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的半扎形成于汉唐，鼎盛于明清。

传说，开始这里只有四棵树、安宁乡、薛家

店、聚宝楼四个小村，由于水肥土沃，林茂粮

丰，又处于宛洛古道的交通要塞上，随着时

代的发展，逐渐商贸兴隆，经济繁荣，人口也

开始增多。据明《正德汝州志》记载，汝州分

东南西北四大乡，东为和丰乡，西为东岁乡，

南有安宁乡，北有寿永乡。其中的安宁乡就

是现在的半扎。半扎位于汝州南 17公里处，

与宝丰县搭界，那时的半扎已是汝州四大乡

之一，足见其当时的兴旺发达。由于半扎地

形独特，又被称为“五龙之地”。据史书记载，

古镇半扎在夏商属豫州之域。周为王畿之

地，汉晋属梁县，唐宋以来归汝州。1913年汝

州改称临汝县，半扎设区公所。1947年解放

后，半扎是区公所和中共半扎乡委员会驻

地。1962年半扎分为半东、半西两个行政村，

22个村民组，4000多口人。

一、半扎的水

要讲半扎故事，先要说说半扎的水。

很早以前，在半扎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

段顺口溜“纸坊萝卜张城姜，半扎闺女不用

相”。为什么半扎姑娘不用相，这有两层意

思：一是半扎的水好，滋润的姑娘们皮肤光

洁、白嫩透红，个个漂亮如花、楚楚动人———

似西施、赛天仙，不用挑、勿需拣，闭上眼睛

随便摸一个都能让小伙心满意足。为此，方

圆的大户人家都到半扎置地购房，娶半扎的

姑娘为妻。二是半扎前、后街两条河从门前

流过，半扎的姑娘在河里洗衣、捶布或洗头、

梳妆，小伙子们只要从河边走过，就能见到

姑娘们的模样，不用再去家里相看。这段顺

口溜虽有夸张，但也足见半扎的水是多么令

人陶醉和神往。

半扎的水着实远近闻名。半扎寨又称

“万泉寨”，正是由于半扎四周都是清泉而得

名。由于地形的关系，半扎村就坐落在青石

龙上，其南岭地下也全是坚硬的青石，上游

的水和本地的水不会下沉，只能流出地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百姓在半扎西湖打井时

还打出了地河。由于半扎水好，适宜种菜，半

扎有名的南菜园和西菜园全部是自流灌溉，

聪明的半扎人还利用西高东低的落差水势，

沿河修建了 18盘水打磨。这也解除了人推

磨的繁重体力劳动，难怪周围的姑娘们都往

半扎嫁，为的就是不推磨，少出力。由于水

好，植被繁茂，半扎又是卧虎藏龙之地，从地

名上看，半扎河的上游是蟒窝，下游是蜈蛁

窝，半扎河的南岸还有老虎洞，当地老百姓

避讳小孩子说虎色变，把“老虎洞”叫做“老

猫洞”。半扎南门外“龙嘴水”更是神奇，从龙

嘴里流出的水像一条小瀑布。这股水冬暖夏

凉，甘甜可口，当地老百姓夏天去地干活都

要灌一壶“龙嘴水”带上口渴时喝，再加点白

糖就是天然的饮料。不知何时老百姓还把这

“龙嘴水”称作“圣水”，说是玉皇大帝赐的

水，喝了它能消灾祛病，并把农历二月二龙

抬头这天定为“圣水节”，每到这一天，方圆

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要来取水，以求消灾避

难，家道兴旺，家人幸福。半扎“二月二龙抬

头”这个庙会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石头城与半扎寨

石头城是金陵城，也是南京城的别称。

本来是东吴孙权迁都南京时在石头山修建

的一座防御工事被称为石头城，后来当地因

旅游开发的需要，也就把南京城称作石头

城。如今的石头城成了南京城的别称，是南

京的一块旅游胜地。半扎寨与石头城有何关

系呢？

原来，清同治年间，半扎镇已非常繁

华，因这里山清水秀，又处在宛洛古道上，

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这里歇脚，各种店铺

林立，生意兴隆。为了防止盗匪，让店客住

得更安全、满意，当地的士绅们就想修一个

寨子，把村子保护起来。当时正好从南方来

一个游士在镇上居住，自称赵监，是个文

