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肥沃，但没有溪流。夏季山洪爆发，三面的洪水汇集到盆地中间，冲出一个不深但比较宽阔的大沟。

由于沟内落差不大，况且白岭山和老君坑山两山之间的山口只有百米距离，地势不低，所以那条沟内经人

们改造出落差不大的几台阶梯堰滩地，麦秋作物年年丰收，乡亲们都把那几块地叫 “小粮仓”。

紫荆山，位于白岭山的西南，两座山相距不到百米 （其实，两座山在土层下不到十米深是相连的），

属于陉山山系往南突出的一座山体，它由主峰、北峰、东峰和主峰南边的小山头———马山头组成。

紫荆山主峰海拔二百六十多米 （军事地图上２６２米），主峰山岭呈东西走向，北峰海拔二百三十多
米，山体呈东南西北走向。东峰是一个在北峰东段南侧和主峰东北角土层中又凸起的一个很小的山头。由

于主峰和北峰的山体都是东西长，所以主峰与北峰之间的土地比较平坦，虽然也呈马鞍形，但土层深厚，

土质优良。在梯田阶梯式往西下降中，由于雨季洪水把梯田中间冲成了一条东西向，宽十至二三十米，深

十至二十米，长约一公里窄而深的大沟，可能是很早以前在沟内曾经住过李姓的住户，所以自古至今都叫

它 “李沟”。很早以前，由于主峰山体和北山之间深厚土层与沟内的高度差，土壤起到了很好的蓄水作

用，所以沟内常年流水潺潺，溪流往西一公里流入小洪河 （清·康熙三十年长葛县志上写有小洪河发源

于紫荆山的记载）。

东峰与主峰之间基本相连，不知道是由于冰山运动或是有史以来雨水的冲刷，从两个山峰相连处向东

南形成了一条宽大而又比较深的大沟。由于沟口南北宽有一百五十米左右，基本上占了主峰东坡的半拉，

自古以来那条沟就被叫做 “半拉沟”，沟内的岩壁上有远古人类留下的洞穴。山体的北坡、西坡北段属禹

州市管辖，山体的东坡、南坡和西坡的南段属于长葛市管辖，主峰全在长葛市境内，是长葛市唯一的主权

山峰。山体南北长约２５公里，东西宽约１２公里，山峰与山峰之间各有一百多亩土地，马山头与主峰之
间坡度较缓，地势如马鞍形，土层覆盖，形成百亩梯田。

紫荆山的北山东北部的山脚与白岭山西南坡实际上也是相连的，在两座山体延伸处的土岭中间往南，

由于洪水的冲刷，形成了一条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三十至近百米，最深处达二十多米的大沟，因这条

沟在白岭山的西边，所以取名叫 “西沟”，因在沟的中断西岸住着郭姓人家，所以也叫郭家沟。沟内有十

多处阶梯式沟滩地，是山区最好的良田。很早以前这条沟内是一条季节溪流，溪流向东南两公里汇入小洪

河。

礓疙瘩山的位置在紫荆山主峰西面偏北，是主峰向下延伸又凸起的一座馒头形小山头，与主峰距离约

一百三米，中间潜入地下土层约几米深，因山体表面被裂礓所覆盖，所以叫 “礓疙瘩”山，属于禹州市

管辖。礓疙瘩山最低，海拔大约两百米，南北长约四百米，东西长也不到五百米。山体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它下面岩石的材质非常好，结构细密，纹理清晰，比较容易加工成型，这里是生产石头磨的主要基地之

一。千百年来山体被挖出多处深坑，最深的有三十多米，石匠们还顺着石层在下边挖出深约二十多米，宽

十几米，高十几米的大石洞。

在紫荆山西边五公里处的禹州市境内有一个独立山头，它的地下部分 （１———１０米深的连绵带）与紫
荆山相连，它的岩石也是红色石英岩，只是颜色有点发黄，所以它叫 “黄山”。黄山主峰海拔二百多米，

南北长约８００米，东西长约一公里，是陉山山系最西端的山头。黄山的岩石没有大块，更没有巨石，况且
岩石没有明显的纹理，所以它很难成材，就是盖民房作为基础墙体也没有大块，五十公斤以上没有断裂毛

病的石块也很少见，所以附近的人们形容某一个人一事无成时，就流传下一句俗语：“黄山的石头，不成

材”。

（二）天然奇迹和古迹

陉山有许多独特的天然古迹，它主要分布在山南坡的长葛市境内。在主峰往南缓坡延伸约五百米处，

向南突出一处悬崖，悬崖高约十七八米，东西长约五六十米，岩壁上的岩缝把石壁分割成长约两三米，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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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两米的长方形的石壁，石壁大小基本相等，远远望去，石壁形似摞起来的古代存放衣服木箱子，因它

在 “婆婆石”的右上方，所以人们就叫它 “老婆箱子”，这个悬崖就叫 “石箱崖”。

在石箱崖的上方，有好几处平整的岩石的表面非常光滑，但上边有很多图案。有的像揉面用的大案

板；有的像烙馍用的鏊子那样圆；还有在光滑的表面上出现较为笔直，长二三尺，宽两三寸，深一寸多不

等的沟槽，这些沟槽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人们就按它的形状，分别把它们叫做 “大、小

案板、大、小擀面杖和鏊子”，更有一个一头深，一头浅的沟槽，槽底比较平滑，酷似翻馍用的翻馍拚。

在另外一块岩石的表面，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深槽，槽宽约三公分，深约三公分，传说它就是仙母

（紫气元君）开导张天师耐心修炼，说要把铁杵磨成绣花针的磨针石。

２００８年前

在悬崖的北上方，还有一块大石头的

表面上有两个三尺多长、七八寸宽，深约

两三寸，两头椭圆而中间稍窄的石窝，形

似鞋底，雨后总是存有一坑水，两三天才

会被阳光晒干，附近的老百姓把它叫做

“大脚印”。大脚印的尖头向北，极像人类

上山时留下的足迹。

远近闻名的婆婆石更是天下一绝。在

石箱崖下，紧邻绝壁有一高约十几米，下

面宽约四五米，厚约两米；上部宽、厚各

约两米的扁形石笋。石笋自上到下，与它

紧邻的绝壁之间相隔有三至米左右的空

隙。石笋上面覆盖着一块龟背形活动的巨

石，长约 ６米，宽约 ５米，厚约 ２米余，
重约百吨。若从相距它一米多的悬崖跳跃

其上，巨石颤动，咣当作响，令人胆颤心

惊，毛骨酥然。龟形的表面上可以座六个人玩牌，四周还可以座四五个人围观。从东南或西北方向它望

去，俨然犹如一个老婆婆双手掐腰，头顶巨石站在那里，所以民间把她叫做老婆顶石头，史志上则称它为

“婆婆石”。

在婆婆石北边七八十米处有一处悬崖，在悬崖与山体连接处的上边有一块巨石，巨石中间有一个浩似

%

腰葫芦平放状的天然洞穴，葫芦的底部面向山体。洞口呈不规则状，高约一点四米，宽约一米多。从山

体上经过石洞可通往外边的悬崖，人们可以从山坡上弓着腰下进去。石洞内宽窄、高低不一，空间的最高

处有两米五六，纵深约四、五米，
&

约两米多，洞内的空间可容纳十几个人休息。石洞的最狭窄处在葫芦

的
%

腰部分，此处高不足一米，宽不到七十公分，在中间有一个天然生长近似圆形的石笋。石笋高约七十

公分，直径约四十公分，石笋的两边都不足１５公分，圆形石笋的顶面十分光滑，任何人从一侧都难以通
过。表面没有丝毫人为加工的痕迹。如果说它是岩石风化？然而太阳晒不到它，雨水淋不住它，绝不可能

是风化所致，那么它光滑的表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唯一的解释是经过人们长期磨擦形成的。就像石雕作品

的最后抛光，只有经过抛光，才会使作品的表面光亮如镜，才会让人感到所雕的作品栩栩如生。

凡是到陉山的游人，如果想要从洞内到洞外的悬崖上观景，只有分开两腿歪着头匍匐着才可以挤过

去，但是，必须骑在石笋上磨擦住裆部才能通过，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滑稽的名字———叫磨裆石，也叫

（磨蛋石）。通过磨裆石到达葫芦的小肚，小肚的空间高度约一点八米，宽约一点六米，里边可容纳三四

个人休息。葫芦的小口高约一点三米，通过小口出去即是一片较为平坦的岩石。岩石南北长约四五米，宽

约一米五六，岩石上面两米多高处突出有不规则的悬崖，如房屋门外开放的走廊，下面和南北两面都是十

多米高的悬崖绝壁，置身于岩石上面，放眼观望，视野开阔，泠风飕飕。如果站在岩石上吼上一声，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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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回音缭绕，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半空之中。如若想要离开那平坦的大岩石回到山上，只有返回经过石

洞，别无途径，必须再次经过磨裆石。

在磨裆石北边约八十米处，有一处陡立的悬崖峭壁。峭壁高约二十米，自南向北宽约四十米，岩石形

成四根高矮不等的石柱，还有两个较小的石柱在它的北则，呈一字形横排，石柱上面断裂的缝隙横横竖

竖，呈不规则的几何状。从它的南、西、北三面相距五百米以外望去，岩石的缝隙恰似古代将军们身上穿

戴的铁盔和铁甲，头颅和身躯线条分明，它们都是掐腰直立，脸面朝外威武地矗立在山前，大有神武不可

侵犯之势，它就是举世罕见的 “将军柱”。在将军柱的峭壁下矗立着四五个一米多高的石笋，人们把它叫

做将军的 “栓马石”，在栓马石一旁还有两三块一米多高，上面平整又呈圆形的岩石，形似大鼓，所以当

地群众也把它叫做 “擂鼓石”。

擂鼓石和擂鼓台。远在七千五百年前，中华民族的 ‘乐神’，歌舞鼻祖 “葛天氏”，就出生在和陉山

相连的紫荆山下。在陉山的南坡，有一个马蹄形的大山凹叫礼冲，冲内背风向阳，还有几处天然洞穴。土

地肥沃，林木茂盛，溪流潺潺，鸟语花香，葛天氏经常带领众人在这一带活动。在冲口东则山脚处有一个

凸起的小山头，葛天氏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奇异的大石头，高三尺余，长宽六七尺，用石块击之咚！咚作

响，加之山谷峭壁的回音，响声到处回荡，好似渐渐远去的隆、隆雷声！于是，“葛天氏”就把此石命名

为 ‘擂鼓石’，那个小山头也被命名为 ‘擂鼓台’而流传至今。

葛天氏作为当时的一个部落首领，在族内民众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又根据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

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创造出三人操牛尾，顿足以 ‘歌八阕’的舞蹈，组织人们在劳作之余进行表演，以

此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最初的活动地点就是在这个 ‘擂鼓台’上，人们在歌舞的同时，又

用石块有节奏的击打 ‘擂鼓石’，利用 ‘石鼓’所发出的咚、咚声进行伴舞，歌声和鼓声在山谷中回荡，

造成了气势磅礴的恢弘场景。

后来，葛天氏在陉山的主峰西南方将军柱南面悬崖上，（现在的郑铁采石场粉碎机北侧）又发现了几

块大石头，上面的平面直径有一米多大，一米多高，用石块击之，也能发出咚咚的响声，加之此地悬崖峭

壁，回音不绝。这就是陉山的又一处 ‘擂鼓石’，被人们叫做小 ‘擂鼓石’，传说葛天氏也曾经带领众人

在这里操练歌舞。

在后河镇的榆林村通往陉山东山口有一条大沟，沟长二里，深丈余，在沟的北头尽处、由土层下边暴

露出由南峰延伸下来的岩石，其中一大块平面石头在石台之上，方圆六七尺，高三尺多，形似大鼓，传说

以前用石块击之，也能发出咚、咚的响声，也叫 “擂鼓石”，那个石台也叫 ‘擂鼓台’。葛天氏也曾经在

此带领着人们操练舞蹈，歌声同鼓声在沟内引起共鸣，气势恢宏，由此往南的大沟被后人称之为 ‘擂鼓

石沟’。在民国期间，民众为保护此文物树碑，由乡贤范梦瑞亲书碑文，碑记中介绍了葛天氏时期 “手莳

足蹈，其流风遗韵足以寄感慨动景”的歌舞盛况。可惜文革期间擂鼓石台与石碑一起被毁，幸好碑文的

拓片尚存。

我们的文明始祖 “葛天氏”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原始歌舞，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失传。今天的人们，

只有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去想象当时的流风遗韵和那恢弘的场景。陉山的三处石鼓，在过去

的年代里由于采石相继被毁，甚至有的连地貌也面目皆非。现在，唯一幸存的是那里的基本地貌即 ‘擂

鼓石沟’以及那被拓下的碑文做为见证。

在陉山主峰以东偏北三百多米山脊向南的拐弯处，凸起一块东西长两米多，宽七八十公分，高一米多

独立的大岩石，岩石的上面光滑如镜，中间稍有凹陷，酷似人们磨砺刀枪的磨石。相传东汉末年，关羽在

许昌辞别曹操到古城与刘备相会，途径陉山口，他把两个嫂嫂安排在土山的山神庙内，自己策马上山拜谒

子产和祭仲，并在那块岩石上磨励了他的青龙偃月刀，留下了一米多长、约五十公分宽、将近一米高的磨

刀石。

在主峰西北面约三百米的山冲里有一处悬崖 （新郑市境内），在悬崖的绝壁下有一潭清水，清冽甘

甜，偶尔还有小鱼游动。泉水汩汩地从黄色的崖缝里不断注入水潭，终年不竭，因泉水是从黄色的岩石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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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出，所以人们把此潭叫做 “黄龙潭”。潭的旁边有一座小庙，因庙建在黄龙潭旁边，这座小庙就叫

