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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漫湮之处，最易发思古之幽情，何况这历史厚

重的娘娘山呢。

山风劲吹，乱世里那个浑身充满谜团的传奇女子，

那个被相士说命中注定要生天子的神秘女人，那个红颜

命薄却最终尊贵天下，被后世称为千古贤后的传奇女

人，从厚厚的发黄历史册页深处，一步步走来，裙裾飞

扬，嘴角挂满神秘微笑……

薄姬（公元前215年~公元前155年）原是魏王魏豹的

妾室。时值秦朝末年，各地纷纷起兵反秦，魏豹自立为魏

王，魏媪就将自己的女儿薄姬送进魏王宫中。魏媪到著

名女子看相士许负那里，卜算女儿薄姬的命运，许负说

薄姬会生下天子。当时西楚霸王项羽正与汉高祖刘邦在

荥阳相抗衡，天下大势尚未分明。魏豹跟随刘邦一起攻

打项羽，后又背叛刘邦，持中立的态度，接着与项羽联合

讲和。刘邦派曹参等人攻打并俘虏了魏豹，把魏国改置

为郡，将薄姬送进宫中工房织布。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在成皋台（今荥阳

氾水镇一带，又名虎牢关）上，听到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

美人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相约“苟富贵勿相忘”的事

儿，就把薄姬召来并与之同房。这一次同房，薄姬有了身

孕，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下儿子刘恒。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吕后专权汉宫。薄姬要求携

带年幼的儿子刘恒，去偏僻的代国封地居住。因为薄姬

出身寒门，刘邦一直并不太看重她，薄姬又为人低调和

善，从不争权夺势，从不涉足后宫是是非非，吕后对别人

心狠毒辣，对她倒很不错，不但没找过她的茬儿，而且准

许她出宫。

像鱼儿游进了深海，摆脱了后宫是是非非的薄姬，

只一心培养儿子成才。她的儿子刘恒，即汉文帝，是个大

孝子，对母亲很孝顺。母亲有病了，他衣不解带侍奉母

亲，连母亲的汤药，也要自己尝过之后，才敢放心地让母

亲食用。二十四孝里“文帝尝药”中的“文帝”指的就是

他。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大臣议立新帝，皆称薄姬仁善，

故商定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尊薄姬为太后。

薄姬的一生，红颜命薄，却又是大富大贵颇具传奇

色彩的。作为妻子，她是薄命的，第一个丈夫魏豹早死

了，第二个丈夫刘邦也不待见她。但作为母亲，她是成功

的，不但为家庭培养出一个孝顺儿子，而且为大汉王朝

培养了一个懂得体恤老百姓疾苦的好皇帝。从民间来又

到民间去的她，深切理解底层老百姓的疾苦与对战争的

反感，儿子登基后，她多次让儿子为老百姓减免赋税。励

精图治的汉文帝，承母之训，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以致四

海升平，国势日强。“文景之治”为大汉朝奠下了良好的

基础，对巩固西汉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薄姬还对稳定朝纲，保护功臣，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削平诸吕挽救汉王朝的大功臣绛侯周勃，被诬告谋反，

汉文帝也想将其治罪。薄太后知道后很生气，儿子临朝

时，她抓起头巾向儿子掷去，说：“绛侯身挂皇帝赐给的

印玺，在北军率领数十万大军，不在那时谋反，如今身居

一个小县，反倒要谋反吗！”汉文帝赶紧向薄太后谢罪，

派使臣手持符节释放绛侯，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

薄姬虽出身寒门，却是一个具有大见识的智慧女

人。面对命运坎坷，她小心谨慎，安分守己，顺其自然，平

淡度日，不怨天尤人，不悲悲戚戚，不与命运争高下，结

果竟成了最后的人生大赢家。

由于薄姬生前低调贤惠，故被人们称为“千古贤

后”。这娘娘山上的薄太后拜殿，据传说，就是汉景帝思

念祖母，在薄姬娘娘当年驻扎过的山上建起的。东汉光

武帝刘秀时，在刘秀的倡导下，全国大兴抑“吕”尊“薄”

之风，他追尊薄姬为高皇后，各地更是纷纷开始为薄姬

建庙纪念。今汝州市杨楼镇的薄姬庙村，也因薄姬而得

名，疑与娘娘山一样，或许也与当年那场抑“吕”尊“薄”