人，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行医治病，村里人

都很尊敬他，他给出了根据本地的石材资

源，建造石头城的方案，并画出了南京石头

城图样。当地人就按照他的建议，按照南京

石头城的构造建起了石头寨，寨子修成后，

还请他给寨门上题匾。当时据说北门不吉

利没开，只开了东、西、南寨门。赵监接受任

务后，就对三个寨门外的地形进行了考察。

因西门面对蒋姑山，日落时有飞鸿之意，便

题为“鸿奖”。东门外是一块块连在一起像

鱼鳞片一样的鱼鳞石，另外旁边还有一座

庙宇叫秀水寺，便题为“鳞绣”。南门外万泉

河上，有用青石凿成的老龙头，崖上的泉水

从龙嘴里吐出，长年不断，便题为“龙泉”。

赵监经过考察后对三个寨门的题名，博得

乡绅们的一致称赞，便请来了工匠，刻制成

石匾，镶嵌在三个寨门上方。半扎寨竣工

后，乡绅们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汝州城里

许多政要达人都来参加。来宾们对半扎石

头城庞大的工程和三个寨门上苍劲有力的

题匾赞叹不已。石头城建成的次年秋天，红

巾军变成捻军的首领张宗禹，牛老红率部

千余人驻守半扎寨与清军对抗，清军攻了

月余，才把半扎寨攻克，把所俘捻军守将穆

天顺、陈福元等 30 余人在西寨门外斩首，

现西门外有石碑和“杀人场”为证。

清军攻占半扎后，从寨门匾额上看出了

洪（鸿）秀（绣）泉（全）三个字的谐音和含义，

领悟到这里有人在怀念“天王”洪秀全（太平

天国领袖），于是就追查题匾人的身份和下

落。赵监得到消息就逃出半扎，到小屯的张

村隐居起来。清朝的官员们要求，坚决把题

匾拿下。当地的士绅们经多方周旋、说合，以

已镶嵌在石墙内无法取出为由，只把南门上

的“龙泉”改为“龙吟”才算

了事。

后来，人们才知道，赵

监原是洪秀全的军师。天京

陷落后，向北方出逃。因太

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的家

乡及金田村遭到清军的多

次清洗，一些幸存的红巾军将士纷纷隐姓埋

名，远逃他乡，赵监作为洪秀全的军师自然

不能叶落归根，只能外逃谋生。赵监外逃中

来到半扎后，发现这个地方风景秀丽、水肥

土沃、民风淳朴，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留在

这里生活，安度晚年。在修寨题匾时，他怀念

天京和洪秀全，就建议建石头城。因天京就

是南京，也是金陵城，是“天王”的首府，在题

匾时又借题发挥，暗中纪念“洪秀全”，没想

到会招来追杀之祸。赵监逃到张村后，住在

一间牛王庙内，并以昔日的积蓄，不断接济

乡邻，受到村民的爱戴。赵监死后，就葬在了

张村。村民按照他的遗嘱，为其立了碑，上书

“南方游士赵监之墓”。

三、半扎的古庙宇和古民居

要说半扎故事，还要讲讲半扎的古庙宇

和古民居。

半扎是古老的，你如果有时间到半扎古

寨走一遭，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和遐想。正像

诗友宁小萍写的那样：“半扎是一处港湾，停

泊着老汝州的一半。万泉河流水，飘走思念

风帆。石板车辙，一次次兵马碾过，寨门，把

年年风雨诉说……”

走在半扎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有

古老的痕迹，石板墙、石板路、石板桥、元宝

石、上马石、拴马石、门板房、石寨门、四合

院、高门楼和各种石雕、砖雕、木雕，古痕迹

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

半扎镇的南岭因水好建有龙王庙，北岭

是红土，建有红山庙，镇中心还建有几个土

地庙。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三里长街东头的

山陕会馆和秀水寺。

山陕会馆是半扎历史文化风貌的重要

标志。本地人又称这座山陕会馆为关帝庙，

取纪念关公之意，其旁的文昌阁也被当地

人称为关爷阁。可见关羽在当地人心中的

地位是非常高的。主要还是取了一个“义”

