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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李村镇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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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李村镇政府出发，西行约 3 公里，便进入一条乡村水泥
路。走着走着，大片平整的土地和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展现在眼
前。这里，就是懈寺村。

村中已无寺 传说仍流传
起初听到懈寺村的村名时，记者以为该村中必然有一座同名

的寺庙。寺庙确实有，可惜因年代久远，寺庙早已不存在了。不
过，有关懈寺的传说流传至今，在当地广为人知。

“据老人们讲，很久以前，村里确实有一座寺庙，人称懈寺。”懈
寺村党支部书记李根龙说。当时庙中香火甚旺，村民常来此祭拜。
一天，村中有女出嫁，花轿途经懈寺时，雨从天降，娶亲的人只好到
寺中躲雨。

雨一直在下，花轿中的新娘坐得久了，忍不住掀开盖头。此
时，正巧被寺中一个年轻和尚撞见，新娘貌美如花，和尚竟盯着新
娘，不肯移目。娶亲的人看到这番情景后大怒，便抄起家伙追打
和尚。年轻和尚逃出寺庙后，正愁无处可躲，发现寺庙门外一株
古柏树的树干上有一洞窟，便急忙藏入其中。不料，此时天空一
声霹雳，树窟随之合拢，年轻和尚再也没能从树洞出来。

李根龙介绍，懈寺村村史悠久，地名多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来。
从村内的杜家洼、蒋家坡、赵家沟等地名推断，古时候村中有杜姓、
蒋姓、赵姓人家居住；现今村有马姓、张姓、李姓等，其中李氏家族人
口较多，为早期从新安县石寺镇渠里村搬迁至此，至今繁衍9代，共
有118户594人。

种辣椒红红火火 养肉羊不愁销路
懈寺村南依西头山，北靠杨岭山，村域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

2公里，村民210户，可谓地广人稀。村内沟多、坡多，水资源不丰富。
懈寺村除在平坦的耕地上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植经济作物朝

天椒；在坡地和洼地种植核桃树；地势较高的荒地为肉羊养殖场。
村民孙振平介绍，懈寺村有种植辣椒的传统习惯。以自家为

例，辣椒种植面积3亩，一年收入6000元；再加上种植小麦、玉米
的收入，生活根本不用愁。

李根龙介绍，目前，该村种植朝天椒约300亩，通过辣椒专业
合作社与省外客商联系，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村民种植积极
性很高。

核桃种植也是懈寺村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该村核桃种植
历史已近30年，面积300余亩，一些种植大户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

“俺家种核桃有25年了，现在种植了40亩核桃。”43岁的村民
李生子说，“核桃树耐寒，种植难度较小，市场需求量大，销售价格
高，收成好时，一年就能挣13万元，这可比到城里打工强多了。”

该村地势较高的荒地，是养殖肉羊的场所。近两年来，市场
上羊肉价格居高不下，懈寺村的肉羊养殖户也因此尝到了甜头。

“一年四季都有人上门来收购肉羊，几乎没有淡旺季。”村民
李联合家中自办了养殖场，共养殖200余只肉羊。他说：“虽然辛
苦，但每年14万元的收入让人感到付出很值得。”

李根龙介绍，该村的肉羊养殖场已初具规模，下一步计划用
400亩土地建设肉羊、肉牛养殖基地，届时将成立养殖合作社，为
村民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另外，懈寺村在现有核
桃树种植基础上，计划开发约900亩的果树种植园，增加苹果、葡
萄等品种，帮助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王蕾 赵佳 文/图

既然扬州的隋炀帝墓被认定为真，
那么东宋乡的“杨广墓”是否就是假的
呢？它埋葬的又是谁呢？对此，我市有
关专家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观点一 可能是隋炀帝棺椁
对洛宁地方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曲

少波，在得知扬州发现隋炀帝墓志却没有
找到隋炀帝棺椁后，他曾写了一篇题为

“兴许隋炀帝的棺椁和骨骼在河南省洛宁
县”的文章。他认为，由于扬州被确定的
隋炀帝的墓葬中，仅发现了2颗牙齿，并没
有发现遗骸和棺椁。这并不能完全否定
唐太宗将隋炀帝墓迁葬到洛宁之说。

