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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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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生（右）、李江
娃介绍后园

▲李冰家庙正殿

一座家庙 揭开李冰千古身世谜

说起李冰故里郊斜村，其名可见从
古到今的地理优势。郊斜村古时地处河
东解梁城西郊，南靠中条山，北望硝池
滩，东临关帝庙，西傍古盐道，西去的古
盐道沿硝池湖畔由村东斜向西南，故名
郊斜。

记者刚一下车，便迎来5位老人，即
便在寒冷的冬日，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
等待的不耐，满脸的笑意。

不用一一介绍，在李冰家庙山门外，
墙壁一侧用粉笔整齐书写了5个名字和
手机号码，一笔一画都透露着认真和虔
诚。“我们李冰家庙理事会共有 5 人，虽
然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只要有人来参
观李冰家庙，我们随叫随到，庙门一年四
季都是敞开的。”李保生先生说。

李氏家庙坐北朝南，之前的规模就
不小。“山门为三道门，门外有照壁、旗
杆，两侧有拴马桩。”李保生说，“山门两
侧各有耳房五间二层，用以存放家具和
戏班住宿。过了山门就是戏台，下面行
人，上面可搭板演戏。”

现在山门后的匾额“李氏家庙”原来
挂在山门外檐下。李氏家庙是郊斜李氏
纪念先祖、蜀郡郡守李冰的祠堂。2003
年3月，李氏家庙更名为李冰家庙，被列
入盐湖区文物保护单位。

庙内两侧空地上，立有多个展板，其
上都是李冰生平的介绍，还有相关家谱
与文献记载。

“从小就听老一辈讲李冰的故事，说
修都江堰的‘川主’是我们郊斜村人。”李
保生说，“后来，李冰的儿子二郎老年时
远离四川，回到老家郊斜村定居。”

村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姓李，自小
听着李冰的故事长大，加之李氏家庙的
存在，这些在李保生心上烙下深深的印
记。两千多年来，李冰身世几乎成谜，在
川渝地区更是流传着“李冰是神不是
人”，就是因无一本翔实的史料记载佐
证。自己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真凭实
据，怎么回答学界关于李冰身世的千古
之谜。直到郊斜村三本家谱的面世，李
保生似乎找到了一把研究李冰的钥匙。

家谱记载，家庙建于金泰和八年，当
年李冰52代后裔李维渊和53代后裔李
如岗父子于平阳府为官，晚年归里，在原
二郎庙遗址上修建了李氏祖庙，同时在
村南桃花仙洞建盖行宫金山庙三间，内
塑有李冰父子像。

村南一里有解州八景之一的“桃花
仙洞”，李保生他们在金山庙遗址上发现
了一块门墩石，上面的“泰和八年”字样
证实了家谱所载。

“小时候听说，李冰是被一位‘余’姓

大官从蜀郡调离，
去镇守边关。因
为听的是方言，直
到很多年后翻阅
史料才知是‘吕’
不是‘余’。吕不韦
是秦国宰相，也符合
历史。”李保生说，尤
其当时秦攻魏，夺取河
东四百里，后四年魏又献安
邑，整个河东成秦国的疆土。史
学家认为李冰为秦人，便有了合理的解
释。而且李冰少时生活在盐池之畔，古
时水害频发，环境奠定了他与生俱来与
水与盐的因缘。这些都是证据。

三本家谱 印证李冰祖籍在解州

现家庙仅存正殿，殿阔三间，正中悬
挂“顺泽侯殿”立牌。殿内中央为李冰塑
像，手持七星笏板，庄严肃穆，左右各有
侍童一名，暖阁之上悬挂有“绩垂保障”
匾额。供桌左右塑有护法神两位，手持
铜锤，凝视前堂，气势汹汹。殿内两侧有
銮驾、伞扇、回避牌等，供节日庆典之用。

殿内三块梁脊板上分别记载了康
熙、乾隆、民国重修事宜，最早为“大清康
熙二十三年岁次乙丑季春重修祖庙
记”。殿内墙上满是展板，记述家庙的由
来，以及相关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
铺展在三面墙上的家谱《李氏世系图》。

正是这卷家谱的发现，为李冰故里
在河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4年，李保生查看族中家谱时看
到了“始祖李冰”等文字，初中毕业的他
也没有多想。直至 1995 年，他得知“大

家谱”原保存于家庙
中，后因世事更迭，交
与 族 人 保 存 ，共 分
东 、中 、西 三 大 分
支。他翻阅三本家
谱 ，每 本 序 言 均 载 ：

“余始祖讳冰，号称陆
海，谥封金山顺泽侯，二

郎其子也。按秦时冰为蜀
郡太守……保全成都等县，蜀

人德之，不惟家立冰像，且于都江堰
庙祀二郎为神。”

