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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学仁

荆淮村是万荣县万泉乡（原万泉县
县城）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村
庄，早在近 1500 年前的北魏时期，就已
有淮姓人家在此居住并建村。全村原有
大小庙宇16座，由于历史原因，唯一保留
下来的村级庙宇，就是这座二郎庙的主
殿和献殿。

荆淮村二郎庙，始建于明朝嘉靖二
十年（1541），距今已480余年。原庙南北
中轴线上分别建有大殿、献殿、东西耳
房、山门和戏台，戏台建在山门以南20余
米处。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庙貌，是 2022
年重新修缮的主殿和献殿部分，面积
187.55平方米。献殿呈卷棚顶，和主殿连
体而建，两殿阳坡和阴坡流水滴檐相邻，
檐水共同流入阶下一个排水槽。这种设
计精巧，布局紧凑，又不失高大宏伟的建
筑规模和形制，其他地方很少见到，是该
庙的一个亮点。

原名三圣祠

“二郎庙”是民间惯用俗称，其大名
是主殿门额上所书的“三圣祠”。全国不
少地方都有三圣祠，但“三圣”具体是谁，
各地情况不一。荆淮村三圣祠供奉着三
位神圣：中间主位是能征善战、安四方、
兴水利的二郎神杨戬，也称二郎显圣真
君；左边是“忠义仁勇”的蜀汉名将关羽，
也称关圣帝君；右边是主管士子学位考
取、功名禄位的文昌，又称文昌帝君，高
台周围有镂空精雕的木龛。二郎真君像
前正中地面上，东西各分列三位高大威
武的武士战神，其中一位脖颈绕蛇、手握
蛇头伸向庙门，一位腿旁蹲一哮天黑犬，
其余几位手持剑戟等各式武器，个个豹
头环眼，面目威严。塑像造型均系泥塑彩
绘，工艺精湛，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另外，大殿东侧常年放置一顶木轿，
轿内固定、端坐一木雕龙王像。

历史上，村民对三圣祠的祭祀非常
隆重，由东、西、南、北四社社首轮流值
守。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凌晨四五点，钟声
鸣响，烛火摇曳，祭祀者络绎不绝。从正
月十一开始，山门外的舞台上连演家戏
数天。每晚各社的锣鼓、花鼓、龙灯和故
事小戏，集中在二郎山门前轮流表演。正
月二十，更有花车、旱船、抬阁、高跷等大
型文艺节目会演，将活动推向高潮，至此
香火停息，庙门上锁。

三圣祠见证了近 500 年的历史沧
桑，我们今天修缮、保护它，正是为了不

忘历史遗产，更好地追寻和继承其承载
的辉煌历史文化和文明根脉。

梁脊传信息

二郎庙大殿梁脊板上书写的内容，
由于年代久远，除“嘉靖二十年岁次”等
字外，其余内容很难看清。近些年，经本
村一位热爱文物的老先生长时间辨析，
大体已经知晓。一般庙宇建筑的梁脊板
写法相对简单，而本庙梁脊板上的文字
竟长达85字。时间后除写“万泉县知县李
木”大名外，还写有署衙其他所有职官，
如分教、主簿、儒学教谕、典史等人的职
务和名字，主木人是维那头（寺庙的纲领
执事）淮伯通。

梁脊板的内容隐含了几个鲜为人知
的历史信息：一是，当时全万泉县114个
村庄，共有二郎庙两座，一座是今皇甫乡
后小淮村于明朝正德九年为古代治水英
雄李冰次子建的“文二郎庙”；另一座就
是荆淮村这座以纪念神话人物杨戬为主
的“武二郎庙”。一个村级庙宇的梁脊板
上，要署上知县和全体职官的大名，绝非
村首和书写人能擅自作主张的。荆淮村
地处孤山东北麓坡沿地带，是原万泉县
东乡、南乡通往万泉县县城的交通要冲，
根据地脉、文脉理念，在此建立二郎庙有
着守护县城东大门的特殊意义。因此，万
泉县县衙从庙宇设计到建造必然给予了
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所以梁脊板才得以
署上他们的大名以昭示后世。