“黄龙庙”，庙内敬奉着龙王爷。以前山上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有纪念郑国名相子产的古庙会，成千上万人

饮用潭水而取之不竭。过去，每逢干旱，周边的老百姓成群结队抬着 “供食”到黄龙庙前求雨，十有八

九在三天内必降甘霖，所以老百姓都认为 “黄龙爷”灵验，更把从不干?的黄龙潭水称之为 “神水”。

陉山的南峰的山麓，还有硕大的马蹄印，所以向南缓缓而下形成土岭叫跑马岭。跑马岭缓坡而下虽然

到榆林村的村北面潜入地下，但它到后河村的东南角又凸出地面，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土丘。在土丘的北

面，后河村的东南角小洪河的南岸，由陉山下来的地下水在这里冒出地面，形成了一池自流泉，清澈的地

下水终年向上翻出地面，汩汩外流，水量和水温 （１８度）基本恒定，自古就被人们叫做 “龙泉”。

古迹地段的现状

传说东汉末年的吴人葛玄曾在此修

炼，暑天他能潜入水中数日不出。葛玄修

炼成仙后，白布入水能够变蓝，十分灵

验，所以龙泉池又被叫做 “葛仙灵池”。

据记载，起码在元代以前，这里就建起了

一座道观叫 “龙泉宫”，历史上被长葛县

定为县境内的八大景之一。

在白岭山西北坡的半山腰处，有一片

比较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处不高的小悬

崖，悬崖下的岩石上有一个凹坑，每逢雨

后，凹坑内存满雨水。也不只是在哪个年

代，有个人患眼疾视力模糊，上山后在那

里洗了一下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洗了

后眼疾很快就好了，于是人们相互传扬，

不断有患眼疾的人到那里洗脸，确实有不

少人洗后眼疾得到了好转，都认为那里的

水可以治疗眼病，十分灵验。所以，在很早以前在那里就建起了一座庙宇叫 “眼明庙”。庙院坐南朝北，

内部由石头和蓝砖拱圈，上面黄瓦绿沿，飞檐斗拱，甚是宏伟。庙里敬奉着 “观音菩萨”的泥塑像，菩

萨左手端着一个白色玉瓶，右手拿着一根柳条，仿佛是在用柳条蘸着玉瓶内的仙水洒向人间，治好民间的

眼疾，意为普度众生。以前每年的清明节山上有庙会。解放后后，庙宇被毁，庙会由山脚下两个相邻的村

子相争，结果成了这两个村子每年唯一的共同古会。

在紫荆山的主峰上，有一大片赤金色的土层，土层表面现在还有许多残砖碎瓦。传说在很早以前，那

里有一座小庙叫 “葛天老母”庙，此庙因已不存在的年代太过于久远，所以，谁也不知道它的原貌了。

站在主峰向东、南、北方向眺望，广袤的大平原一望无际，可以直接看到长葛县城、禹州县城、新郑县城

和许昌市的文峰塔。

在紫荆山的主峰北面五十多米处，有环绕主峰的一大片岩石，岩石的表面比较平整，都呈东南高西北

地的轻微倾斜状。在这片岩石上，有许多令人难以解释的图案，它们基本上和陉山石箱岩上面的相同。有

好几处的岩石表面平整而光滑，像大小案板、烙馍用的鏊子、大小擀面用的擀杖、翻馍拼等，还有几处只

有平整光滑的表面什么也不像，人们就难以给它命名了。所有这些岩石，以前人们认为它是天公造物，神

圣不可侵犯，所以，以前从没有人敢动它一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样的奇石还一直存在。在陉山的婆婆石和石箱崖上面，也有好几处类似的

岩石。在破除迷信的年代里，由于天生奇石的石质大都比较好，有几个年轻的石匠，大胆地在那里开采生

产石头磨，两座山的奇石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

一九六四年，随着土山可采的山体即将被采平，郑州铁路局陉山采石场根据采石的需要，把铁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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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陉山南坡的婆婆石和将军崖前，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陉山的奇石早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是在紫荆山主峰上，目前幸存面积较小的两处。

那些天生奇石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全国人民的考古意识也有了普遍地提高。在新郑市裴

李岗发现了七千年前的文化遗址，而后在浙江的河姆渡、山东的龙山、长葛市的石固等地，也先后发现了

六七千年前的人类遗址。在这些遗址里均都出土了石磨盘和石磨棒，经考古专家考证，属于在新石器时期

人类加工粮食的原始工具，并且得到了确认。而这些石器，都是随着人类繁衍的迁徙，随时都可以搬运走

的。

笔者认为，根据出土石磨盘对人类发展的作用，可以推论在紫荆山、陉山一带的天生奇石，是最原始

的石磨盘前身。而大擀杖和小擀杖等形状的奇石，则是原始人类为加工各种石斧、石锛、石镰等石器的利

刃，在那里经过长期研磨遗留下来的痕迹。这些奇石，应该属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因为它是人类

利用天然岩石做为石磨盘，而石磨棒在山上比比皆是，人们利用石磨棒在石磨盘上滚动把粮食碾压成粉

（石头碾的原理），再做成各种面食食用。如果人们把谷物摊这些平面石头上，再用较小的石块压在谷物

上进行弧状或圆周状研磨谷物，加工粮食的效率则会更高 （石头磨就是这个原理）。这就充分说明在紫荆

山一带，远在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从事生产、生活活动。远古时期的葛天氏氏族，就

是在这里产生、并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事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后来发展繁衍到中原各地。这些被

后世人们传说的天生奇石，就是葛天氏和他的先人留下来的活动痕迹。

从原始人类到葛天氏族，人们利用紫荆山天然坚硬的石磨盘加工粮食，久而久之，他们把平面的大石

头研磨的光滑如镜而遗留下来。由于远古人类还没有文字，他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无法记载，随着活动的

石磨盘 （片状）的发展，而最原始天然固定的石磨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于是就形成了千

古难解的天生奇石之谜。

紫荆山主峰的西边偏北一百多米处，有五六块巨石凸起在山岭的偏北坡，大的高约四五米，低的也有

两米多。这群巨石互不相连，有的像狮子，有的像大象，还有一个仔细观看像人的头面，这些形态各异的

面部，都是面向北方。巨石群的北下方二十米处，有一小块一米左右高的岩石独立，从它的南、北、东三

面望去，俨然是一只猴子蹲在那里面向东方，老辈们就说它是 “石猴”。

陉山神秘石窝

主峰的东面有一条大沟叫 “半拉沟”，

沟的最深处的峭壁有二三十米，沟长约三

百米，宽约三十米。在沟南岸的峭壁上，

有远古人类留下的九条土洞穴，洞穴分明

口和暗口。明口高约一米五，宽约一米；

暗口高约一米，宽不足一米，内部高约两

米左右，宽约两米多，洞深五之七米不

等，九条洞内部由高约一米五六，宽约一

米的小拐洞相贯通，自古以来就传说是

“九连洞”。

在小东峰的偏东侧有一块向东突出的

岩石，远处观之，像一只蹲在那里的蛤蟆

鼓动着下颚欲叫。传说只要蛤蟆一叫，必

遭水灾。因为蛤蟆一般是趴在水边叫的，

因它在山头上，只有水位到达它的身边时它才发出叫声，所以人们极不愿意听到它的叫声。

在北峰的最东端突出一大块岩石，因它像只大老虎仰着头望着东方，老虎的上颚突出，下颚紧闭着卧

在山头，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 “老虎嘴头”，它的下边是坡度极陡的山坡一直下落到与白岭山相望的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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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站在它的上面往下看，陡峭的山坡如同绝壁，凌身空中。

在紫荆山的南峰 （马山头）上，凸起一片不规则的岩石，在岩石不平整的表面上，分别有许多圆形

的石窝，石窝的大小基本相差无几，大部分直径都在七八公分，深三至十公分不等，有的集中，有的分

散。集中的石窝都比较深，而且分布的好像是什么图案。这些石窝不像近代人凿出来的，那么它是自然形

成的？还是属于岩画？或者是远古人类留下代表什么的符号？至今连专家们也没有得出让公众认可的结

论，还有待考古学家论证出它神秘的来由。

在南峰的山坡南侧，古代也有一座庙宇，传说是远古帝王 “葛天氏”的庙宇，由于年代过于久远，

不知是何朝何代因战乱或失修已经早不存在，只留下不少的砖头瓦块和后人的遗憾。

在南峰向西南延伸的山脚处，有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河流叫小洪河 （古代叫葛河）。在此处的河床中

有一个大而深的水潭，（现在的三号公路后樊楼大桥西头北侧）潭的水面有半个球场大，深有丈余，水呈

蓝色，而且很像人胃的形状。潭的四周都是崖石，唯独东南有一个上阔而下面不足一丈宽的狭窄出口，潭

的东面是紫荆山延伸的岩石，西面和南面是一块突起的大崖石，稍微倾斜的表面，差不多有半亩大小，大

崖石下面是被潭水淹没了的石崖洞。葛河上游的水从北面流来，与潭的水面有五六尺高的梯形落差，每逢

洪水和丰水季节，急流冲进潭内的崖洞再旋翻出来，（里边有多处岩石空洞，空洞内存有空气，急流冲进

去压迫空气，空气再冲破水面而发出响声），造成老远就能听得到叮叮咚咚清脆悦耳的响声，所以自古人

们就把它叫做响潭 （在老县志上也称它为石浃潭），它很早就被长葛县列为八大景观之一。

在响潭南边三百多米处的河西岸，有一座建筑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拱斗飞檐，雕梁画栋，青龙扶柱，

甚是庄严。北侧有个养鱼池，那便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德星 “陈实”的庄院，也就是后来的 “德星观”。

（三）历史文化和传说

刘禹锡在 《陋室铭》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陉山山系就有它许多

历史遗迹和闻名之处。

陉山，春秋初期名乔山、中期为陉山，史书上最早出现 “陉山”二字是在 “魏襄王六年，败楚师于

陉山”的记载。宋代曾叫大言山，大南山，后期才重新改回原名为陉山。陉山原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古

迹众多，最为著名的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墓 （在子产墓的东面）和郑国名相子产的墓冢。

祭 （ｚｈàｉ）仲 （？—前６８２年），字仲，又称祭仲，春秋时代郑国大夫，政治家、谋略家，与祭仲有
关的最早记载是在郑庄公元年 （前７４３年）。春秋时，郑武公死，长子庄公继位。当时郑庄公把京封予自
己的弟弟共叔段，祭仲劝阻，认为封邑过大，容易使共叔段养成实力发动叛乱。但因为封地要求是由郑庄

公的母亲武姜提出，所以庄公没有听从祭仲的建议。其弟共叔段图谋篡位，在封地内招兵买马，修整军

备，郑大夫祭仲深表不安，谏庄公早除共叔段，以绝后患。庄公答曰： “多行不义必自毙，汝可拭目以

待。”暗示共叔段不悔改的话不会有好结果，劝祭仲不必担忧。不久，果如其言，共叔段狂妄自大，蚕食

边邑。在郑庄公的多次放任之后，叔段则砺兵秣马，准备偷袭都城。同时，武姜则准备在叔段来袭时，作

为内应，打开城门。共叔段在公元前７２２年发动叛乱，庄公获悉这一叛乱阴谋以后，见时机成熟，随即命
令子封 （即公子吕）带领两百辆战车前去讨伐叔段。而同时，京的民众在得知庄公大军前来平叛后，纷

纷背弃叔段。在此情形下，叔段不得已逃往鄢地，而平乱大军则一路追至鄢。郑庄公廿二年五月廿三日叔

段逃离郑国，流亡共国避难。

祭仲一生从政，为郑国的稳定和发展功绩显着。他忠心耿耿，清明廉洁，死后简单地葬在陉山的山脊

之上，还面向郑国。

公孙乔，名子产 （？前５２２年），郑国司马子国的儿子，卒于郑定公八年，有关子产的事迹最早是在
公元前５６３年。郑国政变子产命令防守城门，带领着他的族人为国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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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５５４年，子产始立为卿。后来，子产又被推荐当国，郑国由于子产执政，外交上比较灵活，国内政
治也比较稳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子产在郑国推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强国势的改革，其中主要的

是改革田制，“作丘赋”和铸刑书。

子产墓的西北方向，有一通石碑，字迹斑驳，依稀可辨其为子产墓碑。正面写着：春秋名相郑子产墓

纪念碑，碑是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所立。墓的南边也立有一碑，上写 “子产墓”，为许昌市政府所立，

两块碑显示子产墓同时被许昌和郑州两市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在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法律，并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律。他不

禁乡校，主张言论自由，尊重民意；他认为统治者 “修德”自律比向神灵祈祷要好；他实行丈量土地，

以田亩多少纳税，尊重土地私有。

郑相子产卒于郑定公八年 （前５２２年），他 “生不侵民财，死不占民土”，而是让他的儿子把他葬于

陉山山顶。现存墓冢高５米，底边周长约近百米米，以红石块堆成，顶圆底方。墓门朝向郑国都城新郑，
以示死后仍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子产为官几十年，为相十几载，始终勤政爱

民，惜土如命，廉洁一生。子产死后家无余财，按照子产的遗嘱：“生不侵民财；死不占民土。”其子负

他葬于山顶，没有豪华的陵寝，只是把黄土挖成墓穴，用山上的大石头堆放盖了起来。百姓闻之恸哭于

声，纷纷前来助葬，人们从四周抬来大石块堆成高约五米，直径十几米的金字塔状。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廉洁名相，在他的墓前立碑纪念并建起庙院一座。庙院分为主

