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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当听
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我就想起了博大精
深、震古烁今的《道德经》，想起了伟大的哲
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一日，我和几位好友从沈丘出发，专程
前往鹿邑县老子的诞生地和道教发源地太

清宫朝拜。 从鹿邑县城去太清宫，途经紫气
大道，看到这几个字，我已经嗅到了老子文
化的气息。 公元前 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
老子骑一青牛，欲西出函谷关。 懂天象的关
令尹喜，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过关，便迎入
老子，斋戒问道，并请老子著书，以惠后世，
如果老子写不出来，那么就要留下来，结果
一篇千古名文《道德经》横空出世，老子顺利
地出了函谷关。 我想，紫气大道的命名，想必
与这个“紫气东来”的典故有关。

沿着紫气大道东行五公里左右，便到了
太清宫。 这是一片红墙青瓦的建筑，古色古
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庄重之感。 山门上
方大书“太清宫”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两边
楹柱上写着：“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
清宫。 ”字里行间，散发着浩然之气，闪耀着
智慧之光。

太清宫，初为老子庙，建于东汉桓帝延
熹八年（165 年）。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追认老
子为始祖，以老子庙为太庙，起建宫阙殿宇。
唐光宅元年（684 年），武则天追封老子的母
亲为先天太后，并建洞霄宫以祀之。 唐玄宗
李隆基曾两度亲谒老子庙， 并于天宝二年
（743 年）下诏将其改名为太清宫，一直沿用
至今。

汉朝以来，先后有汉桓帝刘志、魏文帝
曹丕、唐高宗李治、武周皇帝武瞾、唐玄宗李
隆基、梁太祖朱温、宋真宗赵恒和宋徽宗赵
佶八位帝王驾临朝老。 谢灵运、李白、杜甫、
苏辙、范仲淹、欧阳修等文人墨客，都曾在这
里留下尊老崇道、咏物状景的诗篇。

但是，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建筑难逃厄
运一样，太清宫也饱经沧桑、几经沉浮。 唐末
黄巢起义、 宋代的靖康之乱都给太清宫带来灭顶之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太清宫又毁于洪水与战乱。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鹿邑县依照唐宋太清宫旧貌分期修复重建，现已
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建筑群。 走进太清宫，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殿宇飞檐，碑刻成林。在由神道构成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望月井、灵溪池、
太极殿、三清殿，是为前宫；洞霄宫牌坊、圣母殿、娃娃殿、太一元君殿，是为后
宫。 二者相距一里许，以静河相隔，有会仙桥相通。 中轴线东面有老子故居、先
天太后墓，中轴线西面有西展厅、翰轩苑等。

首先来到望月井。这个井，有个奇特的现象，每逢甲子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风清月圆之时，明月正好投影在水井中央，正应了“天上月是水中月”的美丽意
境。 一些游客会将钱币投入井中，趴在井边，侧耳聆听隐隐约约的蛙鸣声。

太极殿，是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165 年），坐落在一个
正方形平台之上，面宽五间，进深三间，硬山式结构，黄色琉璃瓦顶，现主体是
由汉、唐、宋、明、清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建成的混合型建筑。殿中的老子神像，
塑于 1992 年，时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北京白云观道长的闵智亭亲为神像开
光，并将白云观镇观之宝———唐王朝所赐的金丝道袍，亲手披在神像上。 殿前
有两棵古柏、一个铜铸八卦炼丹炉和一根铁柱。 两棵古柏，据说为老子亲手所
植，树纹一右旋一左旋，象征太极图的阴阳二气，故称阴阳柏。 八卦炼丹炉，可
将万物中的灵气抽取，利用八卦之理炼制具有神奇功效的丹药。 这根铁柱，也
很有讲究，相传周朝时，朝堂内没有座位，老子需要为周王朝写言记事，于是周
天子就赐老子一根铁柱，让他可以倚在上面书写，所以后人尊称老子为“柱下
史”。在大殿东窗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老子诞生处。在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
中，公元前 571 年农历二月二十五，天上突然日月同辉，白发白眉的老子来到
人间，因耳大且垂，故名李耳。 老子出生时，天降九龙，一起吐水，为他净身。