二是，明朝嘉靖皇帝当朝的45年时
间里，原万泉县县志署名入志的知县共
有18位，而写在荆淮二郎庙梁脊板上的
知县李木，却志上无名。这种情况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后人编撰县志时的疏漏，另
一种是编撰者没有查清事实。所以，该梁
脊板关于知县李木的记载，弥补了县志
中的一个缺憾。

三是，历史上明朝的县级署衙编制
共有6个职官，即知县、县丞、主簿、训导、
教谕和典史，但该梁脊板上知县后排序
的不是县丞，而是分教，正规编制里并无
分教这一官职。由此可证，县级职官名称
在嘉靖二十年前后，有了新的设置或变
动，而这种变动在史书和县志中看不到。

献殿碑记史

嵌在献殿两侧墙内的石碑，是建庙
历史上第三次大修缮的纪念碑，立碑时
间为光绪二十年，碑文名称为《重建二郎
庙献殿并诸神庙碑记》。

二郎庙建筑群的其他建筑，由于历
史原因被拆毁。其主殿因先后被改建为
磨面房、室内会场和舞台；献殿被分别改
建为大队办公室、村卫生所等，被保存下
来。原建庙的纪念碑和两次修缮碑，于
1958年连同其他已毁庙宇的碑石，后被
另作他用。献殿墙上光绪年间的修缮碑
及前檐的蟠龙石柱，因改建大队办公室
和卫生所时墙面需要平整，曾被泥封而
得以留存。

其中，最值得记忆的是 140 多年前
的一次全村庙宇大规模修缮活动。从光
绪癸未年（1883）十月开始，全村在村首
曹作霖的带领下修葺了二郎庙大殿。修
理献殿时，使“卑之者高之，小者大之，丹
青绚烂，焕然改观，事虽重修，功实创
建”。这段记载让我们知道，献殿原来没
有这么高大，今天的规模正是那次修缮
时在原有基础上扩建的。二郎庙作为重
点工程重修结束后，村民又接着开始对
全村其他废毁的庙宇予以重修。资金来
源以田亩计银，在外生意人随心意布施。
开工之时，老者董其事，壮者效其力；农
闲大干，农忙暂停。直至辛卯年（1891）
春，历时8年始大功告成。从中可以看到，
荆淮村的前人们团结奋进、勤劳善良，他
们这种热爱公益事业的高度自觉和大干
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学习、
传承和发扬光大。

碑文还让我们了解到荆淮村清朝晚
期的人口、姓氏状况。从纪念碑计亩捐银
人名推断，可知当时全村共有 130 多户
人家和11个姓氏，姓氏中以曹、贾、孙、薛
四大姓为主。西墙石碑上记载的修庙捐
银户中，曹元朝带领子侄捐银60两，占全
部捐银总数的约四分之一。曹作霖以村
首和总理事的名义、在占六分之一的碑
面上，大书特书予以表彰，使我们今人敬
仰并记住了这位德高望重的乡贤。

铁钟多功能

现在我们看到的铁钟，是2022年修
庙时重新铸造的。原铸的铁钟，历史上曾
发挥过多功能的作用。首要功能是为祭
祀服务，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的黎明，大庙
铁钟便缓慢地敲响，传来悠扬、嘹亮的钟
声。村民们在家祭过先祖、吃过年饭，便
纷纷来到大庙跪拜祈福。

第二个功能是“敲钟申冤”。中国历
史上的县衙有“击鼓申冤”追求正义的传
统。荆淮村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个“敲钟
申冤”的村规民约，如有人认为自己在村
里受到欺压，特别是年迈的父母，受到不

孝子或儿媳虐待，便可到大庙敲钟申冤，
敲击方法是“当当当当……”快速连敲，
钟声清脆、洪亮，二三里外的田间也可听
到。村长听到钟声后，便会很快来到二郎
庙山门下的村公所问明原由，即派村警