殿、南北配殿和山门楼，高大的主殿座西向东，飞檐斗拱，黄瓦绿檐，整个建筑的窗户以下就地取材做基

础，红石垒砌，将近有一米厚。窗户以上部分由十八斤重的汉砖垒砌，房顶无梁檩，拱圈而成。整个庙宇

除门窗以外不用木材，全用石头、青砖进行拱券，上面再覆盖上琉璃瓦建造而成。两米多高的子产塑像俨

然坐在神台之上，接受人间的祭拜和香火，庙内常年香烟缭绕，游客如云！庙的周围，特别是东、南两面

植有青松翠柏以示子产的精神长青！

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子产，每年春天的三月三和秋天的九月九，周围百十里的群众都要到山顶子产庙

前举行祭祀活动，登山的百姓和乡绅官员络绎不绝，形成了辐射周边的古庙会，至今香火不断。１９８７年，
该墓被公布为郑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人杜预拜谒子产墓，作 《遗令》一文：“其造冢居山之顶，四

望周达，连山体之正而斜向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

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

民间传说子产墓并不是由他的儿子自己垒起来的，而是玉皇大帝派神仙建起来的。子产生前爱民如

子，死后他的儿子却无钱殡埋父亲，于是，儿子按照子产的遗嘱，就背着父亲的遗体上山埋葬。此事感动

了上帝，玉帝就派炼石仙母夜间运送石头为子产建墓。仙母头顶着石头披星戴月运了好几趟，最后一趟，

刚走到山腰，忽然鸡就叫了起来，仙母头顶着大石头来不及升天，就化作石头凝固在陉山的山前。如今，

两千五百年过去了，“石婆婆”还站立在子产墓的西南方悬崖底下，老百姓称为 “老婆顶石头”。

在山的西南部有许多列石，特别是那些高高低低的石柱，每当夜色朦胧的时候，宛如威风凛凛的武

士，老百姓称之为 “将军柱”，说是上帝为了不让坏人破坏子产墓，特派天兵天将来此看守。山的南部有

一岩石，独居山梁，平整光滑的岩石表面，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沟槽，老百姓称之为 “磨枪石”，是不是将

军们在站岗的间隙磨枪的地方？不过老百姓也称之为 “老婆磨针石”，一说是王母娘娘磨针点化轩辕黄帝

的地方，一说是老太婆点化李白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那如水银度过的石头，还有石上深深的印痕，是脚

印？还是岩画？还有跑马岭深深地印在石头上的人迹马蹄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神仙们的妙手所

造？还是先民们的奇思妙想？

关于埋葬子产的记载和传说：元代 《贾氏说林》记载：子产逝世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他的儿

子不能及时埋葬他。郑国的人可怜他，男的女的争先捐出无数金银财宝帮助办理丧事。子产的儿子都不

要，自个儿到陉山上背土埋葬了父亲，郑国人把拒收的金银财宝都倾倒到河里，这条河后来就被称为

“金水河”。从记载看，子产虽然一生为官，但他非常廉洁。他的儿子也严于律己，不靠父辈声望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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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陉山，由于它特殊的岩石和地理位置，以及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岩石，文化古迹，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故事和颂歌。

明·王定 《陉山晚照》：“落日下大荒，半点?上字。”坚硬的红石表面有许多网格和类似文字的痕

迹，虽然只是在石头皮肤上留下了浅浅的印痕，又怎么就会轻易否定不是远古人类的创作？

张秉忠 《陉山晚照》：参差石影晚霞轻，一点流光曝地明。疑似国侨赤肝胆，日随荒冢献晶英。

明·新郑县令陈大忠 《陉山晚照》：蕞尔孤城摄大强，公侨八面一身当。千秋事业垂青史，犹带余晖

映夕阳。

“陉山晚照”是新郑八景之一。民间流传：郑子产 “活着肝胆照日月，死后日月照肝胆”，所以每当

夜幕来临，陉山顶上仍有一轮红日照亮着这位爱民如子的郑相墓冢。还有人说：有时雨后初晴，夕阳西

下，远望子产墓上方，仍会出现一轮碾盘大的玫瑰色的红日，转眼又不见了。那是太阳神不愿让黑暗笼罩

子产的墓冢，它做完了它的职事，又偷偷地跑来了？民间传颂故事虽然离奇，却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子产的

敬仰之情。

清·康熙三十三年 （１６９４年）《新郑县志·山川志》中写道：“陉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史记》：魏襄
王六年，败楚师于陉山。山上有子产庙及墓，墓之后，每逢夏至日落时，有虹光，其大如斗铺于地。旧志

所载陉山晚照是也。里人相传，以为子产赤胆忠心云。《一统志》作邢山。”姜分司有 《陉山晚照》：侨茔

大尽地，特泄井千尺。万古一寸心，犹共残阳赤。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记载：“山上有郑祭仲冢。冢西有子产墓，累石为方坟，坟东有庙，并东北

向郑城。杜元凯言不忘本际。庙旧有一枯柏树，其尘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列秀青青，望之可嘉

矣。”

子产墓

子产的墓庙至１９５０年尚存完好，庙宇
南边的古柏林尚存。柏树林于１９５２年被当
地伐毁；庙宇的南北配殿在１９５５年春季，
被当地圈三眼井用砖所毁，而主殿毁于

１９５８年。至此，所有庙、树皆废，惟有墙
基轮廓尚存。

至２０１０年，由民间集资在原基础上，
简陋地建起主殿和南北配殿，内部请画师

画了些有关子产和历代孝子的壁画。终究

是民间集资，经费有限，比起原来的子产

庙的规模和气质相差甚远。但这也充分显

示了子产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和地位，足以

印证 “爱民者，民恒爱之”的真理。

由于陉山的岩石独特，在当地就有一

个 （颠倒历史的）传说：此地原来没有

山，有一条大河叫乌江。楚汉相争，楚霸

王项羽自刎乌江口，张良为使霸王永远不再转世，用神仙给他的赶山鞭，在巍巍昆仑山上把鞭子一挥，赶

来了一座岩石独特的山，因此这座山叫 （行）陉山。陉山把项羽永远压在了山下，因而陉山的北二峰传

说就叫霸 （八）王峰。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山峰顶上，四周都是岩石，中间有一片两平方左右的黄土，

自古以来寸草不生，传说那就是霸 （八）王墓。曾经有人在上面盗挖，现在还留有盗孔，两三米深还不

见岩石，传说乌江就在陉山之下。而更为巧合的是，国家地质局在陉山北面曾勘察出一条水量非常大的地

下河，这更增添了这个传说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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陉山与远古帝王葛天氏。在陉山主峰的东南有一个大山冲，三面环山，唯一南面只有一个瓮颈形的出

口。冲内有三条小冲，两道山梁和两条土岭，冲内的小溪流水潺潺，溪流汇集后形成一条小河，小河在擂

鼓台的下边流往山下，在山前洪积扇处潜入地下。冲内有近百亩梯田，土质肥沃，山坡上和堤堰边上林木

茂盛。据记载和传说，自古至今冲内没有固定的住户，更没有长期住过姓李的人家，那为什么人们都把这

个山坳叫礼冲呢？

传说远古时期，由于冲内背风向阳，又有天然屏障，洞穴处处可见，花果遍地，林木葱葱，鸟语花

香，十分适合人类在此居住和生活，葛天氏部落就经常在冲内活动和聚会。

葛天氏是一个身材魁悟，智勇双全而又十分体贴民心的部落首领。由于他领导有方，部落内的人们勤

劳勇敢，物质丰富，团结互助，人人平等，尊老爱幼，和谐相处。他为了增强部落内部的凝聚力，活跃人

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他还经常在礼冲口的擂鼓台前，用他发明的 （八阕）歌舞来教化子民，用舞蹈

的表演形式来教育他的子民学习礼仪。喧天的歌舞声和震耳欲聋的石鼓声在山谷中回荡，其它部落的人们

知道后都好奇的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在葛天氏的部落里，尊老爱幼，人人平等，欢声笑语，各尽其能。

已经达到了 “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的和谐景象后，回去相互传颂。

葛天氏领导有方的消息，逐渐传到了其他部落首领那里以后，于是他们就相互联系，先派亲信去打探

虚实。当亲信们回去汇报真是如此以后，其他部落的首领都产生了亲自前去会晤葛天氏的想法。所以周围

各部落的首领们也都纷纷慕名前来拜访，学习经验。

那些部落首领来到后，葛天氏总是对他们热情地欢迎和款待。葛天氏对他们说：“我们和子民一样都

是人，大家要和睦相处，平等待人。尊重别人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当首领要以礼仪取信于子民，我们才

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和信赖！”各部落的首领们都十分赞同他的言论和举动！

从此以后，人们就习惯地把葛天氏教化子民，曾经居住过并又经常在那里操练歌舞的山冲叫作礼冲！

至今礼冲这个地名在陉山周边一带还妇孺皆知！

葛天老母墓。众所周知，葛天氏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个优秀的部落首领，也是一个著名的远古帝王。他

的小名叫 “葛天”，帝王谱上他的名字叫凤诰，是他发明了东方乃至世界上的第一首歌舞——— 《葛天氏之

乐》，也就是古今闻名的 《歌八阙》，所以他在历史上被誉为 “乐神”。他还发明了利用葛树的纤维编织成

衣服，解决了人类的穿衣问题，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发明创造，几千年来一直把土布叫 “葛布”，用葛布做

成的头巾叫 “葛巾”，做成的鞋子叫 “葛履”。

既然葛天氏对人类做出了那么多的重大贡献，如此伟大，那他的母亲是谁呢？（为什么不问他的父亲

是谁呢？原因是那时候还处于母系社会的群婚时期，人们可以说都是只认其母，至于父亲是谁？则都不重

视和追究。）这个问题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人们都知道是母亲含辛茹苦把自己生养大的，所以人生对

母亲的感恩之情最深。几千年来，虽然都不知道葛天氏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但根据传说，她却是一个很了

不起的氏族首领，由于她是文明始祖葛天氏的母亲，所以就被人们称呼为 “葛母”。

葛母在担任部落首领时期，人类正处在旧石器和新石器的过度时期。那时候人类的生产、生活，还处

于低级阶段，虽然男人和女人劳动有所分工，但人们基本上过着共同打猎，共同打鱼，共同种植，共同收

获，共同加工，共同享用相对集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始共产社会。在那群婚时

代，虽然有了家庭这个小团体，但主持家庭乃是主妇，也就是这个家庭里孩子们的母亲。成年男子则在一

起听从首领的分配，或是出去打猎，或是在部落的周围负责安全，保护自己的部落不受外来入侵者的掠夺

和野兽的伤害。

在紫荆山主峰的东面有一条大沟，这条沟呈大漏斗的剖面状，当地群众代代相传把它叫做半拉沟。这

条沟为什么会起个这样的名字呢？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条沟的沟口南北有一二百米宽，占了主峰东麓的半

拉 （边）；二是这条沟南北两岸的地形，沟的南壁悬崖比沟北壁的悬崖要高得多，当地的俗话是半拉高，

半拉低，所以叫半拉沟。

传说葛天氏的母亲是一位聪慧贤达的女性。她在部落内尊老爱幼，善于团结民众，她还经常协助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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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外来的入侵。那时候人类的战争，都是靠棍棒和石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俘虏对方的人员，扩大自己

的族群和领地。而俘虏的对象则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往往一打起仗来就很难顾及到这些弱势群体。

葛天氏的母亲为了保护民众在战争时不被掠走，她就想到在战争时，必须把弱势群体安置在安全的地

方。由于她就生活在紫荆山、陉山一带，她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她经过仔细观察，提出在半拉沟的

悬崖上开凿洞穴，并把洞穴在里面贯通。一旦遇到战争，她就把那些弱势群体藏在九连洞内，人们可以在

里面相互照应。每个洞口由一两个人把守，任何人也奈何不得，起到了保护民众的作用。她的提议得到了

部落首领和民众的支持，并付诸实施，真可谓是 ‘一夫把关，万夫莫开’。

葛天老母的藏兵洞处于悬崖半空，洞的上面峭壁有六至八米高，洞的下面有八至十多米高。洞与洞相

距六到十米不等，洞深十米左右，洞口大小不一，除西边那个首洞可以观察敌情外，其余的洞在里边都可

以相通，所以也叫九连洞。

葛天老母遗留下来的九连洞，现在也很少有人攀爬进去，这不能不为我们先祖的智慧而骄傲！

葛天氏的擂鼓石沟。人类文明的续篇是由石头写成的，葛天氏就是在陉山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用这种

石器把农耕时代拓荒者的英明伟绩刻进历史与记忆，“擂鼓石台”就是记忆的延续与见证。

在径山之阳，葛河 （小洪河）之阴的榆林村北，有一南北向的大沟，沟内北尽头处有一个巨大的石

台，台上有一方圆六七尺，高三尺余的岩石，形似鼓状，以石击之，极似鼓声，咚咚作响，沟内轰鸣，山

坡回荡，犹如万马奔腾。

传说这里就是葛天氏 “操牛尾、歌八阕”击石为鼓、鸣叶为乐的地方。因而此石得名 “擂鼓石”，石

下之台为擂鼓石台，此沟为 “擂鼓石沟”。

在当地流传一俗语：“甭嫌苦，擂鼓石边去跳舞，甭木虎 （发呆、发迷），赤巴脊梁漏屁股”。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对人们说，不要嫌现在的日子苦，比葛天氏那时的日子怎么样？他们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还

唱歌跳舞呢！这说明葛天氏及其族人在这里过着艰苦而又快乐的洪荒岁月。

擂鼓石在文革期间有所破坏，现存有石鼓遗迹。擂鼓石的一边有一石碑，这是在民国二十四 （１９３５）
年，民众为保护擂鼓石树起的，由乡贤范孟瑞亲书碑文，碑记中介绍了当时 “手莳足道，其流风遗韵，

足以寄意慨动景慕而供游观者，无不表彰而保存之”。可惜石碑与擂鼓石同遭不幸，好在碑的拓文尚存。

在紫荆山的主峰与北峰之间，有比较平整的百亩梯田。在山凹偏西处有一个几十口人的小自然村，以

前住着周、靳两姓。由于小村的西边百米就是禹州与长葛的边界，属于天高皇帝远的两不管地方。在抗日

时期，在日寇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长葛县委长期处于地下活动时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根据敌

