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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晋宏

在大河拐弯处，风陵渡，是个氤氲着
历史云烟的地方。此前，笔者曾专程前往
风陵渡镇，寻访西王村附近的堡子村，察
看金瓯堡古城门。

王西观黄

在西王村望河亭，遥望大河东流，对
岸高速路上小车如豆，川流不息，华岳逶
迤连绵，若骏马一般，俯瞰河滩平畴，视
野开阔，心旷神怡。这里是山西的“南
极”，以前来过多次，再来仍觉新鲜可看，
物有所值。亭子上对联写得好——“远望
河山收眼底；近展田畴入画来”，很好地
表达了眼前的此情此景。

与几位老人聊天，我们了解到“日毛
贼过潼关”由来。老人们谈起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只有拿着生产队所开证明才可过
铁桥的往事，历数日寇在风陵渡的种种
暴行，叙述日军终未打过潼关的原因，绘
声绘色讲述河水涨落的惊险场面，还有
同蒲铁路的变迁和渡口站的兴衰，特别
还提到，山西人精打细算会理财。

村里有个后土娘娘庙，但得知风后
陵也在附近，我们更是惊喜和意外。后土
娘娘庙整个古建筑古朴典雅，特别是山
墙上的拉钉铁艺形象多姿、栩栩如生，既
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价值。该庙所供奉
的后土娘娘，就是女娲。

沿同蒲铁路东的便道，迂回到铁路
西，我们进入赵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
凤凰咀。一打听，风后陵就在附近田地中。
我们喜出望外，终于可以实现多年来拜谒
风陵的夙愿了。在赵村东南的花椒地头，
远远望见，果然矗立着一块标志碑。

邂逅风后陵

我们从旁边的核桃林一侧进入，行
进大约200米，再右拐穿过玉米地，在一
片花椒林中，标志碑出现在眼前。

风后陵的标志碑和冢，均坐南朝北。
碑正面刻有“风后陵”3 个大字，笔迹浑
厚，苍劲有力。碑阴的文字密密麻麻，讲
述了风后的丰功伟绩和 2000 年立碑的
经过。碑南的大墓冢，下部由1米高的砖
砌低墙围护，上部为绿草覆盖，堪称“青
冢”，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8米。冢高
3米，呈椭圆形。

据土地的主人介绍，原来的冢比现
在要大。自从设立纪念碑后，不断有各地
游客远道而来，寻古拜谒，最多时来过两
个大巴的客人。

据光绪版《永济县志·庙祠卷》对“风
后庙”的介绍：“县南西王村。庙内有冢，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知州张羽翔充
拓庙基，重建祠宇，春秋致祭。”知州为蒲
州知州。明代时，此地为蒲州直辖。进入
清代，风陵渡则为蒲州府之永济县所辖，
1958年划归芮城县。

金瓯古堡

意外找到风后墓冢，了却多年的心
愿后，我们继续寻找这次寻古的“初心”，
堡子村的古堡城门。

询问当地人金瓯堡门的位置，他们
讲堡门早已拆毁。我们听后，不禁怅然。
照此说法，2017版《芮城县志》上的“金瓯
堡”照片，难道真成“曾经的模样”了吗？

据县志介绍，堡子村由“人和堡”和
“金瓯堡”组成，后来中间地带也建起房

子，两村连起来。风陵渡老街的东口，铁路
桥附近，有个“堡子”村牌楼，烫金对联“依
条山临黄河人和金瓯；逢盛世共和谐跨越
腾飞”中，特别提到了“人和”和“金瓯”。

两个月后，我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
再出发，在村里88岁尚成苗老人的指引
下，竟找到了金瓯堡门，它落寞在村子一
隅，经历百年仍顽强挺立！其虽坐西朝
东，但位于村南，相当于村子的南门，匾
额上款雕刻“大清顺治八年创建”，即
1651年大清刚刚入关那年所建；下款雕
刻“民国十六年十月重修”，即1927年军
阀混战时期重修；中间的“金瓯堡”三字，
流畅楷书，字迹隽秀。

“金瓯”，黄金之瓯，盛酒器指金盆，
为疆土完固之意，这里极言堡垒之坚固。
这个堡门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风
陵渡一带乃兵家必争之险要，和曾经遭
遇局势不稳的现实。对岸潼关县的地名
中，更是以“堡营屯寨”居多，也充满了浓
浓的军事气息。

风陵溯源

风后陵是风陵渡这个美好地名的渊
源，是风陵渡的“根”，也是中华文明长河
源头的一朵浪花，寻访风陵意义非凡。

早在远古时代，黄帝与蚩尤为争夺
河东盐池的控制权发生战争。相传，此次
战斗异常激烈。蚩尤突然作大雾，使黄帝
不知所向。危急关头，大臣风后挺身助
战。风后很智慧，关键时刻造出指南车，
帮助黄帝冲出迷雾，转败为胜。

