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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疙瘩的秘密
“洛阳鼎文化”之 荆紫山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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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有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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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太庙，又叫周文
王明堂。史载，周成王定鼎
洛阳，将九尊青铜鼎安放在
明堂内。

九鼎象征着九州和王
权。东周末年，诸侯争霸，秦
武王年少轻狂，梦想着一统
天下，把周天子赶下台，把九
鼎从周王城洛阳搬到秦国的
咸阳。他常对人说：“寡人有
一个梦想，若能打通三川，到
洛阳游览一番，死而无憾。”

秦国在洛阳的西北边，
要来洛阳，得经过宜阳。那
时的宜阳是韩国的地盘。
于是，秦国跟韩国打起了

“宜阳之战”，从公元前308

年打到公元前307年，最后
秦国赢了。

嬴荡大喜，乘势来到洛
阳城，直奔太庙，参观九鼎。
看看也就算了，可嬴荡是举
重爱好者，见了九鼎手痒痒，
非要摸一摸。他跟手下的大
力士比赛举鼎，一失手，被鼎
砸死了，享年23岁……

对此，庙东沟村村民的
评价是：不作死不会死。

山河依旧在，名利终
成空。李开顺是老实人，
说不出大道理，但他懂得等
待：“等到有一天，咱洛阳
重修周文王太庙，俺就把古
碑挖出来献给政府。”

很久以前，一个20多岁的高富帅到洛阳旅行，然后以极其荒诞的死法，结束了他的寻梦之旅。
史书上管他的死法叫“举鼎绝膑”：他在洛阳举大鼎，没把鼎举起来，倒把自己砸死了。
这事儿，电视剧《芈月传》也有演绎，芈月的亲外甥——秦武王嬴荡就是这个高富帅。

正因嬴荡离奇死亡，芈月的儿子才有机会当上国君（详见本报 1月 6日C01版）。
史学界有种说法：嬴荡举鼎的地方，就在洛阳庙东沟村。

庙东沟村在周山森林公
园的南边、150医院的西北
边，地偏，人少，寂静清冷，一
般人没事儿不会往那儿去。

我在村里转了许久，才
碰到几个在门口烤火的村
民。村民李开顺今年67岁，
知道的事儿多。他指着村西
的大土堆说，那上面曾有一
座庙，庙旁长满了碗口粗的
柏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村里人拆了庙、砍了树。

李开顺说：“20年前，我
见张沟的水井口垫着一通大
石碑，碑上刻着‘太庙……乾
隆四十二年’这些字。我觉
得这恐怕是俺村庙疙瘩上
的碑，就赶紧把碑拉回了
村里。”

“庙疙瘩”是当地人对大
土堆的称呼。大土堆西边就
是张沟村，又名庙西沟村。
村名、地名都围绕着庙，可见
庙之重要。

李开顺怕村里小孩儿不
知深浅地乱刻乱画，把石碑
弄坏了，也怕人偷，就挖了个
坑，把碑偷偷地埋了起来。

埋碑的地方，只有他和
另一个朋友知道。不靠谱的
人来打听，他俩只是摇头。

这些年，他们只让几个
学者及我市文物部门的专家
看过这通碑。学者张赞恭多
方考证后告诉他：这通碑是
清朝重修周文王太庙时立
的，非常珍贵！庙疙瘩上的
太庙建于周朝，“比白马寺历
史还长呢”。

全村就俩人知道

嬴荡有一个梦想

新安县有座荆紫山。
荆紫山名字的来历不简单。
话说荆紫山原名金子山，因为这

里有金矿。
有金矿的地方，当地人还不富得

流油？
清朝顺治十五年到新安做知县的

佟希圣是这样想的。
老佟一上任，就四处走访，体察民

情，结果发现金子山有名无实，因明末
战乱，加上灾害频仍，当地百姓穷得一
塌糊涂。

佟知县是个好官，到朝廷为金子山
人请命，请求朝廷减免这里的赋税。

朝廷不理解：“金子山，金子山，盛产
金子的地方，怎么会民不聊生？”

佟知县机警，赶忙接口道：“你们
听错了。那不是金子山，而是荆籽山，
老百姓没吃的，没办法，只好上山采荆
籽充饥，于是叫这座山‘荆籽山’。外面
的人念转了，把它叫成‘金子山’了。”

朝廷听了半信半疑：“这样吧，我
们派人去实地看一下，如果情况属实，
就减免那里的赋税。”

佟知县听了，赶紧回新安，让沿途
百姓做好准备。至于如何准备，等会
儿您就知道了。

秋收过后，钦差大臣到“荆籽山”视
察，所到之处，老百姓热情招待，招待的
吃食，是清一色的红薯稀饭和柿子。他
们暗中做了手脚，钦差吃的是生柿子，作
陪的人吃的是熟柿子。

作陪的人一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
子，跟钦差介绍：“这还是秋天丰收的
时候才能吃到，平时连这样的东西都
吃不到。”

吃着难以下咽的涩柿子，听着百
姓凄苦的诉说，钦差大臣的心被打动
了，他相信“金子山”就是“荆籽山”，这
里的人真的穷。

钦差大臣回京上报：“佟知县所言
属实。”

于是，金子山一带百姓的赋税减
免了不少，“金子山”也不得不改成“荆
籽山”。不过，这个名字老土，叫着老
丢客气，老对不起这座历史名山，于是
当地的一帮文人在一起谋划着改名，

“金子山”这个名字是不敢恢复了，干
脆叫“荆紫山”，春天那漫山遍野盛开
的紫色荆花，美丽、典雅，叫这个名字
挺文雅、大气的。

远处的大土堆就是神秘的庙疙瘩

古碑守护者李开顺（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