情，县委主要成员的办公地点不断地进行转移。

这个小自然村的周家开有药铺，老大周世昌是闻名周边的中医，老二周鸣也是中医，方圆几十里的病

人前往看病抓药的络绎不绝，老五周德五是赵吉辅、陈伯谨、陈瑞图、李思孝、辛金生等人介绍入党的地

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联保主任，日伪后河镇的副镇长。于是，长葛县委研究决定以此条件作掩

护，也更便于与八路军豫西抗日纵队的皮定均将军及时联系，确定在周家设立中共长葛县委的办公地。同

时，周家的窑洞内也是抗日先锋报的地下印刷馆旧址，当时的油印报纸由地下交通员发送到长葛、新郑、

密县、禹州、登封、尉氏和洧川等地，在对敌占区的抗日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历史名人

葛天氏，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他是与有巢氏和伏羲氏齐名的一代帝王，他创造了中

华民族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支歌舞 《葛天氏之乐》，他是历史公认的乐神和歌舞鼻祖；由他发明了人类利用

葛纤维开始纺织和穿衣，使人类了告别了冬不保暖，夏不遮体的荒蛮生活，开创了人类步入文明、进步、

发展的新纪元，营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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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葛天氏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史无前例地伟大贡献，所以有关他的出生地和活动区域就成了

世人共同关心的主要话题。自古至今有长葛说、宁陵说、武陟说、泌阳说，还有伊川和广西等。各地争论

的焦点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让葛天氏这块耀眼的金字招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使葛

天氏的精神无限地发扬光大下去！但无论谁说都应该尊重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早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

只有尊重这一事实，才是葛天氏真正的归宿。

查阅各种文献有关葛天氏的记载，主要出现在典籍诗词中。最早应该是一字千金的 《吕氏春秋·仲

夏纪·古乐篇》中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

《史记》司马相如传对葛天氏的 《歌八阙》作了详细的记载：“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

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南北朝的 《昭明文选》、北宋的 《太平御览》、清朝的 《古文

观止》以及新旧版的 《辞源》、《词海》、《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都作了引述和记载。晋代的陶

渊明在 《五柳先生传》中把隐居田园生活称作 “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元代诗人沈禧在诗中写

道：“忘世虑，断尘缘，逍遥游葛天。”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在诗中说他是：“葛天氏之遗民。”在历代大

学的音乐教科书上，称他为音乐鼻祖———乐神。

长葛市石固镇的葛天氏遗址，发掘于１９７８年，出土文物多达１１８００多件，尤其是单孔骨笛，经国家
文物专家鉴定，属于７５００多年前的最原始乐器。出土的石斧、石链、石锛和灰陶器具，它们都属于旧石
器晚期，新石器早期人类使用的器具。圆形半地下式的七座房屋，中间一个大的，周围分布着六个小的，

十分符合人类原始公社时期都城王室和臣民的居住分布状况。单体的墓葬区，男女的随葬品，都与葛天氏

的生活年代相吻合。

在陉山脚下的后河镇上，有被长葛旧县志列为八景之一的葛仙灵池，位居龙泉宫 （也叫葛仙宫）内。

葛仙灵池始建年代虽然不详，但是，从石固镇元代初年建天宝宫的碑记上，刻记有龙泉宫捐款，所以它应

该远远早于元代。它被命名为葛仙灵池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葛天氏出生在附近的紫荆山下，他经常在这

里活动，传说是由他掘出的泉水，所以在龙泉宫 ‘德星聚汇’的大殿内就供奉着葛天氏塑像。第二是东

汉桓帝时的著名德星太邱长陈实，弃官后由古桥乡的陈故村迁至葛河响潭泮 （葛天氏的出生地）定居，

立祖莹，建庄院，立祠堂，供奉三皇和葛天氏，后为德星观 （１９２７年被毁）。第三是东汉末年的葛玄，他
从千里之外的句容前来寻祖，并在翻花泉池边居住。他到陉山一带采药，又在池边立鼎炼丹，直到他水遁

成仙，传说白布入水能够变蓝。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先人，便把此池命名为 ‘葛仙灵池’。

在紫荆山的主峰上，有古代遗留的葛母庙 （也叫老母庙，现存有残砖碎瓦）。在小庙下面传说有葛母

墓、庙南有葛天氏墓，所以紫荆山也叫葛天氏陵。在主峰东麓的悬崖峭壁上，有遗存的葛母藏兵洞。在山

头上有远古人类留下来的神秘石窝和符号，在主峰上有最原始的石磨盘。在原始母系社会的群婚时代，所

有人都只认其母，不知其父。既然葛母生活在紫荆山一带，无疑她的儿子葛天氏是在长葛出生。

在陉山从西到东有三处擂鼓石，两处擂鼓台。其中最东边的擂鼓石沟内，存有擂鼓台和大石鼓。１９３５
年由民众捐资，在擂鼓石旁矗立纪念碑一座，碑文由著名乡贤范梦瑞先生丹青，记述了葛天氏带领民众在

此歌舞的盛况。

在坡胡镇海子李村西岗上 （海子李遗址），有一座葛仙爷庙 （也叫上观天爷庙）里面敬奉的就是葛天

氏。庙西南百米处有一暖泉，因终年水面翻滚晃动而叫晃潭。晃潭里的水流出去以后形成一条河叫暖泉

河。这里地下文物丰富，既有仰韶和裴李岗文化，又有新石器早期的石器、陶器等积淀，被许昌市命名为

文物保护遗址。

在坡胡镇的水磨河村从古至今有一个传说，葛仙爷是他们的先祖和保护神。以前四个寨门楼里面，都

敬有葛天氏塑像，各家各户都敬着葛仙爷。村南街有一座古戏楼，戏楼两边的柱子上，写有传承葛天氏歌

舞的对联。每逢唱戏必须先敬拜葛仙，也叫破台子，否则，演出就会不顺利。

在邻近长葛市的许昌县苏桥村，自古就是葛姓的祖居地，他们村有一个葛氏祖墓群，记载了他们葛姓

的来源，至今还存在明代遗留下来的古建筑，他们村男女老少都知道他们是葛天氏的后裔，历代都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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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以及海外的葛姓族人前来拜祖。

由以上的遗址、遗存和传说可以看出，葛天氏就是出生在长葛，成长在长葛，并建都于石固镇，发展

在中原。他所领导和影响的范围，应该是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更远。

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查证，我们的先祖葛天氏一世———风锆，生于公元前５７１１年，公元前５６８０年被推
举为部落首领，在位执政六十六年。他在公元前５６１４年临终之前传给二世，享年九十七岁，由他开创了
远古文明的葛天氏时期。

现在，尽管有很多地方都打起了葛天氏文化这块金字招牌，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弘扬葛天氏精

神，加快经济繁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然而，葛天氏既然是上古时期的一位杰出首领、一代帝王，他的

活动范围不可能只局限在一个地方，更何况他的子孙后代繁衍受封于祖国各地呢！所以，我们应该为有这

样一位英明的先祖而骄傲和荣幸！对于葛天氏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都是我们共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

长葛，因葛天氏故址和遍地生长葛藤树而得名。在春秋设为长葛邑，秦汉时期因社稷坛而改为长社，

隋朝又改为长葛县，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于１９９３年撤县改市，长葛的地名并
没有改变而一直在沿用。

１９３８年，在后河镇的葛仙灵池旁，由石固镇乡绅牛桂亭捐资设计，建起了长葛县第一所个人投资、
设施比较完善的 “葛天中学”。学生来自周边的长葛、新郑和禹县各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知分子和爱

国人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葛县委招待所改为葛天宾馆，为三星级宾馆。从县城到禹县的大道命名为葛天

路。县文联创办有葛天文学刊物，市区建有葛天高中，后河镇有葛天集团，还有葛天牌三轮车制造厂等

等。

九十年代初至今，有闻名周边的葛天化妆品城和葛天生活馆，在市区八七路矗立有花岗岩葛天氏雕

像。有葛天文化网，葛天文化怡园，葛天生态园，葛天舞蹈学校，葛天城乡汽车站，葛天美食城，葛天幼

儿园，葛天艺术团等等。２００７年５月，由已离退休的县级老领导带头，河南长葛葛天氏文化研究会正式
成立！他们以葛天氏为荣，无私奉献，挖掘搜集有关资料，举办研讨会和文化艺术节，整理编印了有关葛

天氏的一、二、三集丛书，乐舞始祖———葛天氏一书，已由河南郑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

长葛，作为葛天氏的故里，七千多年来，他的后裔们无时不在怀念先祖，继承和发扬先祖精神！在党

中央文化兴国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努力打造葛天氏这块金字招牌，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提高全民的文明意识，创建富裕和谐的社会而共同努力！

葛仙灵池位于 “乐神”葛天氏的故里，长葛市陉山脚下的后河镇上。在后河村东南角有一座 （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苍松翠柏相映绿柳青竹点缀地宫殿式的建筑群———龙泉宫。葛仙灵池就处在龙泉宫

的正中心。

龙泉宫占地面积约二十余亩。在中殿的台阶前，有一个内围八尺见方、外围一丈六尺见方、高约零点

五米的双层围栏。内外围栏之间有青砖铺成一米五宽的人行道，围栏由青石双面浮雕组成。在内围栏中间

有一深约三米清澈见底的水潭，泉水由池底涌出，喷珠吐玉。潭壁由青石条层层砌成，池内水面高出宫外

地面一点二米。水温常年１８度以上，冬季冒热气。传说此池是上古时期的葛天氏在此掘出的温泉，三国
吴人葛玄在此成仙而得名。所以内围栏正面刻有四个醒目大字——— “葛仙灵池”。现存的为清嘉庆丁丑年

间重修的，由杨佩章的大伯父杨命九亲书的大字雕刻而成。灵池的外围栏由十二根方形石柱镶嵌着九块青

石浮雕。东西两面中间各有青石人行台阶，内围栏由四根石柱镶嵌着四块浮雕。内外共有十六根零点七米

高的石柱，石柱上边分别雕刻有姿态各异的石狮、石猴，形象逼真，雌雄分明。有的雌狮抱着或踏着小

狮，所以有好多游人数不准有多少个狮子。

内外围栏上面雕刻有八仙过海、龙虎斗、仙鹤、金鹿、麻姑献寿、荷花、鲤鱼跳龙门等图案，栩栩如

生。在灵池的内则南面水面下有一暗道，池水通过暗道从龙嘴里流出时把外面的水面冲成圆弧形地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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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再从东西向的排水沟由西边流入荷花池，或直接向东排出，自古以来四季常流，灵池旁边翠竹绿柳、荷

花飘香，历史上它被列为长葛八大景之一。

有文字记载的葛仙，即葛玄 （１６４－２４４），养生家、炼丹方士，字孝先。丹阳句容人。葛洪从祖父，
慕长生久视之道，从左慈处得 《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传弟子郑隐，再传葛洪。人称

“葛仙公”、“太极左仙公”。宋崇宁三年封 “冲应真人”。

传说葛玄为修道和寻祖游遍无数名山大川、青涧碧水。后来他在宁陵县 （历史上曾被封为葛国）葛

姓族人那里了解到，葛姓的先祖 “葛天氏”的故里，在往西三百里的长社县 （在秦·汉·三国时期，长

葛市为长社县），于是他就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在的长葛市老城、石固一带，在有葛姓族人居住的地方寻

根。虽然葛玄在句容时已经了解到，传说和文献记载葛天氏是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葛姓的先祖乃众所周

知，只是历史久远，没有见到过遗址和较详细地文字记载。他在石固听说陉山有一个擂鼓台，传说是葛天

氏留下的古迹，于是他就不顾炎炎夏日，要亲睹祖先留下的大石鼓，并顺便到陉山采药炼丹。

葛仙灵池

这一天，葛玄早早地就起身前往陉山

奔去。当他爬上了陉山的山顶，瞻仰了子

产的墓和庙 （春秋时郑国上大夫，?葛

（长葛）人，以遵照葛天氏的 “不言而信、

不化而行”治世有方，一生清正廉洁，爱

民惜土而受后人敬仰！葛玄在樵夫的指引

下，迫不及待地去到擂鼓台上。当他看到

他的先祖葛天氏教化子民歌舞的擂鼓石

时，实在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长久地用

双手抚摸着硕大的石鼓，黯然泪下，跪拜

良久。

当他怀着夙愿以偿地心情从擂鼓台走

下来以后，正当中午，天气非常炎热，走

得汗流浃背。远远望见一片翠竹绿柳成荫

的去处，他急忙赶去歇息。当葛玄越过小

桥进入树荫下，倍觉凉爽舒适。他看到一

潭清水汩汩外溢，环绕四周，荷花飘香，暑热顿消，葛玄喜上眉梢，开怀大笑！于是他潜入池中，一涤汗

尘。他看到此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便在竹林旁结矛为屋，立鼎炼丹，潜心修行。暑月里他经常在池里

洗澡，并能在池中数日不出。有一天，在他潜入池中以后，再也没有出来，从此渺无踪影！传说葛玄已水

遁成仙去了！

从那以后，人们发现在池边洗衣服，白色的衣服洗了以后变成了蓝色，于是周围的百姓们就纷纷地拿

白布去染色，所以又叫 “摆蓝池。”葛玄又是染布的神仙，曾经在河北展示过手艺，以前的染坊都供奉他

为 “祖师”，所以在他成仙后还曾经给人们显灵。

古人写下了许多诗词，赞颂这一名胜：

水调歌头·葛仙翁池

程曰鹏 （清·长葛人，庠生）

　　翠点层山际，红染小桥秋。一溪盘绕仙迹，地涌碧泉流。昼霁银花捧日，夜静金鳞跃月，竹影鸟声
幽。水鉴

'

