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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宣宣

悠悠汾河水千古奔流，经龙门而入
黄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们勤劳勇
敢、聪明智慧，文人墨客层出不穷。在峨
嵋岭北麓、汾河南岸，有一座天地庙，系
在原唐遗址上重建的，现属运城新绛万
安镇辖区。

相传，此庙为秦王攻打绛郡（现新绛
县城，隋时称绛郡，唐时称绛州）胜利后
所建。

新绛这片土地，尤其是天地庙周边
区域，与秦王李世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虽经千余年的风雨侵蚀，这里仍留有
许多唐时遗迹：“秦王堡”“唐槐（国槐）”

“饮马池”“点将台”“战沟”……

（一）

说起秦王与天地庙，先得谈一谈道
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发源于春秋战
国时期，把“尊道贵德”“天人合一”“贵生
济世”作为基本教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道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
子百家之一。老子李耳为唐室先祖，唐代
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
帝。

古代，帝王权力的神秘化是普遍现
象。谁是“真龙天子”？“君权神授”这个问
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君权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所以

“天赋异象”即帝王独有的“承天命”标志
便应运而生，秦王亦不例外。

李世民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
元 597 年），父亲李渊时任隋朝官员。相
传，李世民4岁时，家里来了一位相士，对
李渊说：“你是贵人，而且你有龙子。”当
见到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时，相士惊呼：

“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二十年后定能济
世安民。”

李渊采“济世安民”之义，为二儿子
取名为“世民”。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
小节，接受儒家教育，文武兼修，擅长骑
射。

大业十二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隋
朝官职），李世民跟李渊到太原并随父多
次出征，平定发生在今山西境内的各种
叛乱，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二）

在山东东营广饶县，后世为了纪念
“兵圣”孙武，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孙武
祠，不仅有一系列介绍兵圣的展览，还有
聂荣臻、洪学智、迟浩田等现代名将的墨
宝，以及启功、冯其庸等文化大家的真迹。
全长43米、高1米的《孙子兵法》全文瓷刻
长廊，更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孙武祠内孙子兵法战例表中，就收
录了由李世民指挥的经典战役柏壁之
战。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
据守马邑称帝的刘武周联合突厥攻陷太
原后，派宋金刚率部继续南进，先后占领
了晋州、绛州、龙门等地。十一月，李世民
奉父命率领军队在龙门渡过黄河进驻柏
壁。他对敌情进行了深刻分析，抓住敌军
远来缺粮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采取“坚
壁不战以避其锐、分兵袭扰以断其后勤

供给、伺其粮草用尽以击其退”的作战方
针，在半年多的防御战中，大量消耗敌军
力量，造成己胜敌败的态势。最后，趁宋
金刚兵疲粮尽被迫北撤之机，李世民挥
师反击，穷追不舍，大败宋金刚军，俘杀
敌军数万人。

此战事关唐朝兴亡，为刚建立的李
氏江山夯实了根基。

柏壁之战后，李世民想在柏壁关附
近建一座都城，后改称天地庙。传说，挖
地基时挖出“天地之位”土砖的说法，不
过这一说法有些牵强。之所以改名，这里
面应该有他难言的苦衷。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李渊的长
子建成已被立为太子，论战功唯世民为
最，但建成向来与世民不睦。

当初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
渊曾答应李世民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
但李渊建立唐朝后食言。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
一带，尚未完全统治中国。自武德元年（公

元618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了4场大战
役。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之战，平定陇
西，铲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其二，即柏
壁之战，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
失地，巩固了唐朝的北方；其三，在虎牢
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
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
得了华北的统治权；其四，重创窦建德余
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

从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受到长安军
民的一致拥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他被封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食邑
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
置官署，相当于现在的特别行政区，因此
李世民开设了文学馆，收揽四方文人学
士，入馆研究学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
合，俨然形成了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早在收复并、汾失地时，从云
丘山征战至绛州西行庄时，建有“九间（朝
龙）殿”。他深知功高盖主、伴君如伴虎之
风险，又不想兄弟相残，应该是想日后与
太子建成“隔河而治”，井水不犯河水。柏
壁之战后，他的这个想法愈加强烈，据黄
河天险、在万安建都称帝，远离长安宫廷
是非之地。就连登基后封禅的泰山庙（五
社庙）都建好了，泰山庙位于武城村与赵
村之间正南方向的高崖上。天地庙应为
当时计划之都城，只是5年后的“玄武门
之变”完全改变了李世民的想法。

（三）

以史为鉴，推陈出新。传承民族文
化，书写时代风流。2004年，以张引才为
代表的 36 村百姓集资 30 万元修缮了天
地庙三界楼。2009年，天地庙代理人刘元
平等人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筹
资金 200 余万元，恢复了天地庙核心建
筑天地殿。2014年，天地庙被审批为国家
道教活动场所，并授牌为运城市孝德教
育基地。2012年、2017年，天地庙先后通
过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位审
批。

