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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庙里敬周仓

在龙香村的关帝庙内，除敬
奉关老爷外，还敬奉着关平、周仓
等人。敬奉关平不足为奇，因为
关平是关公的长子，生前杀敌无
数，战功卓著，那为什么要敬奉周
仓呢？听笔者慢慢道来。

据《山西通志》记载：“周仓，
河东郡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
遇关公于卧牛山上，遂相从。樊
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
之。”

也就是说，周仓是现运城市
平陆县人，东汉末年，参加了河
北巨鹿人张角、张宝的黄巾起义
军，为张宝的部将。在黄巾起义
被镇压以后，周仓落草为寇，成
了山里的大王。周仓这个人十
分仗义，也特别崇拜关羽，听到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后，非
常敬佩。等关羽护嫂寻找刘备
路过卧牛山寨时，周仓终于放弃
山寨，不做山大王，归顺关公，誓
死相随。周仓虽然武力值也不
低，但甘愿成为关羽的马前卒、
扛刀小弟。就这样，周仓跟随关
羽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立下赫
赫战功。后来，关羽败走麦城，
被孙权杀害，周仓闻此噩耗，以
身殉主，自刎而亡。

周仓追随关公，有始有终，生
死从之，这种节义受到后世极高
的尊崇。所以，在关帝庙里，关公
身旁立有周仓的塑像，就成为顺
理成章的事情。

在关帝庙中，周仓立于关公
右侧，其形象采用站姿，黑脸短
须，眼睛圆突，身穿甲胄，左手执
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颇
具英雄之气。

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在《单刀
会》中写道：“志气凌云贯九霄，周
仓今日逞英豪。人人开弓并蹬
弩，个个擐甲与披袍。旌旗闪闪
龙蛇动，恶战英雄胆气高。”寥寥
数语，概括了周仓忠心义胆、英勇
无比的英雄气概。

在新绛县城东约10公里的
汾河北岸，坐落着一座创建于宋
代的宫殿式古建筑。它以布局
严谨精巧，殿堂宏伟壮观，装饰
富丽华美，雕刻巧夺天工，彩绘
绝伦精美而著称于世。

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新绛县龙香关帝庙。

说起龙香关帝庙，在当地还
流传着三个奇特的民间传说。

龙香关帝庙始建于宋代，具
有上千年的历史，明、清、民国及
新中国成立后对庙宇均有修缮。
虽然关帝庙建筑之精，质量之好，
也经历多次大地震的考验，但毕
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庙宇的墙体
及附属建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老
化损坏，特别是祖殿房顶似有缝
隙，不时见光。但令人称奇的是，
无论是盛夏天降大雨，还是寒冬
大雪纷飞，这座古庙竟然从没漏
过一滴雨、一片雪，就像一把巨伞
护佑着关帝圣君的安危，保护着
一方平安。

传说，在最初建庙的时候，正
是七八月份，工匠们把砖瓦木料
都准备妥当，但天公不作美，大雨
狂下不止，工程只好停了下来，工
地只留一人看管建材。就在这天
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睡梦
中的里长（宋代村长的称呼）惊
醒。“里长，里长，好事，大好事
呀。”工地守护人急匆匆地说。“啥
好事呀？你快点说。”里长急切地
问着。“刚才，我看见一位仙子身
穿白衣，站在庙基中央，口吐莲
花，念念有词，瞬间大雨就停了。

我走到跟前，她说……”“她说什
么？”里长问。“她说，她在庙基的
四角埋了四颗宝珠，还交给我一
块上等的南海桃木。等庙墙建好，
上梁之时，用红布包裹桃木压在
房梁之下，便可逢凶化吉、遇难呈
祥。”里长接过南海桃木，细看一
番，问：“她还说啥啦？”“她还说了
一句，说这多年的恩总算报了。说
完，就没了踪影。”里长听到那人
所说之事，将信将疑，一夜未睡，
第二天还是召集了建庙的工匠
们，让他们务必按照仙子的吩咐
加紧施工。大约半年过后，一座富
丽堂皇的大庙——龙香关帝庙落
成。里长带领龙香村及附近村庄
的众乡亲隆重地为关帝庙举行了
开光仪式。从此，龙香关帝庙香火
旺盛，祭拜者络绎不绝。

千百年来，春夏秋冬，四季轮
回，龙香关帝庙虽历经风雨沧桑，
大殿屹立不倒，房顶滴水不漏。
盛传这是白衣仙子感念龙香村人
心地善良、广施博爱、多次收留和
搭救逃难民众，而赐予的护佑和
福报，这可能就是民间常说的因
果吧。

关羽是一位义气千秋、忠贞
不二、见义勇为的英雄。桃园结
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故
事家喻户晓，被海内外华夏儿女
视为学习的楷模和崇拜的偶像。

关公不仅忠义仁勇、行侠仗
义，还扶危救困、心怀众生，是百
姓心中的大英雄，有难必帮。刮
风下雨，雨润禾苗，这是天气气
象，更是自然现象，人们无法判
断，也无法预测。相传，在新绛
县龙兴镇龙香村，每当春季遇天
干地旱、长久未雨的状况时，村
民们便会挑选一个吉日，聚集在
关帝庙，敲锣打鼓，敬香祭拜，感
念关公恩泽，并由青壮年抬上关
公像巡游村庄，举行祈雨仪式，
祈求苍天喜降甘霖。每当村民
们进行祈雨活动后，不久就乌云
翻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庄稼
得到浇灌，人畜饮水得到保障，
当地旱情得以解除，颇为奇特。

据说，祈雨活动曾在当地流
传了上千年之久，成为民间的一
项传统习俗。在古代，由于科技
水平的低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现
象无法作出科学解释，而治理一
方的封建官吏或当地乡绅就采
取祭天或祭神祈雨的民间形式，
来解决久旱无雨的问题。

据唐代《晋书·礼志上》记
载：“武帝、咸宁，二年春分，久
旱……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
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宋代

《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引唐薛用
弱的《集异记·赵叔牙》：“通状祈
雨，期三日雨足。”可见，祈雨活
动从东汉后期就在宫廷和民间
形成。龙香村祭祀关公祈雨这个
民间习俗，虽有一些迷信色彩，
但从侧面反映了龙香村人民热
爱生活、追求幸福，祈盼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
愿望。

□张秋明

新绛龙香关帝庙：“三奇”传说壮庙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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