驻足在太极殿前，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青少年时代的老子，他嗜书如命，放
牛时骑在牛背上仍手不释卷；在涡河边的李子树下，他常常一边观察河水，一
边认真思考，悟出了“上善若水”的道理；后来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又学到了“柔
弱胜刚强”之道。 20 岁时，老子到洛邑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室史，主管国家文书
与图籍， 使得他能大量阅读夏商周三代的典籍和从民间收集的歌谣， 博闻强
识。孔子曾数次向老子问礼、求道，留下“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
其犹龙乎”的佳话，称赞老子“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

绕过太极殿，我们来到遗址广场，广场上有一棵楮树，相传是老子亲手所
栽。 因为当时写书用竹简，当地竹子稀少，老子发现楮树的树皮可以代替竹简
写书，便种了这棵树。遗址广场北头，就是近年新修建的三清殿。它是一座重檐
庑殿式仿宋风格的宫殿建筑，匾额处是米芾的墨迹：妙一统元。 匾额下的对联
是苏东坡的书法：道迈诸天一气化做三清品，德起亿劫九转变成万尊佛。 殿内
供奉着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开辟天地、创造人类的玉清元始天尊，使百姓超
越世俗境界、并常救济众生脱离苦海的上清灵宝天尊，主持天上人间伦理道德
与刑罚的太清大赤天道德天尊（老子）。

太清宫现存的 20 多通唐宋金元时代的碑刻，作为一种实物资料，有着极
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中有四块碑刻使我印象
特别深刻：一是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碑文是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道
德经》的释文，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该碑是唐朝遗物，又是皇帝所
立，故为文物中的珍品；二是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该碑立于北宋大中祥符七
年（公元 1014 年），碑文记载了宋真宗赵恒拜谒老子重修太清宫的经过，描述
了太清宫修复后的宏大规模；三是立于老子母亲墓前的先天太后之赞碑，该碑
立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为宋真宗赵恒御制御书并篆额，俗称三御碑；四是执
照碑，为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二年颁布，碑文对太清宫的所属界地、产权归属
作了详细的界定和说明。 正是这些石碑的发现和其他考古发掘， 结束了考古
界、道教界的多年争议，确定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老子故里的所在地为鹿邑。

进入 21 世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新思想、新思维精彩纷呈，但
老子不老，愈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滋养人们精神家
园的重要源泉。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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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园家藏帖》失而复得记
何建华

今年 7 月初伏日上午， 周口
的好友段文先生电话称， 在网上
发现了追寻散佚多年的 《怡园家
藏帖》，品相尚好，要价较适当，藏
主在安徽亳州， 问王氏后人王银
生是否乐意收藏，并特意叮嘱，发
现不易，莫失良机。

段文是西华县聂堆镇段那村

人，以瘦丁之名叫响省内外，集著
名诗人、书法家、文化学者等诸多
名头于一身。 以他的身份打电话，
其分量和可信程度毋庸置疑。 遂
拨通有“剪纸王”之称的王银生的
手机， 问其对祖上传下来的宝帖
上不上心。 银生属爽快的民间艺
人，一个“要”字就拍板了。

段文网上交涉并办理相关手

续三日后，经快递到手。 细心的段
文君发来三页截图， 记载了宝贝
从亳州到南京、 经郑州而周口的
复归路径。

7 月 17 日， 王银生携好友刘

永峰， 从老家奉母城村专程驱车
160 多里到周口段府取宝。段文嘱
以长久保存之法， 并特意点明要
写点文字，说清来路，以志有序传
承。

该 帖 15.7cm ×27.5cm，24 张
48 页， 民国珂罗版精印。 从品相
看 ，属散页 ，下部有火烧痕迹 ，疑
为遭劫难时被瞬间抢出。 但绝大
部分清晰少损， 基本不影响整体
效果，少数残缺字已由段君补齐。
帖之书写者为明末清初西华县奉