（兼更夫）呼唤被告到场，在山门下公开
审理，结合群众的评判，做出相应处理。
这一乡规新中国成立后停止了。

第三个功能是老人寿终正寝后，孝
子穿孝服到大庙“敲钟报丧”。方法是“当
当当”慢敲三声，村民听到三声钟响，很
快便传知谁家老人殁了，前去吊丧、帮
忙。这一乡规直到1958年钟毁为止。

荆淮村二郎庙，以其建筑设计的独
特、规模的宏伟、塑像工艺的精湛，曾闻
名遐迩。其不仅是荆淮村的地标性建筑
和名片，更是近 500 年历史演绎的见证
和记忆的重要载体。它的一梁一柱、一碑
一刻、一砖一石，都蕴含着历史的沉淀，
凝聚着先人们的智慧，传递着不可再生、
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保护、传
承和利用文物。在市、县、乡三级党委和政
府的关怀下，荆淮村于2021年春成立“二
郎庙修缮委员会”，历时近一年，对二郎庙
大殿和献殿进行了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
修葺。今日的二郎庙，虽难以恢复往昔庙
貌的完整和风采，但人们已尽最大努力保
护住了这一宝贵的根脉资源。

庙宇重修碑中，记载了村首曹作霖
的一个愿望：“望后之观斯文者，嗣而葺
之，庶庙貌之不朽，而地脉之永无恙也！”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先人，会将这
一文物永远保护、管理、传承下去……

万荣荆淮村二郎庙沿革万荣荆淮村二郎庙沿革

□王思恭

近日，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在蒲景
苑倾情上演，再现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离
开苏区之后，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极其
残酷的环境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
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理想流血牺
牲的奋斗历程。演出剧场效果强烈，观
众激情互动，彰显了红色经典特有的艺
术感染力和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该剧是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三
团复排上演的红色经典。以著名歌剧艺
术家，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奖、全国
音乐电视大赛金奖等文艺奖项“大满

贯”得主孙丽英导演为首的创作团队，
继承创新、引入新观念、融入新手法，并
植入蒲州梆子、采茶戏、民歌等音乐元
素，形成了“南北融合、刚柔相济”的全
新风貌；梁晓丽、何坤、畅萍、冯海荣、侯
诗璇、闫惠轩、王颖峰、杜灏等优秀演员
联手打造，为该剧注入了强大的艺术生
命力。

该剧问世以来，热演城乡，并参加
了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与中共运城市
委宣传部及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的“红色
经典进社区、大地欢歌进乡村”公益性
活动，所演之处均获高度评价，引起强
烈的震撼，特撰此文记之。

歌剧《党的女儿》情动于衷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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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团合力铸经典，
红色题材火戏苑。
重温前辈奋斗史，
历历往事涌心田。
红军长征离苏区，
白色恐怖降人间。
乌云压顶天地暗，
腥风血雨浊浪掀。
疯狂残杀革命者，
家破人亡绝人寰！

二

共产党员不畏难，
胸中燃起火一团。
红军家属田玉梅，
神圣使命担在肩。
不忘初心跟党走，
重建组织磐石坚。
筹粮筹盐送情报，
智斗内奸巧周旋。
全力支持游击队，
同仇敌忾歼敌顽。
困境之中撑危局，
星星之火可燎原。
无怨无悔热血染，
但留英名在人间！

三

名家荟萃锻精品，
各展绝活倾心力。
领衔主演梁晓丽，
融入剧情全身心。
唱做念舞皆精彩，
演活巾帼田玉梅。
刚正纯朴采药人，
戏迷交口赞何坤。
表演贴切唱有韵，
英雄气概天地存。
畅萍扮演家辉妻，
陷入泥潭难脱身。

桂英砸锁重归队，
唱有情韵戏传神。
艺苑高才冯海荣，
扮演叛徒马家辉。
举手投足演人物，
入木三分倾戏迷。
侯诗璇饰鹃妹子，
母子相依度光阴。
凄风苦雨伴成长，
革命自有后来人。
名家联手展才艺，
情动于衷倾真心。
再接再厉升品位，
清香四溢梨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