人立，鄃皱乱云收。武夷曲，蓬海岛，华峰头。清凉仙界浣花，濯 （ｚｈｕｏ）锦总难俦。不必炼
丹龙井，岂待寻砂勾漏，此地即丹丘。尘土一为涤，真在葛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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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仙灵池

车明理

（长葛人，明·进士，官户部主事员外郎。）

　　 一镜方池不计春，谁开地脉作通津。

人家引水滋禾稻，岁旱祈霖济困民。

葛老仙成留古迹，吴人丹就脱凡身。

几番载酒闲游赏，一度登临一爽神。

葛仙灵池

张　纶

（长葛人，明·举人，任江苏盐城训导，陕西永寿教谕）

　　 摆蓝池自葛仙翁，澄沏昭回一镜同。

止水有源过地脉，方塘无浪绝尘容。

清风明月天宫上，翠柏苍松图画中。

更有这般灵验处，旱
(

祷雨显神功。

葛仙翁摆蓝池

何　鼎

（清·康熙二十五年长葛知县）

　　 林峦幽曲日横斜，碧藓青苔杂野花。

丹鼎不留池尚在，白云深处是仙家。

葛仙灵池

水调歌头

阮景咸

（清·乾隆九年长葛知县）

　　幽径驻灵迹，池水腻操蓝，也曾星映月浸，金鼎夜烧丹。几处垂杨路窄，不觉溪山奄画，红雨隔仙
凡。镜澈照清影，一洗俗尘颜。流蕴藻，浮沆瀣 （ｘｉｅ），响风湍。仙翁一去碧落，云锁石桥湾。远近花边
怨蝶，来往松梢愁鹤，惜别梦中山。徒依临寒碧，赢得片时闲。

重修龙泉寺

（黄朝荐，河南长葛人，清·进士，沅陵知县）

　　 荒苔历落隐纕丛，古木萧萧肃晚风。

径折层崖春草绿，泉生幽壑野花红。

几年寂寞钟声断，此日窽依觉路通。

自是生公曾说法，石头乱点水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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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仙灵池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由于连续干旱以及上游工业和农业多处打井并大量用水，使葛仙灵池

的水位急剧地下降，一度曾几乎干枯。由于近几年降水量有所增加，灵池的水位有所上升，但是还达不到

外流的水位。

葛仙灵池在历史上也遭到人为地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一个鬼子兵用手雷企图炸毁

“灵池”，但是，由于灵池是由青石条砌成，又加上水的缓冲作用，只炸毁了一个角，池子有点倾斜。在

水位下降的年月里，人们为寻水清淤后，池身更加倾斜。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０日，盗窃分子把石狮破坏，当
场被抓，人赃俱获，虽然被盗文物当场追会，但遗憾的是它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原貌。

时至今日，重游 “乐神”葛天氏的故里，去寻觅葛玄寻根修炼的地方，先人留下的精神和美景，一

直被后人所颂扬，虽然他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已成为后人们心中美好地传说！

陈公，名陈萛，字仲弓。汉和帝永元十五年 （公元１０３年）出生于颖川郡许县，今古桥乡陈故村。
陈萛出身贫寒，但天资聪慧，学习刻苦，他做事从不计名利，任劳任怨，有了成绩归官长和同事，有了过

错则责备自己，对曾经打击过自己的人也能够以礼相待，后被推举为闻喜长 （山西闻喜县）。不久又任太

邱长。（河南永城县西北）他为官清正，待人宽厚。当时太邱属沛国管理，因沛国国相赋敛无度，陈萛既

不愿听命，又无力反抗，于是弃官返乡，甘当百姓。他在家孝敬父母，友爱乡邻。乡邻有了争执，求他判

明是非，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双方心服口服，后来就有人说，有了过错，宁肯受官府刑罚，

也不能让陈萛批评指责。

有一灾荒年，一个小偷夜里遛进陈家，躲在梁上，陈萛发现后，他把子孙叫到跟前，教训说：“人不

能没有作为，不好的人也不一定本质就坏，主要是自己不学好或因生计所逼，像梁头上的那个人就是这

样。”于是小偷大惊，急忙跳下来叩头认罪。陈萛教育他说：“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个坏人，以后可

得学好啊。干这种事，大概是生活困难吧！”于是给了他两疋绢，让他走了。从此，这一带便没有了小

偷。“梁上君子”的典故也就出在这里。后因他反对宦官专权，遭党锢之祸下狱，出狱后就隐居长社西紫

荆山之阳，即今长葛后河镇芝芳村西，小洪河源头处。朝中群臣数次上表，保举他担当三公之位，他都婉

言谢绝了，再未出山。汉灵帝中平四年 （公元１８７年），陈萛８４岁去世，官员百姓送葬者多达万余人，
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为其撰写碑文。

陈萛一生虽未担任很高官职，但他为人忠孝宽厚，为官清正廉洁，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典

范，被称之为 “文范德星”。他与其子陈纪、陈谌号称三君，图像百城，作为当时学习的榜样。 “慈恩

店”、“麦里掺金”，“明太祖梦里拜圣师”等故事，成了乡民茶余饭后经常谈论的话题。

紫荆山下的小洪河西岸，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庄园叫陈公祠，后来改称 “德星观”。这里是陈萛晚年的

隐居地，原有陈氏祖坟一方，其中有陈萛衣冠冢及其子第等家属的坟墓８６座，３６通碑。墓侧有太邱祠一
座，两进大院，重檐斗拱，雕梁画栋，青龙扶玉柱和祥云鸟兽等青石浮雕栩栩如生，巍峨壮观。祠后里许

有石夹潭，有大石一块，方圆三亩，中间有一水塘，两石相夹，水深莫测，泉涌泛花，淙淙有声，又叫响

潭。祠西有太邱养鱼池，池畔松柏苍劲，池水常年不涸。青山秀水，绿树红墙，殿阁雄伟，景色宜人，曾

被列为长葛八大景之首。至今山河犹在，德星祠圮，池干潭没，一片胜景，付之荡然，仅有遗址可寻。

杨佩璋，字筱村，清末长葛后河人。生于咸丰庚戌 （公元１８５０年）年正月二十六日。其祖父杨碧溪
曾任 《四库全书》馆收掌管，其父杨炳煌，至杨佩章祖孙三代均为翰林。少时先学商，后从伯丙昌至浚

县入学。同治癸酉 （公元１８７３年）年考中拔贡第二名，甲戌 （公元１８７４年）朝考一等第一名，授工部
七品小京官；光绪丙子 （公元１８７６年）殿试二甲第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改授翰
林院编修，二十四年 （公元１８９８年）迁国子监司业，二十六年补翰林院侍诏，次年迁侍读，升迁讲学
士，旋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署兵部右侍郎，钦派江南正考官。三十年署吏部右侍郎，三十

二年署督察院副都御史。

杨佩璋以廉洁自守，以忠贞处世，不事逢迎，绝少私交，虽身居高位，而门可罗雀。他学博识广，善

于鉴赏古书画，京师推为专家。为文独造，清真雅正。这是他殿试的三篇文章，文章气派宏大，见解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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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字字珠玑。主考批语 “斟虚酌实，折矩周规，自是炉火纯青之候”。他书法颜柳，字字端楷可惜他内

向不露，所遗作品不多。

杨佩璋告老还乡后，于１９２０年春末，大病卧床，拒绝服药，七日后命归九泉，享年七十岁。
杨佩璋去世９０多年，他身后确实未留下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倒是留下了 “杨大人”这个令

人肃然起敬的称谓及其众多的传说。有道是 “国史出自人手，口碑发自心田”，正是这些传说把一个刻苦

发愤，饱学多识，居官清正，心系百姓的一代帝王之师 “杨大人”一代一代往下颂传。

王文涣，字镜堂，号仙洲，又字景堂，号莲堂，公元１８６９年出生在长葛县后河镇芝芳村，于１９３９年
去世，他是我国科举制度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末科进士之一。

王文涣上几辈都做官，但还在他少年的时候，家庭因一场被嫁祸还没有充分证据的人命官司搞得倾家

荡产，只剩下三间草房和一个没有院墙的院落。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官职，一气之下早早的离开了人世，文

涣和两个弟弟同母亲含泪相依为命，家里一贫如洗，三餐难继。尽管这样，王文涣并没有因此辍学，而是

他的敬老师免费让他读书。他也不负老师所望，终于在公元１９０１年中举，进而在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
十五日 （１９０４年７月８日）的殿试中中三甲第１２７名进士，后被朝廷委派到湖北省石首县任知县。

王文涣奉旨后荣归故里，按封建礼制要在府第门口立旗杆。但当时他家里一贫如洗，别说高大门楼

啦，就是他的宅院也只有破草房三间，甚至连院墙都没有，他毅然决定：不修葺府第院落，而是破例把旗

杆立到祖坟前，以示对祖先余德的尊崇和敬意！

王文涣在石首任县太爷期间，自始至终关心民生，秉公执法，清明廉洁。王文涣审案秉公执法，从来

不收受贿赂，他认为：凡是进行贿赂的，都有其让你徇私枉法的目的。

有一个贩毒案件，属于船主自己贩毒，由于毒品数量较大，为了躲避官府搜查时不至于全被查获，他

就把毒品分散到船舱的各个角落，甚至还采取嫁祸于人的卑鄙手段，把毒品藏匿在客人的货物中。俗话

说：“怕处有鬼；痒处有虱。”这艘货船在被检查时一个瘾君子刚抽过鸦片，船舱内鸦片的烟气尚未散尽，

被带队的班头闻到，只听他一声令下：“搜！”五六个扑快立即进行严密搜查。船主见势不妙，连忙给班

头实施贿赂，谁知这个带队的是王文涣的亲信，受王县令廉洁的熏陶，执法观念很强，根本不吃这一套，

反而使他认定船主就是主犯，或是与贩毒者合谋的首要分子。于是，他立即把这个船主控制起来，结果在

船上搜出了大量鸦片和海洛因，船只被扣，船上所有人员被带到县衙。本来人赃俱获的贩毒案一目了然，

很好审理，但是，由于船主把一部分毒品藏在乘客的货物里，尽管货主们都不承认自己携带毒品，但船主

一口咬定不是他的毒品，这就为王文涣审理这起案件增加了难度。

王文涣心里明白，这是船主嫁祸于人，狡猾抵赖。于是，他指令把船主、舵手等船员分别单独看守、

不准谈话，只准单独交代，以防串供。然后他把二十多名乘客集中在大堂，乘客门都争先恐后地喊冤：

“大老爷！我们都是正当地做些小本买卖来养家糊口，别说贩毒啦，就是吸那东西我们也吸不起，更别说

去干那些违法掉头的事情了。再说，人和货物不在一起，货物内藏毒品的事我们根本不知道呀！肯定是船

主给我们栽赃的，望大老爷明察。”王文涣便悟出此案首犯的险恶用心。

王文
)

故意拖延审讯时间，主要是等待瘾君子的毒瘾发作，只要有人毒瘾发作，他就能够追问出毒品

的来源。

果然，不到两个时辰，乘客中有一个阔商模样的人毒瘾发作，懒腰频频，呵欠连天，泪流满面，焦躁

不安。

王文
)

立即盘问：“你为何这样？”

那个商人说：“大老爷！不瞒您说，我的烟瘾犯了。”

王文
)

问：“既然你烟瘾犯了，你随身可带的有吗？”

那个商人说：“有！”

“那你自己掏出来。”

那个商人连忙从衣兜内掏出一包海洛因。王文
)

一看，还真不少，起码有二两之多。王文
)

厉声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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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的毒品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还有多少？从实招来，免得本县动刑！”

那个商人连忙叩头说：“大老爷，实不相瞒，我的皮箱内还有，那是刁船主卖给我的。大老爷，能否

让我吸上一口？我实在是难受的要死呀！”

王文
)

并不理会，立即下令：“带船主！”

衙皂立即把船主带来了。

王文
)

当堂审问：“刁船主，你可知罪？”

刁船主听到县令直呼自己的姓，心头猛然一惊，但他却立即令静下来说：“大老爷！小人行船为生，

不知身犯何罪？”

王文
)

厉声说道：“尔借助行船为名，行贩卖毒品之实，已犯重罪，尔又把毒品藏匿在客人的货物之

中，嫁祸于人，罪加一等！”

刁船主说道：“大老爷！小人从不吸那玩意儿，遵守法度，正当行船，大人说我贩卖毒品，可有证

据？”

这时候，那个瘫倒在地上呻吟的商人，一听到刁船主反问王文
)

，马上爬起来几乎发疯似地说：“刁

船主，你在货仓里卖给我一包白面 （海洛因），我在船舱里还吸了几口，一验真假。另外我还买了你二

两，然后你和你的那两个弟兄把那么多的海洛因藏在大家的货物之中，是我亲自在场，兄弟顾不得你了，

你还是招了吧！”

刁船主冷笑道：“啊？原来你小子乘我的船贩毒，却反咬着是我，大老爷明鉴，小人冤枉啊！”

王文
)

大喝一声：“人证物证俱在，尔还狡猾抵赖，押下去！”接着他又下令：“传舵手和有关人等！”

接着，舵手和有关人等俱一一招供。

自古以来，一些犯罪分子为了利益的驱动，就有官商勾结的现象。原来，县衙内有一个班头和船主是

结拜弟兄，而班头和师爷关系甚密，此案的审理使王文涣动了脑筋。这个狡猾的船主就故意把毒品在乘客

的货物里，万一被官方查出，到时候我一口咬定不知是乘客贩毒，我看你王文涣能把我怎的。

王文涣情知乘客是被冤枉的，但在证据面前，法律是严峻的。他思来想去，只有把首犯重判，其它人

员从轻发落，赦免其它乘客。

第二天升堂审案，王文涣宣布了对一般人犯的判决：除没收毒品外，酌情给予最低罚款，众人感到县

太爷格外开恩，纷纷磕头致谢！最后，对首犯的判决时他宣布：首犯刁船主目无大清律法，大量贩毒，嫁

祸于人，行为极为恶劣，依法判处死刑。将刁某暂且收监，将案呈武昌府，待公文批复后执行。”