在天地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元平等一班人的努力
下，成立了天地庙书画院。为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恢复了古庙会，举
办了桃花节，组织了书画展……各项活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还计划编纂《古今
天地庙》一书，让天地庙的历史传承下去。

□张辉

这是一座古朴大气似天坛的钟楼，这
是一座孝风悠悠如华堂的仙楼——坐落
于垣曲县望仙大峡谷景区的“望仙楼”。

它从远古的历史里走来，带着“尧王
访贤”的故事走来，带着“舜孝天下”的故
事走来。

它根基下的土地，是数千年前尧王
踮脚、翘首“望贤”之处。尧王之所以不远
千里跋山涉水去访贤、拜舜，就是因为他
听说舜很有才能，还有德孝之心，被舜孝
敬父母、疼爱弟妹、忍辱负重、助人为乐
的故事深深感动，也就更加坚定了选舜
为贤、继其王位的信念。所以，在此处建
楼、置钟，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是老故事，德孝是老传统，楼却
是一座崭新的楼，钟却是一口新铸的钟。
近年来，垣曲县在望仙大峡谷景区改造
中，修建了这座钟楼，给楼取名“望仙
楼”、钟取名“弘孝钟”，旨在为弘扬德孝

文化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并使景区的自
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为建设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山城、幸福
垣曲”作出积极贡献。所以，这座钟楼在
弘扬德孝文化的同时，更有其特殊的社
会意义。

钟楼的台基很高大，很厚重。在高远
的蓝天下，或流动的云彩中，或朝云晚霞
的映衬里，钟楼静静地巍然屹立，厚重儒
雅。远古的历史传说和神奇的山水仙境，
使这座古朴大气的建筑，透着迥然不同
的非凡气质，吸引着成群结队或三两相
伴而来的游人拾级而上。

钟是一楼厅堂的“主宰者”，偌大的
钟体悬挂在厅堂中央，稳若磐石，钟体上

“弘孝钟”3 个硕大的字，仿佛穿透了历
史。躬身附在钟前许愿，祝老人们身体安
康，竟然能听到“嗡嗡”的回声。上前抚摸
钟体，仿佛能感觉到一种来自远古的温
暖。握住钟旁横吊着的粗木撞钟，一下、
两下，厚重的钟声响起来，钟声飞出钟

楼，飞过山山水水，飞越蓝天白云，一直
向天边飞去。中华民族厚重博大的德孝
文化仿佛也随着这钟声，向周围铺陈，继
而弘扬到全国各地每个角落，传播进每
个人的心里。

踏着陡峭的阶梯，在精致的楼梯里
迂回向上，便到了二楼。就在那一瞬，历
史的沧桑，如远古清风扑面而来——白
色的楼壁上，《二十四孝》木雕图文并茂
地呈现在眼前。每个故事的背景、人物、
事件各不相同，但都蕴含着一个“孝”字。
中国的孝文化是千百年不断传承的，从

《二十四孝》的故事年代就可以看出来。
“孝”让我们学会尊重父母长辈，尊重这
个世界。“孝”让望仙楼充满温情，教会我
们感恩。怀着这种心情看画、读文，你会
觉得格外温暖和幸福。

欣赏完《二十四孝》字画，怀着对
“孝”文化的无限感慨来到四楼。站在楼
台，极目远眺，远远近近的山水都尽收眼
底。阵阵风儿迎面拂来，温润、清新，有花

蜜味，有草香味，沁人心脾。偶尔一只鸟
儿轻灵地从眼前飞过，渐渐在高空中化
作虚无，让人仿佛身处远古时代，在历史
的那头看现代人、看现代社会。而时光在
这里静静交汇，不露声色，原始、静美。原
来，登高望远的感觉是这样清爽、美妙。

在梦幻般的感受中下楼，然后回首
瞻望，望仙楼依然巍巍挺立，像是凝固的
历史。它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文化，蕴
藏着故事，散发着孝风。这是历史的扑朔
迷离所在，也是历史朦胧的独特所在。时
空的距离和美好的想象像花儿一般，在
这后世美丽绽放。

站在楼前，山风拂面，钟楼和人仿佛
有一场千百年前的约定。你的到来，冥冥
中就是为了赴约而来。那么，就上楼吧，
就敲钟吧，做泱泱中华德孝文化的弘扬
者、传播者！

让我们一起上楼，一起去感受孝风
满楼的温馨，一起在钟声里留住今天，仰
望明天……

孝 风 悠 悠“ 望 仙 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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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庙三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