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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碣

盐湖区解州镇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风光秀美，自古便是繁华之地。

上次去“李冰故里”郊斜村探访李
冰家庙时，其正殿廊前有两块门墩石，
刻有“泰和八年”字样，这也印证了李氏
家谱上的记载：“金山顺泽侯”（李冰）行
宫金山庙始建于金朝（北宋末），是李冰
后裔52代李维渊携子李如岗修建，当时
同时修了家庙和行宫。

李冰家庙文保员李保生介绍，李冰
行宫金山庙就建在距村不远的中条山
上，名曰“桃花洞”的地方，那里现在还
有一自然村名为“桃花洞村”。从李冰
家庙采访出来后，李保生热情地邀请记
者去“桃花洞”看一看，说那里是解州古
八景之一。记者还在李冰家庙内看到
一通嘉靖二十八年的石碑，《三官香亭
记》中这样描述：“桃花洞口之西有老君
台，西有罗汉洞，南有药王殿，前有金山
庙……”李保生说，当时那里有大大小
小庙宇近三十座，在山间分层排列，高
低错落。这让记者兴趣陡增，想去一探
究竟。

记者跟随李保生的脚步，一路来到
山下，只见一渠清泉从上而下，冬日里
愈显清澈。此情此景，清新美丽，让人
不由惊叹，果真是个好地方！据说明清
朝时，这一片风景优美，云雾缭绕，每年
的农历三月十五古庙会，更是游人如
织，香客云集。站在山间，能看到戏台
上演绎“千军万马”，戏台下小吃摊比比

皆是，人头攒动。这里号称“97 村管山
庙”，据说是当时李维渊父子率97村村
民一起修建的，而庙会不仅是附近97个
村的事，更是四县八乡的一大盛事。

走在山间小道，听李保生描述当时
的庙会胜景，眼前不由浮现一幕：蒲韵
悠扬山间回荡，大小庙宇有序分布，许
愿的、上香的、游玩的，人来人往，人声
鼎沸。

清泉自上而下，沿着渠边路一直向
山深处行，路上得知解州古八景有仙洞
桃花、静林夕照、石岩喷雪、横岭分云、
龙潭春雨、汉宫桧柏、硝池烟柳、峨嵋绕
翠。听名字就觉得美景就在眼前，此
时，再纠结是“桃花仙洞”还是“仙洞桃
花”好似都没有必要了。老一辈人说，
石壁上的这个“桃”字书写与日常所见
不同，是上“木”下“兆”。

一路上忍着好奇，想着名字如此仙
气，到底是怎样的由来？听到“仙洞桃
花”，一般人或许会想到“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觉得那里肯定是一片桃林，桃花
盛开，清香四溢，进而想到唐伯虎的“桃
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认为
那里有桃花仙人。想到这儿，记者心中
一阵懊恼，是不是来迟了，应该在桃花
盛开的季节来，景色更加美丽。

然而事实是，桃花洞并无桃花。这
里地处中条山间，梧桐树、榆树等林立，
唯独少见桃树。为何名为“桃花洞”，当
地流传着几种说法。一说，清澈的泉水
从石上流过，溅起串串水花，阳光下形
似桃花，宛如仙境。也有一说，每年的
三月十五药王庙古会，桃花盛开，美景
绚烂，称为“桃花会”。因此，人们就把
药王庙里的那个“洞”称为“桃花洞”。
桃花洞村，正位于洞下不远，故名。

乾隆年间的《解州全志》记载，“昔

人十月中行中
条岩下，桃花片
片远浮涧水而至，
缘涧迹……遂名桃
花洞”。十月为什么有
桃花已不可知，想必跟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一样，是山间气候的
原因，或是从别处漂流而下的桃花。

在山间绕绕行行，路过一座“南海
大士庙”，虽不起眼，但被保护得很好，
也是今人根据史载后建的。再往前走，
小路已经被草丛覆盖，终于到了金山庙
遗址。这里有一块石头，上有刻文“金
山庙遗址”，是1996年李保生和其他李
氏后裔一起立的，以做记。现存的庙宇
在山间错落分布，之后，他带着记者去
了药王洞、三官洞、泰山庙，三座小庙依

山势三面
而建，历史

故事更是丰
富传奇。一路

攀登，娘娘庙、关
圣庙、祖师庙、玉皇

庙、地藏王庙、八仙洞、
佛祖洞，所见庙宇都不大，虽

是后建不到百年，但也留有岁月的痕
迹，里面塑像齐全，可见附近村人对其
的爱护。

很少见山的一面有如此多庙宇，可
以想象历史上寺庙遍布的胜景是多么
壮观。四面青山环绕，奇石林立，松柏茂
盛，泉流不息。潺潺水下，淌过青粉色岩
石，溅起无数水花，阳光下好似万朵桃
花。这样的秀丽景色，所过游人香客怎
能不陶醉，所经文人墨客怎能不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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