师爷和班头对王县令惩首宽从的判决，四目相对，哑口无言。

过去有一种说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王文焕虽然连续任县太爷十多年，但由于他秉公执

法，体恤民生，清明廉洁，所以他并没有多少积蓄，直到他因病告老还乡后仍然是两袖清风。

他回到家乡后，早耕晚种，过着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经常救济贫困的乡邻和亲友，并

且还不断资助发奋求学的贫困学子。如有人向他告借，他总是有求必应，并声明：只要他还能够过得下

去，就不让归还了！天长日久，自己的家境也越来越差，为了接济那些乡亲，他甚至连家产也都变卖殆

尽。

在他弥留之际，他告戒儿孙们：“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勤奋，一定要积德行善。在生活上要节

俭，只要能有一日三餐，一年四季有衣穿就行了，家里不要有多余的钱财。古语说的好：银钱再多，任何

人富不过三代，财产多余了是祸害，财产越多祸害越大。在乡里之间一定要接济那些生活不如咱的人！但

是，世世代代一定要读书，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能做那些对不起天地良心遭人唾骂的事情！”

王文焕下世时，他的家境已经不富裕了，基本上只是普通农户的水平。一九四二年大年馑，他的二儿

子、两个孙子均被饿死，二儿媳周氏和他的娘家母亲韩氏也在不久后双双饿死在屋里。

事后乡亲们纷纷议论：古朝万代，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的贪官，那些贪官都想把他贪污的金钱让他的儿

孙们世世代代都不受穷；其实，哪个贪官也没有让他的儿孙们都永远富裕下去，大部分都是被查出后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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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裂，抄家灭族，落下万民的憎恨和千古骂名。

（五）山石被开采的功过

陉山山系的岩石是独特的红色石英岩，其岩石的硬度和耐酸碱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国家四机部

洛阳研究所鉴定）均居全国首位。由于它密度极高，石质坚硬，是数千年来周边居民作为建筑基础材料

的首选，它又是制作粮食加工的石头磨、石磨盘、石磙和石碾盘的极品，石磨畅销豫中各地。早在１９６３
年春季，陕西咸阳某单位前来考察，同当地的石匠们协商，定做出全国唯一的直径１４米，上下扇分别达
０４米厚的巨型石磨两盘，开创了历史上石头磨之最。

由于红色石英岩石承受压力大，极难粉碎，不易风化，雨过即干的特性，所以，它又是近代铺设铁

路、公路、建筑、水利等的上等材料。

清·光绪二十三 （１８９７）年，日本人在修建京 （北京）汉 （汉口）铁路之前勘察为铁路路基铺设道

砟和桥梁所用石料时，他们惊喜地发现了陉山的优质岩石，所以在京汉线未动工的前五年，首先修建从和

尚桥 （现今长葛车站）到陉山的运石铁路专线，在陉山东山口北侧设火车站，并围绕土山的东、西、北

三面分别铺设了二道、（主线为一道）回龙道，和陉山东侧的西线道 （劳改九支队的采石场），还分别建

起了装车码头，为光绪二十八 （１９０２）年修建京汉铁路所用石料奠定了基础。从那时侯起，陉山的石料
为新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建设、为水利事业和抗洪救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每天隆隆的爆破声和一列列

火车将石料运往各地，全民性的采石业为当地的老百姓增加了收入，也为地方财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陉山，作为面向大平原的一座具有特殊石质的大山，一百多年来为修建铁路和社会建设而改变了面

貌。解放后先后组建了国营的劳改石料厂、郑州铁路局采石场、军用线采石场以及地方组建的长、新两县

采石场，还有临近陉山的乡镇、各大队和一部分生产队都先后办起了石业组。陉山，经过几十年的蚕食开

采，它已经面目全非，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

失去原貌的尤其是尤其是土山。它是运石专线建成后开采的第一个对象，它的东、西、北三面同时采

掘，经过几十年的蚕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整座山体就已经被吃掉，留下无数深达数十米的大坑，坑里

留下多处不成材的凤凰石。废弃的大小石头坑，前些年被个人承包，整修起伏弯曲的游览小道，坑内蓄

水，并利用废土和石沫植树造林，已开辟为地质公园，供人们休闲游玩。

陉山，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春秋时期它是郑国之边界；楚国之屏障。特别是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

件下，它可以控制四面八方，郑州、许昌、漯河及京广铁路和１０７国道，京珠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
路，统统在它的视野之内。一九六六年，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在陉山的东、西、南、北、四面和白岭

山、紫荆山的山腰处修建了许多军事设施，各种工事在山体中相互贯通。高大的钢砼工事及各种配套设

施，令人赞叹！这些国防工事尽管现在已经不再保密，但是，它是现在和今后对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和备

战的良好基地。

一九六五年，随着土山将被采平，郑州铁路局采石场西迁到大南门西边的婆婆石到将军崖一带，运石

专线也延伸到此，并且修建了相当先进的装车自流台，从此，那里装火车摆脱了人力装车的历史。石料的

加工也换成了特大型的石料粉碎机，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每天中午和傍晚，爆破石头的隆隆炮声震得山

摇地动，打破了陉山主体有史以来的寂静，而山体的缩小速度也随之加快。天公赐给人间的将军柱、磨裆

石、擂鼓石以及栓马石等自然景观均已彻底消失。原来确定保留的婆婆石乃是天下一绝，然而，石婆婆头

上顶着的那块百十吨的巨石，在文革中被 “造反派”拉风钻炸毁，并美其名曰：此举一是破除迷信，二

是解放受苦受累的石婆婆，真是滑天下之大嵇！

在主峰之上，原来金碧辉煌、巍巍矗立的子产庙也被彻底毁掉。庙周围苍翠的千年古柏在解放初期被

当地人伐光，数千年的古迹再也见不到它的真面目。近几年来，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纷纷自发捐资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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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建起了几座庙宇，他们想恢复子产庙的原貌。但是，毕竟资金和技术有限，与原貌相差甚远，他们

还在西峰另建了几座庙宇，以防将来主峰被采石业吃掉。

近年来，郑州铁路局长葛桥工段采石

场、长葛采石场、诺金采石场、观音寺镇

贾庄采石场、河南省劳教九支队采石场和

个体采石场等，都采用了现代化的机械化

开采，对陉山主山体形成合围之势，山体

被吃掉的速度与日急进，山体中间的国防

钢砼工事的躯体，一部分已经暴露出来，

即将有被报废的危险。郑铁陉山采石场主

采地段距离子产墓只剩下不到二十米，子

产墓也危在旦夕。如何保护重点文物保

护？如何保护国防工事？成了迫在眉睫亟

待解决的抉择。

２０１４年，陉山的采石业在郑州市和许
昌市文物部门的积极呼吁下，得到了中央

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已经行文禁止开采。但是，已经被破坏的古迹不能修复，原貌不能再现。陉山的天然

奇景和古迹虽然被毁殆尽；但是，它把自己的身躯逐渐献给了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祖国更加

强大，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奉献出了自己的肌肤！

陉山山系，人杰地灵，它的灵气不但在历史上造就了许多名人贤士，而且还给人们造就了许多奇特景

观和传说。陉山晚照不但被长葛、新郑两市在历史上列为八大景观之一，而且在它的附近，还有三处被长

葛列为历史人文景观，它占了县境内 “八大景”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地气之灵。

（靳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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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之堂养生汤

根之堂 “源根养生汤”始创于清朝康熙年间，创始人李浩为长葛市坡胡镇海子李村人。《长葛史志》

第七期记载：李浩 （？～１７７６年）字凌泉，号沧州，性格豁达磊落，好施舍给与。因母有病留心医道，
一切杂症融类旁通，尤其善于治疗干血痨，无论病势缓急，药能下咽，即可医治，曾传下他从医名言

“人之所以赖以生者，气血也无气而使之有气，无血而使之有血。干血痨病应以破血、生血为主，血见而

症有生机。世上医生不知道破也能生血，而盲目补血，待转为绝症又判人死期说 ‘紧七慢八’，可叹世上

的人死于病的不多，而死于庸医者倒不少，这难道不可悲吗？”从此看出根之堂祖先李浩医道的精湛。

当地老人回忆，祖传李浩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天资聪慧，幼年看到自己的母亲因长年患病倒卧病

榻，即决心探究中华医道，为母治病。他十二、三岁就远离家乡，来到轩辕黄帝故里新郑一带学医，由于

其天资过人，勤奋好学，很快成为师傅最得意的弟子，深得师傅真传。而他的师傅，则是当地的杏林魁

首，家中世代行医，其家族素以高寿闻名

远近。还有人说他是轩辕黄帝的后人。李

浩学成出师，即在新郑、长葛交界处的水

陆要冲，新郑观音寺赮水寨开设药铺 “根

之堂”，悬壶济世。这期间，他将从师傅

那里学到的中医理论知识与多年行医实践

相融合，不断探求 “精血旺、人健壮”健

康长寿的秘诀，逐步摸索并最终创制出以

补血固精，养颜健体为主要功能的中医验

方 “源根养生汤”。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李浩去世后，

其家人继续沿用其创制的秘方，熬制药

汤，或自用健体，或与人医病。经历三百

多年的社会动荡变迁，秘方也随着李浩后

人家族的兴衰，辗转传至闫李氏，秘方带

至后河镇闫楼村。闫李氏将秘方随嫁至闫楼后，就在家支起大锅熬汤，让全家人喝，并馈赠乡里。闫李氏

无子，为将秘方传承光大造福一方，特为女儿之子起名 “根堂”（“源根养生汤 （堂）”之缩写），并许诺

百年后将秘方传与外甥王根堂。

在现任 “根之堂”掌门人王根堂先生的记忆中，小时候，每天午饭和晚饭前，总有十里八村的乡亲

带着洁白的瓶子，三五成群的来到自家小院，等着姥姥熬制的 “源根养身汤”出锅。那时候，姥姥已经

６０多岁了，头发乌黑，脸色红润，常被人误认为不到４０岁。姥姥家并非大富大贵之家，她和村里的其他
老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日忙碌。唯一不同的是，每天午饭和晚饭时，她总要先喝上一碗精心

熬制的汤，这是她打做姑娘时就养成的习惯。

村里的女人羡慕姥姥的好气色，争相来求 “源根养身汤”，姥姥一直分文不取。后来，求汤的人实在

太多，姥姥就在１９５６年重开百年老字号 “根之堂”，专门熬制 “源根养身汤”，微利出售给乡亲们。喝过

的人都说，此汤能美容养颜、延年益寿，姥姥就是 “根之堂”的活招牌。１９９５年，姥姥１０７岁去世，家
人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古朴羊皮纸，名为 《家传千古养身方》，这正是 “源根养生

汤”独家秘方。

８９３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当过民办教师，又创办过多年企业的王根堂

在接过家传古方后，决定将其发扬光大，造福社

会。他依据千古奇方，甄选新郑紫红枣、焦作怀

山药根、宁夏小枸杞和天然土蜂蜜等绿色原料，

复合世代沿用的根之堂独家秘方 “循环老”，

经百天发酵，然后精煮细炖，制成时尚健康的

“源根养生汤”饮料。什么是 “源根养生”呢，

想让人精血旺盛，就像浇树先浇根一样，树根得

到滋养自然枝繁叶茂，根之堂祖先认为 “人好比

倒立的树，大脑是树根，大脑稍微出一点问题，

五脏六腑和四肢就会失去神经的支持，即出现各

类病症，因为人的生命规律是：肾生髓———髓生

脑———脑生康，肾是滋养大脑 （树根）的先天之本 （源泉）。根之堂祖先提出并倡导的 “源根养生”理

论和独家祖传秘方熬制的 “源根养生汤”，与现代人类追求养身健康的理念相吻合。

因为 “源根养身汤”的神奇功效，“根之堂”藏有千古奇方的

消息不胫而走，甚至传到海外。来自日本、美国的多个国际知名大

健康营养品集团公司，纷纷委派专人前来接洽，希望花重金买断这

个秘方。他们开出的价格让人咂舌，如果接受，巨额财富唾手可

得，不少王家人都心动了，劝说王先生把秘方卖掉。但他不为所

动，在他心目中，《家传千古养身方》荟萃中华养生文化之精髓，

是华夏儿女共同的财富，岂能卖给外国人？

除了外国公司，国内一些行家权贵也对秘方产生觊觎之心，不

惜采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对此，家里的老人劝导王根堂，为了保

平安，还是舍了吧。令人欣慰的是，王根堂顶住压力，多种求援，

最终保住了秘方。他说，姥姥留下来的方子，不应该成为豪门权贵

的专属，应该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更多人受益，这也是姥姥毕生的

心愿！

王根堂秉承祖先意愿，一直致力于将 “人类绿色健康事业发扬

光大”，专注于现代人类的 “科学营养”与 “健康管理”，被推举

为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中华健康管理促进联盟副主席。２０１５年 ５
月，“根之堂源根养生汤”荣获由河南省文联民间文艺协会授予 “河南老字号”荣誉。

（杨应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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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１３年长葛市主要统计资料

２０１３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总户数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自增人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合计 １９３７０９ ６５０ ７２００ ４１７８ ３０２２ １０６７ ６１９