母城村籍双进士王鼎镇、 王遵训
父子。 前半部为父行草书，深得同
时代书法大家王铎（1592 年~1652
年）精髓，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有
锥沙印泥之妙。 后半部为儿子小
楷 ，笔力遒劲 ，文人气十足 ，堪称
大家。 所书内容为古代诗文和自
作诗文。 父子二人同为文人显宦，
书文合璧，格调高古，十分难得。

王鼎镇（1598 年~1667 年），字

禹烈 ，明崇祯三年 （1630 年 ）庚午
科举人 ，崇祯四年 （1631 年 ）辛未
科进士。初授陕西西安府推官。后
屡经升迁 ，又因侍御 （王遵训 ）覃
恩而诰封中宪大夫，官至三品。 所
任之处，多佳政声。 后因病回归故
里 ，诗书自娱 ，优游田园 20 载至
终。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与邑
人（进士 ）吴中奇共同修纂 《西华
县志》。 著有《南巡封事》《半隐山
堂遗稿》等。

王遵训（1629 年~1688 年），字
子循 ，号信初 ，又号庵 ，王鼎镇
次子。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科乡试
举人，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取
中为贡士 （也称中士进士 ），顺治
十五年戊戌科殿试传胪第一 （状
元、榜眼、探花之外的第二甲第一
名）。 选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
侍从南宛。 后授监察御史，在任十
余年，其间曾连续五次任乡试、会
试、殿试阅卷官。 外授云南道监察

御史，晋升太常寺少卿，又晋太常
侍卿等。 诰授通议大夫， 官至三
品，终年 60 岁。 居官清廉，兴利除
弊，造福于民，广受称颂。 著有《余
清轩诗集 》《击楫草 》《疏稿焚余 》
《小窗杂著》等。 父子双进士，闻名
遐迩。

历经劫难与长期辗转，《怡园
家藏帖》终于回归王家。 西华奉母
籍著名书法家、 周口市书法家协
会原主席刘登龙先生认为， 此帖
书法水平 “可与史上二王书法相
抗衡 ”，甚至 “在同时代书家王铎
之上 ”。 王氏第二十一世孙王银
生，银生之子王世博，世博之子茗
泽及所有家人，当珍之宝之。 子孙
后代，有序传承，责任在肩。 以帖
现有品相，分页托裱为当务之急。
玻璃罩之，减少触摸为佳。 适量复
印 ，设法再版 ，保护与利用并举 ，
同时也是有效防止再度失传之上

上策。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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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的酒文化中，熟悉四五
老酒的人多，但很少有人知道周口
早年还有一个香飘十里的老烧

酒———三汊口老坛元儿酒，并由此
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川汇区孙嘴行政村早年称孙

家嘴村，是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
形成的村庄。 因此处是沙河、颍河
汇流的地方，又叫颍歧三汊口。 上
世纪，这里曾有 “颍歧口”的路碑。

明清时期，这里曾有一座孙姓
的祖庙，叫孙祖庙，“祖”和“嘴”音
近，周家口人儿话音较重，“营”读作
“芽”，“庄”读作“抓”，久而久之，“孙
祖”就传成“孙嘴”了。清乾隆年间编
修的《陈州府志》可见“颍歧店”之
名，称这里曾是人流物流交织的码
头，和今日之孙嘴位置相近。