需特别指出的是，风后是一位男性，
当地人称其为“风后王”，不可望文生义
理解为“王后”。众所周知，轩辕黄帝的真
正“皇后”是嫘祖，教人养蚕缫丝进而织

绸御寒的嫘祖。
另外，传说蚩尤战败，身体被肢解。

肢解之地就是今天的“解州”。风后谢世，
葬于河曲之地，是为“风陵”。这个神奇的
传说为家乡涂上了一抹悲壮底色。

关于风后故里，传说在解州东门外
的社东村。1923年，一位旅人在游记中提
到，解州“东门外有黄帝名臣风后氏故里
碑”。近年来，社东村东的照壁上刷有“风
后故里”4个大字，格外醒目，彰显了村民
对这一资源的珍视和自豪心态。村中原
有风圣庙，为纪念风后而建，有上千年的
历史。民国九年《解县志》记载，该庙重建
于明嘉靖四十五年，明隆庆四年建正殿、
大门，并树牌坊题曰“开辟首相风神庙”，
规模宏伟壮观，清代数次重修。1947年大
殿拆除，木料运往前线，有力支援了解放
运城战役，其余均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年代间拆除。

好在风圣庙会的习俗延续至今。现
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村里都会在村
中舞台大院（风圣庙原址）举行大型庙
会，会期三天，为关公故里平添了一道英
雄色彩。村中有一通“二月十五风圣庙古
会来历”的介绍碑。运城盐湖南有蚩尤
村，黄河南岸的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塬。

“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首
山就是首阳山，即今天中条山的西端。这
些地名和传说，无不浸透了华夏古文明
的原始基因，再次佐证了运城作为“古中
国”的摇篮地位。

不过，风陵还有一种说法，叫女娲
陵。人类始祖女娲，姓风。在此地，大河两
岸，一边是华山之阴华阴，一边是首山之
阳首阳，在河畔“阴阳交会”之地，女娲

（俗称娲皇）抟土造人，还真有几分道理。
娲皇驾崩后，葬于附近黄河南岸的河谷
地带，墓为女娲陵，早已因黄河涨水被淹
没。既然女娲称皇，按古代的墓葬礼制，
皇帝的墓才有资格称作陵，而女娲姓风，
是为“风陵”。现在对岸的潼关高崖上立
起 16.5 米高的大型娲皇塑像，成为河曲
地带的一处新地标。

这鸡鸣三省、三河交汇，两桥飞架、大
河东拐的风陵渡，不仅自然风景独特，而
且文化底蕴深厚。风陵渡三岔口北部的浮
云山上，有女娲庙和女娲陵，是几年前复
修的，也是文化堆积、视野开阔的好去处。

两个传说，河北河南，一男一女，到
底哪个更真实，笔者认为这并不重要，关
键是它们都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加了魅
力，成为河东人民的一份骄傲和自信。一
个有故事的地方，一定充满诱惑力，诱惑
力就是潜在的生产力。

有扎根大地的底气和默默蓄力，风
陵渡的未来，一定是欢歌。

风 陵 古 渡 的 历 史 云 烟风 陵 古 渡 的 历 史 云 烟

□陈琦

前不久，《运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报
道《一场十八年的生命接力》，讲述了重
获新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裘生，18年来
热心公益、坚持奉献回报社会的感人事
迹，令人动容。连日来，我常常沉浸其
中。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被裘生18年
坚持不懈的接力人生所感染。18年啊，
真不容易，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

的坎坎坷坷，无不流露出一位老军人的
执着和坚强。

18年前，裘生因家庭突发变故，患
上了抑郁症，他见人低头，仰面无语，闷
在家里，寻死觅活。但他并不甘心，开始
求医问药，一位好心人给他提供免费治
疗，让他慢慢找回自信，身上充满阳光，
终于康复痊愈。

为了感恩、回报社会，他成立了“东
方红旗合唱团”。不管是艳阳的夏日，还

是寒风瑟瑟的冬天，他都坚持拉着音响
设备，把美好的旋律留在广场上，让老
年人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一开始会有冷热嘲讽，也有流言蜚
语，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回避，他只看到
老年人眉开眼笑，只看到歌声带来的震
撼，就这样，他坚持了 18 年，并且如今
仍在续写着这份大爱。

18 年里，他用广场舞，结识了 500
多名歌友，更结合自身经历，义务帮助

抑郁倾向者对抗抑郁情绪，用歌声唤起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8年里，他与
公益相伴，关爱他人，奉献社会，总结出
许多抗抑郁的小常识，让久治不愈的人
走出了困境，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幸福和
欢乐！

裘生奉献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晃
动，他的坚毅和执着、平凡和伟大令人
感动，值得颂扬，为他的这场生命接力
点赞！

为 这 场 生 命 接 力 点 赞

《一场十八年的生命接力》后续

传说中的风后陵传说中的风后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