建设办 １６１４２ ６７ ２１４ １０１ １１３

长兴办 ６５９８ １１６６ １６９ ７８ ９１

长社办 １１８７３ ９６７ ２６７ ８５ １８２

金桥办 ７５８４ １０５ ２８０ ８９ １９１

和尚桥镇 １１６４８ ４０７２ ４８４ ３１５ １６９

坡胡镇 １４２６９ ４６９ ５７０ ３８２ １８８

后河镇 １５４７６ ４４９３ ４９８ ３６３ １３５

石固镇 １０５８２ ３８８ ４７１ ３０２ １６９

老城镇 １６２８４ ５１０５ ４９８ ３１０ １８８

南席镇 １０３６１ ６３０８ ５０９ ３３５ １７４

大周镇 １５１１７ ６６６ ８２３ ４１２ ４１１

董村镇 １２８１６ ５２５ ５５０ ３１５ ２３５

增福庙乡 ７８７０ ３２８７ ３１９ ２２２ ９７

官亭乡 １０９７４ ６１６ ５１０ ２８７ ２２３

石象乡 １２７５６ ５５９ ５０２ ２８８ ２１４

古桥乡 １３３５９ ５６３ ５３６ ２９４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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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人口变动情况

指标单位
自增率

（‰）
常住人口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化率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合计 ４４８ ６８２８５４ ３２０９４１ ３６１９１３ ４７ ５４９０４１ ２０２０３１

建设办 ４４９５４ ４４９５４ １１２８ ５４６９２

长兴办 ２３５９８ ２３５９８ １１７４６ １８９１１

长社办 ３８９０１ ３８９０１ ６４５５ ３３５７６

金桥办 ２３８６９ ２３８６９ １２２９ ２２４９１

和尚桥镇 ４３８３８ ２９５３１ １４３０７ ２１４３８ ３３７７０

城胡镇 ５４２６６ ２４５３９ ２９７２７ ５４８５６ １０７９

后河镇 ４６４３３ １５５２７ ３０９０６ ４９９２３ １５２０

石固镇 ３９１８１ １５７４４ ２３４３７ ４２０８６ １１４５

老城镇 ５１５７７ ２８５５２ ２３０２５ ３８７５９ ２０８１６

南席镇 ４４２６３ ９８３９ ３４４２４ ４８６９１ １７６１

大周镇 ６１８３４ ３０８３１ ３１００３ ５９３２８ １４４７

董村镇 ４８７６１ １９７６８ ２８９９３ ４８８１５ １４７３

增福庙乡 ３０４２６ １５２８８ １５１３８ ２９９０７ ５９５５

官亭乡 ４０９２１ ４０９２１ ４３０７８ １２５４

石象乡 ４８２９７ ４８２９７ ４８４５９ １０２０

古桥乡 ４１７３５ ４１７３５ ４３１４３ 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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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基本情况 （一）

　 单位：个、户、人

单位名称
村民委

员会数

村民

小组

自来水

受益村

通电话

村数

通汽车

村数

乡村

户数

乡村

人口

其中：

男

合计 ３６３ ２５９８ ２８４ ３６３ ３６３ １４７８９３ ５３２７６７ ２７８０１２

建设办事处 ５ １８ ５ ５ ５ １５０１ ５４２９ ２７２０

长兴办事处 ６ ５０ ６ ６ ６ ２８７２ １００４８ ５０１５

长社办事处 ７ ５２ ７ ７ ７ ２３５５ ７９７８ ４００５

金桥办事处 ４ ２９ ４ ４ ４ ２０６８ ７４０５ ３７３３

和尚桥镇 ２３ １７５ ２３ ２３ ２３ ９１３２ ２５８４４ １３８３９

坡胡镇 ３４ ２２９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３９５６ ５２７２７ ２６５０４

后河镇 ２８ １９７ ２６ ２８ ２８ １１９８２ ４７３７７ ２７０１２

石固镇 ２８ １７６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７９８ ４００２９ ２０６１２

老城镇 ２９ ２４７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３００５ ５１１９６ ２７１３４

南席镇 ３１ １９６ １７ ３１ ３１ １２１４１ ４６８０９ ２４８０２

大周镇 ３５ ２５６ ３５ ３５ ３５ １４３１２ ５６９８５ ２９５９１

董村镇 ２７ １８７ １４ ２７ ２７ １２５２１ ４９７３５ ２５２８８

增福庙乡 １８ １３１ １４ １８ １８ ７３３７ ２９５７９ １５３８０

官亭乡 ２５ ２２２ １９ ２５ ２５ １０７５４ ４０８１３ ２２３７９

石象乡 ３０ ２３６ ９ ３０ ３０ １１７７５ ４６２８１ ２３３９０

古桥乡 ３３ １９７ １４ ３３ ３３ １１３８４ ４４５３２ ２２２６３

２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年基本情况 （二）

　 单位：人

单位名称 女
乡村劳动

力资源数

其中

男 女

乡村从业

人员数

其中

男 女

农业从业

人员数

合计 ２５４７５５ ３６５００８ １９２７３２ １７２２７６ ３４８９１７ １８５５７８ １６３３３９ １３３２１１

建设办事处 ２７０９ ３２３０ １６９３ １５３７ ３２０４ １６８６ １５１８ ７８８

长兴办事处 ５０３３ ６５２８ ４１８９ ２３３９ ６４０５ ４１６７ ２２３８ ３０６５

长社办事处 ３９７３ ５１８４ ２６２２ ２５６２ ４７１０ ２３６９ ２３４１ １４３５

金桥办事处 ３６７２ ４２９１ ２１７４ ２１１７ ４２７８ ２１６４ ２１１４ ９６５

和尚桥镇 １２００５ １７６４８ ９６４３ ８００５ １６９９３ ９２５７ ７７３６ １９０３

坡胡镇 ２６２２３ ３３３５８ １６７２４ １６６３４ ３３０５０ １６６２０ １６４３０ １３７８２

后河镇 ２０３６５ ２７９１５ １５２２１ １２６９４ ２７０９６ １５１２４ １１９７２ ８３８５

石固镇 １９４１７ ２６７５９ １３８７４ １２８８５ ２６０５１ １３５５２ １２４９９ ８３７６

老城镇 ２４０６２ ３０７１８ １６２８１ １４４３７ ２９４８９ １５６２９ １３８６０ ７９６５

南席镇 ２２００７ ２９７８３ １６７１３ １３０７０ ２９１０７ １６２１８ １２８８９ １６０８０

大周镇 ２７３９４ ３９５７１ ２０５０８ １９０６３ ３７２８９ ２０４９１ １６７９８ ９８０４

董村镇 ２４４４７ ３２８０２ １６６６７ １６１３５ ２９８６７ １５１５０ １４７１７ ７５９１

增福庙乡 １４１９９ １７９８２ ９５３３ ８４４９ １７８１３ ９４４１ ８３７２ ５９８３

官亭乡 １８４３４ ２８９０８ １６３３５ １２５７３ ２６０１５ １３８１３ １２２０２ １２７１５

石象乡 ２２８９１ ２９９７０ １５３７４ １４５９６ ２９６１５ １５２３３ １４３８２ １７５０７

古桥乡 ２２２６９ ３０３６１ １５１８１ １５１８０ ２７９３５ １４６６４ １３２７１ １６８６７

３０４附　录



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产出 ０１ １４４４５１５０１２９６２５３４１３１０２７２４１１６５３４７３ １１２４ １１４２

　第一产业 ０２ ４２０８５２ ４０６６５３ ３７８１２１ ３６３２２９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０

　　农业牧渔业 ０３ ４２０８５２ ４０６６５３ ３７８１２１ ３６３２２９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０

　　农业 ０４ １８７１４７ １８４５７５ １７８１４７ １７１２４７ １０４０ １０１３

　　林业 ０５ ３０８２５ ３０７８８ ３１８９３ ３０４８２ １０４６ １０７２

　　畜牧业 ０６ １９７１８８ １８６０３７ １６３０１９ １５６７０１ １０４０ １０６４

　　渔业 ０７ １６１７ １４４６ １１３８ １１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０７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８ ４０７５ ３８０７ ３９２４ ３６８１ １０６６ １０７０

　第二产业 ０９ １２９７０１０１１１６１２５６７１１８０３９９８１０４４５２６２ １１３０ １１４７

　　工业 １０ １２６２６１６６１１３０５８１１１１４９５３１５１０１７０３９３ １１３０ １１４８

　　采掘业 １１

　　制造业 １２ １２５１２６６４１１２０７１２１１１４０７９３８１００９５５２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４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１１３５０２ ９８６９０ ８７３７７ ７４８７３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５

　　建筑业 １４ ３４３９３５ ３０６７５６ ３０８６８３ ２７４８６９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５ ２８２６７４ ２５２１１８ ２５３６９９ ２２５９１２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建筑安装业 １６ ２９０９３ ２５９４８ ２６１１１ ２３２５１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建筑装饰业 １７ ６９５４ ６２０２ ６２４６ ５５５７ １１２４ １１１２

　　其他建筑业 １８ ２５２１４ ２２４８８ ２２６２７ ２０１４９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第三产业 １９ １０５４１９７ ９４３３１４ ９２０６０５ ８４４９８２ １０８９ １１２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０ １５３２９６ １３５０３６ １４５０６６ １３５６６８ １０６９ １０８０

　　铁路运输业 ２１ ４８４４９ ４２６７８ ４２１８４ ４１９７４ １００５ １０８１

　　道路运输业 ２２ ７５７９４ ６６７６７ ７１０６７ ６４７２４ １０９８ １０７５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３ ９０５５ ７９７６ ７９７９ ７２６７ １０９８ １０６７

　　水上运输业 ２４

　　航空运输业 ２５

　　管道运输业 ２６

４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２７ １７１２３ １５０８３ １４５２５ １３２２９ １０９８ １０９７

仓储业 ２８ ３８５ ３３９ ６９１１ ６２８８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７

邮政业 ２９ ２４９０ ２１９３ ２４００ ２１８６ １０９８ １１２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０ ６１６３９ ５６０３７ ５５６２３ ５０６１３ １０９９ １１０８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３１ ５２７７３ ４７９７７ ４７０８８ ４２８４６ １０９９ １１１２

计算机服务业 ３２ ８６７８ ７８８９ ８３８９ ７６３３ １０９９ １０８６

软件业 ３３ １８８ １７１ １４６ １３４ １０９０ １０８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４ ２３３２４０ ２０８７５９ １５９４０６ １４３５６９ １１１０ １１３３

批发业 ３５ ８８７５８ ７７８３９ １２１８７４ １０８９１３ １１１９ １１３６

零售业 ３６ １４４４８２ １３０９２０ ３７５３２ ３４６５６ １０８３ １１２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７ １３６６８７ １２１４５４ １００７５３ ９４８９０ １０６２ １０６９

住宿业 ３８ ２２８６６ ２０７２３ １１０３７ １０１７２ １０８５ １１２８

餐饮业 ３９ １１３８２１ １００７３１ ８９７１６ ８４７１８ １０５９ １０６２

金融业 ４０ １１３４３７ ９６７７３ １１０６１０ ９５６８３ １１５６ １２８０

银行业 ４１ ９８９１６ ８４３８６ ８２７７７ ７１６０６ １１５６ １１８０

证券业 ４２ ３６８１ ３１４０ ２０３２５ １７５８２ １１５６ ２３６１

保险业 ４３ １０７６７ ９１８５ ７４３８ ６４３４ １１５６ ９７６

其他金融活动 ４４ ７３ ６２ ７０ ６１ １１４８ １１７３

房地产业 ４５ ８２８７９ ７４５２１ ８５９０７ ７６６１５ １１２１ １４７４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６ ２９１４５ ２３３３１ ４５７０９ ３８３７９ １１９１ ２４４５

物业管理业 ４７ ５６８ ４５４ ４２３ ３５５ １１９２ １８８８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８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４９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 ５０ ５３１６６ ５０７３６ ３９７７５ ３７８８１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１ ２１４８７ １９７９２ ２７９３９ ２６６０８ １０５０ １０９９

租赁业 ５２ ５４３４ ５００５ ７０９４ ６７５６ １０５０ １０９９

５０４附　录



总　产　出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按可比价格计算

绝对数
以上年为１００的
速度 （％）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商务服务业 ５３ １６０５３ １４７８７ ２０８４５ １９８５２ １０５０ １０９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４ ６１８７ ５８０４ ３３７２ ３２５６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５５ ７４６ ７００ １５５ １５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３４

专业技术服务 ５６ ２９４１ ２７５９ １６７９ １６２１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业 ５７ ８６９ ８１５ １４２２ １３７３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３

地质勘查业 ５８ １６３１ １５３０ １１６ １１２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９ ８０９２ ７５９１ ６７９５ ６５５８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水利管理业 ６０ １７３４ １６２７ ６５９ ６３６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环境管理业 ６１ ２９５６ ２７７３ ８２２ ７９３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３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２ ３４０２ ３１９１ ５３１４ ５１２９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３ ４５６４６ ４２０４３ ３９７９７ ３７９０１ １０５０ １１４６

居民服务业 ６４ ２４３５２ ２２４３０ ２１４５３ ２０４３１ １０５０ １１８９

其他服务业 ６５ ２１２９４ １９６１３ １８３４４ １７４７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９９

教育 ６６ ７６５６９ ７１８２５ ５４６５３ ５２７５４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教育 ６７ ７６５６９ ７１８２５ ５４６５３ ５２７５４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８ ３６７２４ ３４４４９ ３５０２２ ３３８０４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８

卫生 ６９ ３５５９８ ３３３９３ ３４６７０ ３３４６５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８

社会保障业 ７０ ６０９ ５７１ １００ ９６ １０４２ １０３２

社会福利业 ７１ ５１７ ４８５ ２５２ ２４３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２ ２７７１ ２５５２ ２９５３ ２８５９ １０３３ １１１７

新闻出版业 ７３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７４ １０６１ ９７７ ４３９ ４２５ １０３３ １１１３