之风有关。

长空万里，山风猎猎，几只不知名的鸟儿高鸣着翱

翔蓝天，将陷入历史思索里的我惊醒。

回首东望，辽阔壮美的千年豫西古镇临汝镇涌至眼

底。我恍惚看见了宽袍大袖的广成子，正在崆峒山上怡

然漫步，这个提倡“顺天时、从民意、无为而治”治国养生

理念的男人，炯炯有神的智慧目光里，充满对世事人生

的了悟透彻。而娘娘山上，传奇的低调神秘女子薄姬，也

恍然在满目萧条的冬日风景里，静待春暖花开时，笑傲

春风。作为与这个千年古镇有过紧密联系的两位古人，

他们的处世理念是那样的惊人相似。千年的古镇，因为

他们而充满了无尽的灵气和厚重。

遥远历史深处的他们，给我们这些后来者，尤其做

母亲的后来者，以振聋发聩的沉思：作为家庭中引带孩

子主力大军的女性们，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儿女？该怎样

以身作则，给我们的儿女树立良好的人生榜样？一个优

秀的母亲，影响深远，至少三代啊！

情风文人

古韵古风

娘娘山
●史运玲

隆冬，欲游汝州西部历史名山娘娘山。

听乡人言，鳌头村有新修的水泥路可达娘娘山半腰，我

遂决定从此道上山。

从临汝镇北行，过千年古刹妙水寺，古色古香的树木状

鳌头村门即映入眼帘。虽然已是冬天，但视觉印象里却是温

暖如春。暖洋洋的太阳照着远山近水，被村民亲切地称之为

七疙瘩八门的鳌头村，在群山环抱的美丽富饶小盆地里，恬

静悠闲，与世无争，安送日月流年。

在鳌头老乡的热心指点下，我们从西湾村的水泥路上

山。行不许久，见一山傲立于前，险峻秀雅，卓然飘逸。有塔巍

峨于山巅，阳光下熠熠生辉。

不用说，这就是传说里的娘娘山了。山上的塔，无疑就是

其标志性建筑。其实，刚才在临汝镇时，我们就已经远远望

见，苍茫的原野上，五峰自西向北、由小向大逶迤排列。最末

之峰，一峰独峻，傲立苍穹，高大雄伟,与迎风山、长蛇山、和尚

山、白云山等山错落屏列，风景如画。

半小时不到，轻松登至山巅。可能是星期天的缘故吧，山

上不少学生们在嬉笑着玩耍。山上风大，孩子们无忧无虑的

笑声，被山风传了很远。此情此景，让我无端艳羡。年轻真好！

连那快乐，也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心无洞府，是紫陌红尘里清

清朗朗、不染尘埃的欢。

我更为这一方百姓而欢欣，一个地方，若能有一方名胜

古迹供后人凭吊、游玩，那是多么幸运的事情。碎影流年，多

少事情不复记忆，那些伴着你成长，曾留下你童年、少年时代

无忧无虑欢笑的地方，却是你今世里念念不忘的美丽乡愁，

是你远走他乡时的魂牵梦萦，是你一回到家乡便想去转一转

的温馨牵念。

这娘娘山位于三县交界，该是多少人记忆里的美丽乡

愁？曾在多少背井离乡游子的思乡梦里缠绵萦绕过？

登上山巅，我就先奔房前那块石碑前，查看娘娘山来历。

这是一方1993年才立起的新石碑，上书“重修薄太后拜殿及圣

像记”。通过碑文知，这庙，这塔，都是为纪念汉高祖刘邦的妃

子薄姬娘娘而建。那方记录着历史变迁的老石碑，早和满山

的宏伟建筑一样，在1958年荡然无存了。如今眼前这些建筑，

是村民们集资陆陆续续建起来的。

虽然没看见老石碑，但那方民国25年（1936年）的重修薄

太后庙碑记，我却是知道上面部分内容的。上面写有：“霸陵

苍苍兮虎踞龙盘，貌奕奕兮巍焕层峦，大庭殖殖兮桷楹灿烂，

多士济济兮骏奔其间。经营兮美轮美奂，彼君子兮可歌可咏

可法可传。”优美的语言，形象地写出了娘娘山拔地擎天、上

摩霄汉、庙宇巍峨、色彩绚丽的壮美风光以及远近人士络绎

于途、拜谒不绝的盛况。文采飞扬，极易令人发思古幽情。

娘娘山上，只有简陋的薄太后拜殿和其他几间屋子，但

房前七层高的娘娘塔，却特别引人注目，古色古香，巍峨高

大，与塔边那株虬枝盘旋的古树，相映成趣，别具壮美风韵。

守庙老人热心地告诉我，娘娘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控

扼洛阳城通往南阳的古驿道和军事要道。日军侵华时，曾驾

飞机轰炸娘娘塔，但没被炸毁。后又在此山上驻军，作为他们

侵华的据点。至今，山上战壕、弹洞宛然。1975年武汉军区在此

山举行过陆空军事演习，引得三县轰动，围观看热闹人络绎

不绝。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曾亲临此地指挥。如今这座刚修成的新塔，是花了一百多万