字，半扎人自古就有豪爽、义气的性格。关

帝庙由山西、陕西的商人集资兴建，庙里建

有十几通石碑。碑上详细记录了修庙的过

程和集资者的名单与数目。关帝庙由戏楼、

卷棚、关公殿三部分组成。关帝庙坐北向

南，庙前的卷棚、戏楼保存完好。戏楼面阔

三间，进深一间半，建在会馆的过屋上，高

约 12 米，是目前汝州唯一保存完好的戏

楼。戏楼面北，有四根高约 4米的方形青石

柱支撑着高大的屋顶，石柱上刻有精美的

图案，石柱面向观众的一面刻有两幅对联，

刚劲有力，字面意思令人深思。中间一联：

“盛衰一局棋，自古常如汉魏；邪正千秋价，

于今试看刘曹。”两边的对联为：“当年那事

非真，演出忠奸照日月；此地何言是假，看

来赏罚似春秋。”

卷棚和关公殿依次向北，同戏楼成中轴

线。卷棚面阔三间，南北无墙，用四根圆木柱

支撑。卷棚是建在近两米高的石砌平台上，

卷棚前是一个 80多平方米的大阅台，左右

两侧建有石梯通往平台。卷棚内或大阅台上

可以安放大方桌，摆上果馔点心，供大户人

家或有身份的人赏月或观戏；大阅台到戏楼

中间的空地有数百平方米，供平民看戏用，

大阅台正前方的左右两角有两根 1 米多高

的大石柱，上面卧着两只猴子的石雕塑像，

戏嬉传神，活灵活现。关公殿在卷棚后 5米

左右处，室内塑有关公像，左、右分别是关

平、周仓的塑像，持刀擎枪，分立两旁。

半扎还有一处让当地人自豪的清代建

筑———文昌阁，当地百姓又叫它关爷阁。阁

高三层，一层是过街楼，用青石垒成，二、三

层为木质结构的凉棚，凉棚周围有透雕隔

栅。文人雅士们可在阁内饮酒赏月，谈诗论

画，站在阁上可观东、西街景。因阁耸立在街

中，阁上施琉璃瓦多角塔形顶盖，可谓飞檐

斗拱、错落有致，并且四角挂有风铃，微风轻

吹，叮当响声能传很远，令人神往。过街楼东

西两侧的上方石匾上刻有“培脉”“迎风”及

“河南直隶汝州归仁里半扎店”字样，楼梯口

还立有大清道光 8 年（1828年）十八家重修

文昌阁的石碑。这一建筑是半扎自古文风昌

盛的鲜亮标志。

半扎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佛文化

胜地———秀水寺。

秀水寺修建在半扎东寨门外，万泉河北

侧，寺内两进院落，数十间殿舍，两侧有禅

房，房内塑有神像，或坐或站，多姿多态，禅

院前后植有松柏，高大挺拔，常有善男信女

进殿烧香祷告，可谓香火旺盛。

半扎堪称是古建筑博物馆，除以上比较

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外，从西往东三里长的石

龙上，前、后街中间分布着数十处三进三出

的四合头院，每个四合头院都是从前街通往

后街，这些建筑都是雕梁画栋，房顶外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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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副军长戴民权的官邸，当地百姓称其为戴

公馆。戴公馆现在已作为文物被当地老百姓

保护起来。

半扎可开发和利用的旅游文化资源丰

富，项目众多。据初步掌握，有 13项之多：山

陕会馆关帝庙、洪秀全与石头城、香火旺盛

秀水寺、女武擂台蒋姑庙、明代石雕东大桥、

风调雨顺龙王庙、西湖机井汪堡泉、万泉河

上水打磨、神秘钟乳老猫洞、可种花草上水

石、祛病除邪龙嘴水、明清大院戴公馆、香味

浓浓卷烟厂。

半扎众多的文化元素也曾吸引了文学

艺术界高层领导的关注。2005年春，原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夏挽群曾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

才的委托来半扎进行过考察。当他在众人陪

同下考察完半扎的文化后，在半扎寨东门外

的东大桥上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

说，半扎是古老的，风风雨雨上千年，这里面

有多少故事需要我们去挖掘、整理。半扎古

寨里这么多的文化元素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我受冯主席的委托，找一个文化元素齐全的

古村寨进行抢救、挖掘，全国走了很多地方，

找了很久，今天我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我们

汝州的半扎寨。我回去后，要给冯主席好好

汇报。争取以半扎为依托，让全国的古村寨

文化遗产抢救现场会在半扎开。后来，由于

领导的变动，夏副主席的这番话未能落实，

但他对半扎的评价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

认认真真地讲好半扎故事，把夏副主席的话

重拾起来，这对半扎古村寨的抢救、开发和

利用将大有好处。

半扎寨，可谓全国古寨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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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日 2时 39分，专列途经郑州，停在专用线上。