文化艺术业 ７５ １３０７ １２０４ ８４３ ８１４ １０３６ １１１１

体育 ７６ ３３ ３０ ２６２ ２６２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４

娱乐业 ７７ ３７０ ３４１ １４０９ １３５８ １０３８ １１１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８ ７５５４３ ６６６７８ ９２７０９ ８４２０４ １１０１ ９８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９ ７５５４３ ６６６７８ ９２７０９ ８４２０４ １１０１ ９８０

６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经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地区收入总值 ０１ ４１０８５１２ ３７０３７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一、地区生产总值 ０２ ４１０８５１２ ３７０３７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第一产业 ０３ ２４２５０２ ２３４０６９ ５９ ６３

　　农林牧渔业 ０４ ２４２５０２ ２３４０６９ ５９ ６３

　　农业 ０５ １０９１９８ １０７２３０ ２７ ２９

　　林业 ０６ ２３４２８ ２３４００ ０６ ０６

　　畜牧业 ０７ １０６５１０ １００３４２ ２６ ２７

　　渔业 ０８ １１８１ １０５６ ００ ００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９ ２１８５ ２０４１ ０１ ０１

　第二产业 １０ ３１７７３８２ ２８５３５９４ ７７３ ７７０

　　工业 １１ ３０４５５５７ ２７３６０１９ ７４１ ７３９

　　采掘业 １２

　　制造业 １３ ３０１８６０２ ２７１２５７０ ７３５ ７３２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２６９５５ ２３４４９ ０７ ０６

　　建筑业 １５ １３１８２５ １１７５７５ ３２ ３２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１６ １１３６３６ １０１３５２ ２８ ２７

　　建筑安装业 １７ １０９１０ ９７３１ ０３ ０３

　　建筑装饰业 １８ ３３７３ ３００８ ０１ ０１

　　其他建筑业 １９ ３９０６ ３４８４ ０１ ０１

　第三产业 ２０ ６８８６２８ ６１６０４１ １６８ １６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１ ９１２９６ ８０４２１ ２２ ２２

　　铁路运输业 ２２ ３００８９ ２６５０５ ０７ ０７

　　道路运输业 ２３ ４６３８５ ４０８６０ １１ １１

　　城市公共交通业 ２４ ４４２９ ３９０１ ０１ ０１

　　水上运输业 ２５

　　航空运输业 ２６

　　管道运输业 ２７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２８ ９０９０ ８００７ ０２ ０２

７０４附　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仓储业 ２９ ２４５ ２１６ ００ ００

邮政业 ３０ １０５８ ９３２ ００ ０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１ ３４４７１ ３１３３８ ０８ ０８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３２ ３０７６８ ２７９７１ ０７ ０８

计算机服务业 ３３ ３６２４ ３２９５ ０１ ０１

软件业 ３４ ７９ ７２ ００ 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５ １５８８８９ １４２３５０ ３９ ３８

批发业 ３６ ５５７３９ ４８８８２ １４ １３

零售业 ３７ １０３１５０ ９３４６８ ２５ ２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８ ８９９１５ ７９７６１ ２２ ２２

住宿业 ３９ ８７６０ ７９３９ ０２ ０２

餐饮业 ４０ ８１１５５ ７１８２２ ２０ １９

金融业 ４１ ９１９８１ ７８４６９ ２２ ２１

银行业 ４２ ８４３７５ ７１９８０ ２１ １９

证券业 ４３ ２４５９ ２０９８ ０１ ０１

保险业 ４４ ５１１３ ４３６２ ０１ ０１

其他金融活动 ４５ ３４ ２９ ００ ００

房地产业 ４６ ６７８７２ ６１８６３ １７ １７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４７ １８６１８ １４９０４ ０５ ０４

物业管理业 ４８ ２８５ ２２８ ００ ００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４９

其他房地产活动 ５０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 ５１ ４８９６９ ４６７３１ １２ １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２ １３４７４ １２４１１ ０３ ０３

租赁业 ５３ ３４０７ ３１３８ ０１ ０１

商务服务业 ５４ １００６７ ９２７３ ０２ ０３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５５ ３８８４ ３６４３ ０１ ０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 ５６ ４７２ ４４２ ００ ００

８０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万元

代码
绝对额

构　成
（以地区生产总值为１０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专业技术服务 ５７ １８４５ １７３１ ００ ００

　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业 ５８ ５４６ ５１２ ００ ００

　地质勘查业 ５９ １０２１ ９５８ ００ 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０ ５０６８ ４７５５ ０１ ０１

　水利管理业 ６１ １０８６ １０２０ ００ ００

　环境管理业 ６２ １８５２ １７３７ ００ ００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３ ２１３０ １９９８ ０１ ０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４ ２６７９２ ２４６７７ ０７ ０７

　居民服务业 ６５ １４２９３ １３１６５ ０３ ０４

　其他服务业 ６６ １２４９９ １１５１２ ０３ ０３

　教育 ６７ ４７５４８ ４４６０２ １２ １２

　教育 ６８ ４７５４８ ４４６０２ １２ １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９ １８７０２ １６９５２ ０４ ０４

　卫生 ７０ １７５１５ １６４３０ ０４ ０４

　社会保障业 ７１ ３０２ ２８３ ００ ００

　社会福利业 ７２ ２５５ ２３９ ００ 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７３ １３６８ １２６０ ００ ００

　新闻出版业 ７４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７５ ５２４ ４８３ ００ ００

　文化艺术业 ７６ ６４６ ５９４ ００ ００

　体育 ７７ １６ １５ ００ ００

　娱乐业 ７８ １８２ １６８ ００ 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７９ ３７９９８ ３３５３９ ０９ ０９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８０ ３７９９８ ３３５３９ ０９ ０９

二、地区外净要素收入 ８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８２ ６０８８５ ５４４８２ － －

补充资料：年平均常住人口：２０１３年６７４８万人；２０１２年６７９８万人

９０４附　录



２０１３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境内实现财政总收入 ２９８１８０４ ２３２３１５０ ６５８６５４ ２８４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６６７８８３ ５７７９８０ ８９９０３ １５６

　上划省收入 ５４６６６ ３４５４５ ２０１２１ ５８２

　上划地 （市）收入 ８５６ １０７０ －２１４ －２００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２１５２６００ １８７３０３５ ２７９５６５ １４９

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６４１０８４ ５７２０４２ ６９０４２ １２１

　上划省收入 ４２０ ６１７ －１９７ －３１９

　划地 （市）收入 １３５ １１５ ２０ １７４

　地方财政收入合计 ２２５８３９９ １７０９５５５ ５４８８４４ ３２１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１５１０９６１ １３００２６１ ２１０７００ １６２

（一）、税收收入小计 １１２４７７６ ９２９３６４ １９５４１２ ２１０

增值税 １７５３６８ １５２２７２ ２３０９６ １５２

营业税 ２６６５７８ ２１０４０５ ５６１７３ ２６７

企业所得税 １２７６４０ ９８２０３ ２９４３７ ３００

企业所得税退税 ０

个人所得税 ２１９２０ １８３５９ ３５６１ １９４

资源税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０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４４８７ ４９９４８ ４５３９ ９１

房产税 ５４３６３ ４３１７１ １１１９２ ２５９

印花税 ３１３１７ ２５２７２ ６０４５ ２３９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１８０９９５ １７１６５３ ９３４２ ５４

土地增值税 ３３３４７ ２１８５５ １１４９２ ５２６

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１３４９６ １１４１４ ２０８２ １８２

耕地占用税 ５６０８７ ２４４９３ ３１５９４ １２９０

０１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契税 １０９１７８ ９９６１９ ９５５９ ９６

烟叶税 ０

其他税收收入 ０

（二）、非税收入小计 ３８６１８５ ３７０８９７ １５２８８ ４１

专项收入 ３３７５６ ３０３８１ ３３７５ １１１

　其中：排污费收入 ２０９９ １４２２ ６７７ ４７６

　　　　教育附加收入 ２７１４１ ２５７９９ １３４２ ５２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９０１８７ ２２１６０６ ６８５８１ ３０９

罚没收入 １３３４１ １５０２０ －１６７９ －１１２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９２０６８ －９２０６８ －１０００

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４７７５４ １０７１５ ３７０３９ ３４５７

其他收入 １１４７ １１０７ ４０ ３６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７４７４３８ ４０９２９４ ３３８１４４ ８２６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７２ ３６ ３６ １０００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３３２８ ５２５４ －１９２６ －３６７

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２０５ ２０５ ０ ００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２６６０ ２６４３ １７ ０６

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１２２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５２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６５９０５９ ３４２０３９ ３１７０２０ ９２７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１５５８７ ７５１２ ８０７５ １０７５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１２７４３２ ８３２９ ４４１４ ５３０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０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３０８２２ ２３８４０ ６９８２ ２９３

其他基金收入 １０７６２ １１０３６ －２７４ －２５

１１４附　录



２０１３年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地方财政支出合计 ３５２５２８０ ３０４３６００ ４８１６８０ １５８

一、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２７８６８４０ ２５８５１００ ２０１７４０ ７８

一般公共服务 ２６６９７０ ２１９４８０ ４７４９０ ２１６

　其中：政府办公厅 （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１６４８００ １０５５３０ ５９２７０ ５６２

　　　　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 ３８３４０ ３７５６０ ７８０ ２１

公共安全 １１５４８０ １０９４５０ ６０３０ ５５

　其中：公安 ７９０４０ ６８５４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５３

　　　　检察 １６１８０ １８３００ －２１２０ －１１６

　　　　法院 １５５４０ １７６８０ －２１４０ －１２１

　　　　司法 ４６７０ ４１２０ ５５０ １３３

教育 ８４３２３０ ７３４１１０ １０９１２０ １４９

　其中：普通教育 ７６３７００ ６５９４７０ １０４２３０ １５８

科学技术 ６８５１０ ６２２８０ ６２３０ １００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２３６９０ ２０４３０ ３２６０ １６０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３５８５３０ ３１０６８０ ４７８５０ １５４

　其中：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助 ７９８８０ ６４７２０ １５１６０ ２３４

　　　　抚恤 ３３７２０ ２３３５０ １０３７０ ４４４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３６３０ ７１３０ －３５００ －４９１

医疗卫生 ２９５９１０ ２６８８１０ ２７１００ １０１

节能环保 ４２１１０ １８５５８０ －１４３４７０ －７７３

城乡社区事务 ９０８５０ ８９８８０ ９７０ １１

农林水事务 ３８０３８０ ３３６９３０ ４３４５０ １２９

　其中：农业 ２０５５００ １８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３２

　　　　林业 ２７１９０ ２０４６０ ６７３０ ３２９

　　　　水利 ７０７７０ ７００３０ ７４０ １１

２１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年财政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项　　目 累计完成
去年同期

完成数

比去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 （％）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６７２０ ７９００ ８８２０ １１１６

交通运输 ７４２７０ ９００６０ －１５７９０ －１７５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８９１３０ ４６３１０ ４２８２０ ９２５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１１５７０ １９２４０ －７６７０ －３９９

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６８０ １６４０ －９６０ －５８５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１８５５０ １０１４０ ８４１０ ８２９

住房保障支出 ８５０８０ ４３３００ ４１７８０ ９６５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３５４０ ５２６０ －１７２０ －３２７

储备事务支出 ０

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９４０ ９００ ４０ ４４

其他支出 １７４２０ ３０６２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３１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７３８４４０ ４５８５００ ２７９９４０ ６１１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７０ ７０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３３８０ ５７５０ －２３７０ －４１２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支出 ２１０ ７９０ －５８０ －７３４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２８３０ ２６４０ １９０ ７２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６２２５４０ ３３００８０ ２９２４６０ ８８６

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１２２００ ８４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５２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１５５９０ ７５１０ ８０８０ １０７６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１２７４０ １２７４０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 ３０００ ３３７９０ －３０７９０ －９１１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３０８２０ ２３８４０ ６９８０ ２９３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３５０６０ ４５７００ －１０６４０ －２３３

３１４附　录



２０１３年长葛市各乡镇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千元

单位

累计完成

国税 地税 财政 合计

上年同期

完成数

比同期

增长 （％）

长葛市合计 ２６００１４ ８９１９０３ ３５９０４４ １５１０９６１ １３００２６１ １６２

市本级 １２６４２４ ４０３０７２ ３５９０４４ ８８８５４０ ７５２０３０ １８２

乡镇合计 １３３５９０ ４８８８３１ ０ ６２２４２１ ５４８２３１ １３５

后河镇 １３０９９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５９９ ４７７７４ ５９

坡胡镇 ５４０６ ２４０６１ ２９４６７ ２５９０６ １３７

石固镇 ７３００ ２５０３２ ３２３３２ ２８０５６ １５２

和尚桥镇 ８１５９ ５１７５３ ５９９１２ ４８１０４ ２４５

增福庙乡 ４６４６ ８３１２ １２９５８ １５８３３ －１８２

官亭乡 ４５７０ １０８４３ １５４１３ １７７８９ －１３４

老城镇 １１６１７ ２５７１５ ３７３３２ ３０４９２ ２２４

大周镇 ３８３９７ ６４４１７ １０２８１４ １０９０８０ －５７

董村镇 ２５２７ １７６８３ ２０２１０ １４２９０ ４１４

石象乡 １２１０ ６３２５ ７５３５ ５６９２ ３２４

古桥乡 ３７８ ３７１９ ４０９７ ３３２７ ２３１

南席镇 ６５ ４９４４ ５００９ ３９８５ ２５７

长社办事处 ５６７２ ６１１２１ ６６７９３ ５５３６８ ２０６

长兴办事处 １０８０３ ４７５３５ ５８３３８ ４６６３４ ２５１

金桥办事处 １３６１６ ５４９０２ ６８５１８ ５５０３０ ２４５

建设办事处 ６１２５ ４４９６９ ５１０９４ ４０８７１ ２５０

４１４ 长葛年鉴·２０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