“颍歧春晓” 曾经是周家口历
史上的“颍川八景”之一。 1987 年
《周口文史资料》第四辑，登载时年
83 岁李灵淑老人写的 《周口八
景》：“‘颍歧春晓’， 在颍水汇入沙
河处（即历史上的颍歧口），在陇海
铁路未通前，此处为东南数省通往
秦陇必经水路，有石基木面结构桥
横跨水上。 当年木桥的东西两端，
酒肆茶舍栉比鳞次， 三岸巨柳千
行，间植桃李，每值莺飞草长的阳
春三月，朝晖微露，晓雾蒙蒙，颍、
沙两河中，白帆点点，鸥鹭翔集，绿
柳垂丝，桃李吐艳，绚丽迷人的景
色， 为当时全市人民游览胜地，又
是长亭祖饯、折柳送别之所。 捻军
起义时， 清军将三岸林木伐尽，修
筑工事，风景随而大为逊色。 抗日
战争时期，大桥被日本侵略军飞机
炸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沦为荒村
野渡。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
日益发展，人民政府在原址上重建
水泥大拱桥一座，今日的颍歧口英
姿焕发，东面大闸矗立，雄壮巍峨，
西面长虹飞跨，烟波浩渺，妖娆明
媚的风光更胜当年。 ”

清同治四年， 江苏、 山东、安
徽、河南等省捻军活动频繁，清廷

重臣曾国藩曾坐镇周家口督师剿

捻。 由于周家口水陆交通便利，曾
国藩将剿捻行营设在周家口，以便
居中指挥。他试图利用运河、黄河、
贾鲁河、 沙颍河及淮河的天险屏
障，阻拦捻军的金戈铁马。 从周家
口到朱仙镇是贾鲁河防线，曾国藩
令东岸民众沿河建起堤墙和碉堡，
然后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将捻
军消灭在黄河以南、沙颍河及淮河
以北、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的包
围圈内。

曾国藩煞费苦心经营的河防

战略，却在他来到周家口的七天之
后，遭到重创。 周家口成为曾国藩
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

这是周家口百姓配合捻军挫

败曾国藩河防计划的一次最精彩

的行动。 但在官方的史志中很少
体现，《陈州府志》《商水县志》《西
华县志》只有零星记载。 1994 年出
版的 《周口市志》 这样简单描述：
“同治五年（1866 年）秋月，两江总
督曾国藩驻周家口覃怀会馆（今川
汇区盘纸厂院内），为防堵捻军，集
西华、淮宁（今淮阳）人民于贾鲁河
东岸筑长墙，南起周家口，北至黄
河，中经淮宁、西华、扶沟、尉氏等
县，长墙筑成后，由民兵防守。 不
久，捻军由朱仙镇突破，向西转移，
长墙遂破。 后改刘铭传为游击之
师，令提督张树珊移驻周家口。 ”

然而，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却
如同璀璨的珍珠一样散落在周家

口沙、颍、贾鲁河三岸的民间。
曾国藩于清同治五年农历八

月初九 （1866 年 9 月 17 日 ）进驻
周家口。 第二天，捻军派鲁王任化
邦率领精锐小分队， 化装成商人，
潜入周家口。 任化邦足智多谋，他
到周家口一番探询，发现这里的老
百姓同情捻军，痛恨清兵，群众基
础非常好， 于是深入两岸商民、百
姓家中，发动群众，布置任务。 同
时，他们侦知朱仙镇以北芦花岗一
带的堤墙尚未筑成后，决定抓住战

机，巧设计谋，声东击西，突破包围
圈，向西挺进。 任化邦将全部计划
向遵王赖文光禀报。

由于担心被清军发现，他们住
宿在颍歧三汊口的一片柳树林中。
三汊口码头有一个酒馆叫三汊口

酒馆， 酿制三汊口老坛元儿酒，是
当时周家口有名的老酒。 酒馆门
前挂有黄色的酒旗，门楹上有“凌
云步月三汊口， 泊舟卸货饮老酒”
的对联。 任化邦买下几十坛三汊
口老坛元儿酒，准备在农历八月十
五晚上，以周家口商会的名义犒劳
驻在关帝庙的清兵。

