌泉的
上游建起一所寺院，作为皇家临时歇脚
之地，这便是妙水寺。

古时妙水寺泉水宛若玉带，飞驰南
下，灌溉良田万亩，曾有画师用《妙水春
耕》来描绘妙水寺前落日朝霞、水光倒
影、农夫耕于田野的美景。相传妙水寺
鼎盛时期，有田产数千亩，佃户数十家，
骡马成群，房舍数百间，塔林20余亩。

遗憾的是，如今妙水寺内的山泉已
不再喷涌。在寺院内生活20多年、现已
70多岁的张仁娃记得去年一场大雨致使
地下水水位上涨，泉水再次喷涌2小时，
难得一见。

妙水虽然不在，但得益于现代灌溉
技术，附近农田的庄稼依然丰茂。临汝
镇把妙水寺附近关庙村、北李庄村纳入
该镇“文化探寻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思
路，实施项目带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民国总理出临西

赵秉钧是临汝镇临西村人，是个孤
儿，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又病故，家境贫
穷。迫于生活压力，他幼年寄居舅父家，
曾在仕宦人家做过书童，还当过店铺伙
计。1878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
左宗棠楚军效力。赵秉钧作战勇敢，屡
建奇功。鉴于平乱新疆时的出色表现，
赵秉钧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此间，赵
秉钧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

1900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
侵。赵秉钧因缉捕义和团被袁世凯赏

识，奏保以知州留直隶补用。
袁世凯继任李鸿章直隶总督位后，

奏保赵秉钧为保定巡警局总督。赵秉钧
任职期间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
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
募巡警500人。辛亥革命之后，因劝清
廷退位起了大作用，袁世凯把政府第一
任内务总长的职位交给了赵秉钧。1912
年8月，赵秉钧任袁世凯时期的第三任
国务总理。1913年5月，赵秉钧因宋教
仁被刺事件被迫辞职，1914年2月在天
津因中毒不治而亡。

现存的赵秉钧故居只是原来的一
小部分，赵秉钧故居原有房屋70多间，
占地18.2亩。走近临西村赵秉钧故居，
入口是一座两层的保安楼，这是旧时大
户人家为保卫庭院安全建的瞭望楼，也
是家丁居住的地方。走进院内，地面铺
有仿古地砖，占地一亩多的小院内有一
座正房和一座厦房，院内栽种了花草树
木，格外幽静。保安楼建得稳固，完好
地保存了下来，而正房和厦房前几年被
翻修。

临汝镇政府已经立项规划打造一
条民国建筑风貌的街道，计划建造文化
广场和赵秉钧纪念馆，让世人有更多机
会了解从临西村走出的民国总理。

赵秉钧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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