我市一些文史学者也认为，墓的真
假要看怎么去定义。因为过去建墓埋葬
的除了尸骨，也可以是其他东西。

对此，市文史专家蔡运章认为，关于
洛宁东宋“杨广墓”，直到明清以后在有
关文献中才出现，因此可信度不是很大，
很可能只是一种传说。

■观点二 可能是隋炀帝衣冠冢
据有关史料记载，公元617年，太原

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11月占领
长安，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

（yòu）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市文史
学者郑贞富认为，洛宁东宋的“杨广墓”就
是杨侑称帝后，为其爷爷建造的衣冠冢。

史料记载，永宁（洛宁的古称）在唐
以前名“熊耳”，于唐武德元年改为永宁，
意在汲取隋炀帝祸国扰民而导致身死国
灭的教训，希望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政
治，实现天下永久安宁。“唐改‘熊耳’为

‘洛宁’，无非也是期望这位有功有过、过
大于功的帝王魂归永宁，与熊耳山为
伴。”郑贞富说。

■观点三 可能是南陈后主墓
古代《谥法》载，“好内远礼曰炀，去

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死后被谥号为

“炀”的皇帝，除隋炀帝杨广外，还有一位
就是被隋俘获、死后葬于洛阳的南陈后
主陈叔宝。

我市一些专家提出，也有这样一种
说法，即洛宁东宋埋葬的可能就是这位
南陈后主，后因谥号相同，被后人误解为
隋炀帝。

有不少人认为，既然扬州的隋炀帝
墓经专家考证确定为真，东宋乡的“杨广
墓”就应该是假墓。对此，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目前没有对
洛宁县“杨广墓”进行正式考古勘探，其
是否为衣冠冢？或墓主人另有他人，到
底是谁？这些问题仍需经过专业的考古
发掘才能确认。

新安南李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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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李村镇懈寺村：
一“红”一“白”成特色

新安县南李村镇北距县城6公里，面积90.2平方公里，辖31个
行政村，总人口3.6万。

南李村镇原名李村乡；2009年4月撤乡换镇，正式更名为南李
村镇。该镇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花生、豆类等；资源丰
富，有1.7万亩宜林、宜牧荒山，是发展林果业、畜牧养殖业的良好
场所，一“红”（辣椒）一“白”（肉羊）成特色。尤其是煤炭、铁矿石、
石英等矿藏，质地优良，储量大，易开采。

近年来，南李村镇坚持走“工业强镇，产业化富民”之路，制定
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引资近2亿元，培育了江春煤矿、钰坤煤
矿、万山湖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形成了以煤炭开采为龙头，石料
加工、木材加工、食品加工多点开花的产业格局。

隋炀帝墓确认在江苏扬州——

洛宁东宋洛宁东宋““杨广墓杨广墓””
主人身份成谜主人身份成谜

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今年早些时候发现的位于江苏
省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的隋唐墓葬确认为隋炀帝和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您或许不知道，在我市洛宁县东宋乡也有一座“杨广墓”。既然扬
州的隋炀帝墓被认定，那么东宋乡的“杨广墓”又是怎么回事？墓主到
底是谁？

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今
扬州），被部下宇文化及缢死。据有关史
料记载，隋炀帝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木都
没有，萧后和宫人便拆下床板做了一个
小小的棺材，草草葬于宫室之内，后又改
葬到“吴台”。到了唐高宗年间，才又按
照帝王礼仪迁葬到“雷塘”。

今年 3 月，扬州市在一次房地产项
目中发现两座砖室墓，出土了铜制的衔
环铺首以及金镶玉腰带，墓志上清楚可
见“隋故炀帝墓志”等字样。经联合考古
队考古发掘，1号墓除墓志外，还出土了
十三环蹀（dié）躞（xiè）金玉带、镏金铜铺
首及大量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
格随葬品以及年龄约50岁的男性牙齿
2颗。而在2号墓，则保存有部分人骨遗