元，依照老塔结构模样修建的。修

塔的资金，大部分是娘娘山下程子

沟人王大菊去化缘募捐来的。

我对王大菊顿生感激之心。感

谢王大菊这类热心人的奔波和牵

头，才为娘娘山四围的老百姓们提

供了精神的家园，乡愁的留恋。人

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一个60多岁的老人，多年来风

餐露宿四处化缘，不屈不挠地完成

她恢复古迹的宏伟大业，为我们再

度恢复起了这名胜古迹处的建筑，

可谓功莫大焉！

厚重人文胜景地

娘娘山，位于汝州、汝阳、伊川三县交界，系五纵山

（又名连珠山）最高峰，海拔658.8米。山巅，三县（市）鸡犬

之声相闻。山顶有洞，俗称“老母洞”，据说深不可测，可

达大安村，但无人敢下，不知其究竟。为了游人安全，今

已用青石将其覆盖。

从古至今，群山连绵、山势险峻的娘娘山，因其香火

旺盛，信徒众多，成为汝州西部远近闻名的一方胜景。闲

暇之时，众百姓登高览胜，休闲散心，其乐融融。

伫立山顶远望，四野风景历历如画。分散在娘娘山

四围的大大小小村庄，朦朦胧胧，呈现着冬日里的水墨

画意韵。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像长长的飘带，蜿蜒交织

在一望无际的碧绿原野。

所有的一切，似乎在无声告诉我，当年，娘娘山四围

人口众多，村庄密集，是重要人口集居地和古道经过地。

古老的历史文化遗存，博大精深，神秘莫测。

娘娘山上娘娘庙，在唐朝时期已经名声斐然。署名

唐朝宰相牛僧孺的传奇小说《周秦纪行》里，描写过作者

拜谒薄姬庙的一段奇遇。说他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举进士

落第,经洛阳,将归宛、叶，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

安民舍，因暮色苍茫而迷路，遂夜入薄太后庙。

娘娘山之所以盛名远扬，不仅仅是因为山上那个薄

太后拜殿和娘娘塔，附近还有千年古刹妙水寺，魏明帝

曹睿的高平陵。娘娘山又名霸陵山，疑即与高平陵有关。

根据刘邦、曹睿的故事传说，按年代先后顺序，应该是先

有娘娘山之名，后有霸陵山之称谓，是距刘邦时代二、三

百年后的又一段历史。

娘娘山脚下的西马庄、小山沟、鳌头和盆窑村，属汝州

临汝镇地域。鳌头村寺庙道观众多，妙水寺和盆窑村曾经

挖掘出许多文物宝贝，有仰韶文化器物，更有战国时代的

刀具。小山沟呢，听说还挖掘出过李自成部队大印。原名崔

宁庄、蓼花村的西马庄村，也是人口密集、文风昌盛的一个

村子，听村人言，清朝末年，该村考上“鳌头里”官学的学子

能扛官学一半之多，文风昌盛，可见一斑。

重重烟树深处的陶营、蔡店、内埠以及娘娘山下的

曹刘庄，是传说里的古战场。据说，刘邦、项羽在此大战

过，曹刘庄就是草料庄的谐音。如今的陶营，已被发现出

地下有连绵纵横、深不可测的藏兵洞。而伊川、汝阳交界

的吴起岭，则更将历史引到了春秋战国之时，传说吴起

在此地大战过。

猎猎的山风里，我竭力睁大眼睛，向内埠、陶营、白

沙、甚至嵩县九皋乡一带观望，想结合脑海里的所有文

史知识，澄清这一带的绵绵古道，山川历历，以及那些神

秘莫测的历史烟云。只可惜，历史太遥远，留下的有关资

料也太少，我自己的学识也太有限，理不清那段历史到

底与刘邦、项羽有没有关系，只能怅惘复怅惘。

作为临汝镇人，我知道娘娘山大名，可谓早矣。少

年时代，询问起娘娘山来历，乡人故老便眉飞色舞，意

兴阑珊，向我讲述一个流传甚广而且颇具神话色彩的

传说。

话说汉朝时，有将军反叛，皇上带娘娘御驾亲征，驻

扎此山。大战一触即发，兵马将行，皇上谓娘娘曰：“此行

去平叛，若胜，则旗高举；若败，则偃旗息鼓。”若干日后，

娘娘见山下行兵匆匆却偃旗息鼓，以为兵败，遂自尽身

亡。皇上其实并未兵败，只是想跟娘娘开个玩笑而已。当

他突然醒悟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头时，遂纵马上山还营，

无奈娘娘已香消玉殒。

后来，百姓于山上建庙祭祀娘娘。皇上打马五纵之

处，就是民间传说里的五纵山。又因其状如连珠，故又曰

连珠山。其他诸如大安的搬倒井、卧单山、骡子不下驹、

五纵山上圪针朝着皇帝前进的方向避免挂住皇帝的马

等神话传说，莫不与此故事息息有关。

及至我人到中年，有机会看到一些历史典籍和史志

资料时，我方豁然大悟：薄姬娘娘并没有自尽在这个山

上，刘邦公元前195年去世，她是公元前155年才去世的，

比刘邦多活了40年呢。少年时代听来的那些乡野古老以

讹传讹的传说故事，生生地误导我了四十多年。

沧桑风云知多少

娘娘山上忆薄姬

娘娘山 黎新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