31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常务

书记兼省长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在专列上汇

报了工作。

下午 19时 15分，专列离开郑州。

当晚，专列途经邯郸。

2月 1日下午，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力矢、邯郸

地委第一书记庞均、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刘英登上了毛泽东

的专列。

毛泽东说：“我从去年 12月 10日到南方，现在有一个

多月了，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

刘子厚向毛泽东汇报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我们官

教兵、兵教官，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农业‘六十条’原

原本本地进行了讲解。由地、县委负责同志讲，另外还培训

了辅导员。”

毛泽东说：“这样就提高素质了嘛，这对他们本身就是

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他们要备课、要讲课。当讲师、当教

员是提高学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汇报到传达贯彻“六十条”时，毛泽东说：“这么多人

得多少天呀？得个把星期吧。这是几百万人的事呀，还得早

出晚归，礼堂里不冷吗？”

“有火炉。”刘子厚继续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

有的群众说，过去拉锯没有线，拉着拉着就偏了。有了‘六

十条’就好办了。”

毛泽东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有了‘六十条’就有了

准则，就有了规矩。‘六十条’就是社章嘛。是公社的章

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农

村怎么搞好呢？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那怎么能搞得好。

这个章程是广州会议时搞起来的，合作社时期还有章程

嘛。”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春耕。”

刘子厚说：“马上就开始。现在的主要危害是天旱。”

毛泽东问：“河北第一大河流是哪个？”

“滹沱河。”刘子厚回答。

毛泽东又问：“水利工程有哪些？”

“我们准备搞滦河、拒马河水库。”

毛泽东问：“动工了吗？”

“没有。我们正在建潘家口和桃林口两个水库。”

毛泽东问：“是大型的吗？作用是什么？是防洪和灌溉？”

林铁说：“蓄 40亿立方水，可以发电。”

毛泽东说：“40亿就成了河北省最大的水库了。”

林铁说：“搞十年水利建设计划，就可保丰收。”

毛主席说：“看来河北的根本问题还是水的问题。”

谈完水利，毛泽东又问：“你们这里生产队的规模到底

有多大呢？”

“平均 28户。”

“28户不算很小。”毛泽东又问，“你们对干部不参加劳

动，多吃多占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刘子厚说：“干部作检讨，表示个态度。”

“这就算完了吗。不退赔吗？要退赔嘛。”

当汇报到棉花收购完成三亿时，毛泽东问：“去年呢？”

“两亿三。”

“你们的产棉区主要还是南部吧？棉农的口粮是怎么

定的？”

“八两，加上自留地能吃到一斤。”

“你们还没有吃到 360斤，怎么能行？”

林铁忙说：“我们打算把棉农口粮提高到 360斤。”

“那好。”毛泽东又问，“棉籽、花生收购情况怎么样呀？”

“花生少了。”

“为什么花生少了，研究了没有？”

“主要是价格问题。”

毛泽东说：“应该叫群众榨油，我们收油不收果，你们为

什么不改？应改嘛。棉区有油吃，没棉区怎么办？”

“一是调剂，二是种芝麻。”

毛泽东风趣地说：“有芝麻就吃芝麻吧，还打油干吗？”

毛泽东还了解了他所关心的阶级斗争问题，他强调说：

“有没有阶级，有没有斗争，你们这里的例子说明确实存在

嘛。”

毛泽东对林铁、刘子厚说，你们有多少三类社？要扎根

串联，要贫雇农团结起来。

19时 30分，专列离邯返京。

2月 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四十六 主持起草“前十条”

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

原因是：他在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刘

少奇怕因为搞阶级斗争再发生反右，提出不要把有关阶级

斗争的讲话传达到县以下。毛泽东鉴于庐山会议的经验同

意了。所以当他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时，

在全党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各地几乎没有动作。

1963年 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

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

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

意。原因是，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

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

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

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

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

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2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

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

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

来的。由此可以感到毛泽东的不满。

（未完待续）

古驿道 古城堡 古庙宇 古民居 半扎古寨寻古韵

水打磨 水打车 水环寨 水绕藤 北国水乡访水幽

全国古寨第一流———再说半扎

●戴占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