骸。经有关专家鉴定，该遗骸为一位年
龄约 56 岁、身高约 1.5 米的女性遗骸。
16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
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最终认定扬州曹庄
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墓中是隋炀帝杨
广及其萧后。

“隋炀帝墓‘现身’扬州！”对于这个
重大消息，洛宁县东宋乡村民不肯相信，
因为他们乡也有一座“杨广墓”。

东宋乡的“杨广墓”，位于该乡郭
村东南方的荞麦山（因其山上长满翠
柏，又称“柏山”）上，墓冢高 30 米，周
长 80 米，面积 2500 平方米，呈不规则
三棱椎形，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形似
龙首冲天而起，雄视北方，现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据明嘉靖三十四年《河南通志》记载：
“（隋）炀帝陵在永宁县（今河南省洛宁县）
东北，炀帝崩于江都，唐太宗迁葬于此。”

东宋乡附近村民又将疑似埋葬有杨
广的荞麦山称作香炉山，据说该山专为
隋炀帝杨广供奉香火而设，说那个圆形
山包就是杨广的墓顶。香炉山西有一寺
院，叫“圣水寺”，据传寺内僧人的主要任
务就是看守“杨广墓”。寺内原有石碑十
余通，其中明成化年间的石碑对杨广墓
曾有记载。

另外，“杨广墓”脚下还有“一川一
河”，即“渡洋河”和“锦阳川”。郭村流传
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里的“川”和“河”
都离不开一个谐音“杨”字，其中“锦阳
川”谐音“敬杨川”，似有敬奉杨广之意；

“渡洋河”谐音“度杨河”，即超度被缢杀
的杨广到极乐世界。与此同时，也有说

“锦阳川”谐音“禁杨川”，“渡洋河”谐音
“杜杨河”，意思是禁止、杜绝杨广这样的
暴君，使其永世不得再生，确保天下永远
太平安宁之意。

一般来说，皇帝死后下葬的
陵寝被称作“帝陵”。尽管此次
专家一致认定这是隋炀帝和萧
后最后下葬的场所，却罕见地使
用了“帝墓”这个称号。

对于这个有些“别扭”的定位，
有人质疑是为了避嫌“开挖帝陵”
而刻意强调发掘的是帝墓。

考古专家回应称，之所以定
位为“帝墓”而非“帝陵”是经过
讨论后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

“最重要的原因是，隋炀帝在下
葬的时候身份已不是帝王，政治
上失去了皇帝的地位。尽管唐
朝在下葬时仍然按照帝王的规
制，出土的随葬品跟大明宫也是
一样的规格，但严格意义上，仍
然只能称作帝墓而不是帝陵。”

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这位
生前据称好大喜功的帝王，死后
所安葬的主墓室仅有6米多长，8
米多宽，仅从规模上看确实十分
寒酸。

考古专家分析，这种“寒酸
感”与其死因和多次迁移有关。
毕竟从公元618年被宇文化及缢
死后草草下葬，历经多次迁移，
直到公元648年才最终与病死的
萧后合葬。“但从考古意义上来
说，其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是2013年重大考古成果。仅
萧后墓中出土的编钟16件、编磬
20件，就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出
土的隋唐时期的编钟、编磬实
物，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
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所长王巍说。（据新华社）

我市也有一座“杨广墓”

“渡洋河”谐音“度杨河”

墓主到底是谁，专家观点不一

本报记者 姜春晖

核
心
提
示

懈
寺
村
村
民
在
喂
羊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年至公
元618年），华阴人（今陕西华阴），
生于隋京师长安，隋文帝杨坚和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次子，是隋朝
第二位皇帝，公元604年由杨素协
助登基，在位14年。在位期间修
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

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迁
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
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
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
灭亡，公元618年在江都（今扬州）
被部下缢杀。唐朝谥炀皇帝。《全
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为何是“帝墓”而非“帝陵”？

隋炀帝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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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扬州对相关墓葬进行发掘（新华社发）

扬州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新华社发）

洛宁东宋“杨广墓”（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