曾国藩来到周家口后，曾把关
帝庙作行辕。 一位仙风道骨的老
者给曾国藩看相，劝他不要在关帝
庙居住，因其“命中火弱”，离沙颍
河太近，凶多吉少，并告诫他：“一
生鼎盛时期已过”“莫从掀天揭地
处着想，要在波平浪静处安身”。曾
国藩深信不疑，移驻覃怀会馆。

农历八月十五下午，任化邦等
捻军战士装扮成周家口商户代表，
抬着猪、羊、酒、月饼，吹着唢呐，身
后跟着高跷、狮子舞、盘叉队伍，浩
浩荡荡来到关帝庙。 在院内表演
了一下午，任化邦等把院内清兵的
人数、 驻扎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
晚上，“商户” 人马在院内支起大
锅，杀猪宰羊，设宴犒劳清兵。醇香
可口的三汊口老坛元儿酒，直灌得
200 多名清兵烂醉如泥 ， 呼呼入
睡。入夜，任化邦看到时机已到，一
声令下，潜入关帝庙的捻军战士从
东南墙放下绳子，几十名捻军战士
越墙而入，如入无人之境，纷纷向
清兵营房冲去。 一阵砍瓜切菜般
大杀，200 多名清兵不到半个时辰
就被杀净。 任化邦命捻军战士在
钟鼓楼上燃起火把，埋伏在沙河南
岸的几千名周家口百姓看到钟鼓

楼上燃起的火把， 纷纷涌上南岸。
随后燃起火把，点燃土炮。刹那间，
整个沙河南岸火光照红半边天，喊
杀声四起，土炮震天。 在寂静的夜

空里，十几里外都能听到。 曾国藩
被喊杀声惊醒，不知捻军来了多少
人，一边令卫兵火速向驻扎在贾鲁
河至朱仙镇一带的清兵求援，一边
在卫兵的护卫下策马出城沿贾鲁

河向北逃窜。
任化邦一干人马，骑着清兵的

战马，拿着缴获的快枪，来到曾国藩
居住的覃怀会馆，只见人去室空，狼
藉满地。 知道曾国藩已逃出城去，
遂带人马沿贾鲁河向北追。 一路
上，捻军士兵燃起火把，不断鸣枪，
高喊“活捉曾国藩”，并在马尾绑上
树枝，月光下尘烟滚滚，马蹄阵阵，
喊杀声声，一眼望不到边。 驻贾鲁
河两岸的清兵不知捻军来了多少

人，不敢应战，纷纷向北溃逃。
驻扎在贾鲁河至朱仙镇一带

刘铭传、张树珊的清兵接到曾国藩
的命令，星夜兼程向周家口一带扑
来。 等赶到周家口，看到的是 200
多名清兵尸体， 并无捻军大队人
马，曾国藩这才如梦初醒，但为时
晚矣。那边赖文光与张宗禹在农历
八月十六凌晨，率五万人马一举突
破曾国藩布设的朱仙镇防线，向西
挺进。 就这样，捻军几乎未伤一兵
一卒，轻而易举地破了曾国藩苦心
经营半年之久的河防战略。

恼羞成怒的清军，看到一堆三
汊口老坛元儿空坛， 顺藤摸瓜，找
到颍歧口三汊口酒馆，但酒馆只是
卖酒，并无通捻的凭据。 后由乡绅
出面具保， 酒馆以犒劳清军 50 坛
三汊口老坛元儿为代价，草草了结
此事。 清军又以修筑工事为名，把
捻军住宿的柳林砍伐殆尽……

世事沧桑，岁月如歌。 如今的
川汇区孙嘴村颍河湾， 以其生态
颍河风情、别有情致的红砖民居、
起伏如丘陵的地貌， 逐渐成为具
有周口特色的文旅风情小镇。 历
史深处的三汊口老坛元儿酒 ，在
申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发展地
方特色消费中， 也将重回周口人
的视野。 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