“唐以前，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修家
谱，宋之后因科举制的实施，民间编家谱
需要官方查验，清代后才全面放开。”李
保生发现，谱始宋朝末代李冰52世孙平
阳光禄大夫李维渊，延续了20余代。

此家谱记载了始祖是都江堰治水的
李冰，还有李冰父子的治水功绩，同时记
录了清同治至民国三十年李氏后裔繁衍
史。为全面梳理族谱，李保生用十六开
纸一家一户排列，描绘下来。没有想到，
所绘纸张竟排了20多米长！接着，他又
让大学毕业的孙女用电脑排版，绘出一
卷长达7米的《李氏世系图》。

为印证自己的猜测，李保生向都江
堰所在地相关部门写了一封长信，报告
了研究成果。首次提出“李冰故乡在河
东”这一说法，立即引起了专家们的极
大关注。1999 年 10 月，四川省都江堰
市考察李冰生平专家组一行五人来到
郊斜村，详细查看《李氏家谱》，考察家
庙。当得知李冰的儿子二郎竟有其名，
专家也非常惊奇。在郊斜发现的家谱
中详细记载了李冰历代追加封号，并在
雍正五年，皇帝钦赐，内阁撰出，李冰封

号“通佑王”，李金山封号“显英王”。
李保生说：“李冰被封‘金山顺泽

侯’，金山是其食邑之地，由此世袭，李二
郎得名李金山也不为怪。而且这也证实
了家庙当时是官方祭祀的庙堂之一。”

李氏家谱和家庙相互印证，专家们
研讨论证四年之后，确认解州镇郊斜村
就是李冰故里，由此揭开了李冰生地不
详的千古之谜。

五位老人 坚持廿载守护文脉

“那时来去不方便，我们和四川那边
都是通过写信交流文化。”李保生说。四
年间，一封封书信来往于蜀地与河东，同
样的心思，怎不令人感慨。

人在政绩隆，人去功名在。一代先
贤的治水精神、科学施策令现代人由衷
赞叹，李冰的功绩不仅在防水患，还在合
理的水利、运输、灌溉。从李冰成长的地
域环境，盐、水围绕，对于解州盐池比较
熟悉，修堰治客水，取卤水晒盐，修中条
山运盐栈道，耳闻目睹，了然于胸。正因
有这样的基础，之后他任蜀郡太守后，带
领儿子李金山治水、治河、开广都盐井，
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正殿外廊坊下放置的两块门墩石，
正是李保生他们从附近山上金山庙搬回
来的。廊坊两侧镶嵌墙碑各一块，记载
重修祖庙及庙内祖茔、土地等事。几位
老人还热情邀请记者去正殿后的后园看
一看。后园就是以前的庙田，除了林立
的梧桐树，还辟了几块地种菜，即使在冬
日，也一片绿色。

听两位老人介绍，李氏祖庙有庙田
数十亩，解州西门外有房十余间。庙地
由本族人耕种，每年地租和房租收入供
庙内使用和荒年救济。每年村中唱戏、
春节分福利，都是从此支出。清明等节，
子孙拜祖，彰扬先祖之功业，教育后人饮
水思源，不忘其祖，要敬所尊，爱所亲。

李保生说，家庙曾作为村中小学使
用，自己就是在这里上的小学。现庙内
西侧还留有教室两间，是李保生、李江
娃、李福管等几位老人的办公室，墙上绘
制了家庙发展规划方案。

李保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学习使用
电脑、微信、抖音，自己著书，还精木工、
绘画，塑像做平面设计。他们是瓦工，也
是画师，每个人都在为重兴家庙贡献着
力量。

面对记者的每个问题，他们都有详
细回应，大家不争不抢，言语间能感觉到
他们作为李冰后人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还有对弘扬李冰文化的雄心和愿望。

何以文脉绵长？这一刻，他们没有
愧对自己李氏后人的身份，也正是这份
文化守护，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盈。

郊斜村李冰家庙：实证都江堰建造者是运城解州人

说起李冰，这位古代杰出的水利工程专
家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水利工程都
江堰至今还在使用。蜀地之所以成为“天府
之国”，他功不可没。可鲜有人知，他是我们
运城解州人，现在的解州镇郊斜村有一座李
冰家庙为证。

12月7日，记者走进李冰家庙，为大家揭
秘李冰的身世之谜。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