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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关：风云激荡古渡口

孟津关因扼守古黄河孟津渡口而得名。孟津关北濒黄河，南依邙岭，有山河作
托，关隘便于坚守，形成了以关制河、以河卫关的局势。因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古黄河河道变迁，孟津关今已难觅影踪。而在距古孟津
渡口不远的会盟镇扣马村，有一处会盟台遗址，相传为周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会
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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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菩提达摩一路北上，风餐露宿，抵达洛
阳。洛阳此时崇佛风盛，龙门石窟的开凿如火如
荼，城内寺院鳞次栉比，香烟荡荡，念经声不绝
于耳。达摩在城中行走，耳濡目染，十分欣慰。在
洛阳内城东第一门青阳门街道北有修梵寺，寺
内有金刚力士，孔武有力，“鸠鸽不入，鸟雀不
栖”，达摩见此景感叹：“得其真想也。”见到豪
华壮丽的永宁寺及寺塔，达摩的心灵更受到极
大的震撼。

《洛阳伽蓝记》载，达摩“见金盘炫日，光照云
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
他说他活了150岁，历涉诸国，而此寺精丽，阎浮

（概指五天竺）所无也！又说“及佛境界，即未有
此”！于是，他顶礼膜拜永宁寺塔，“口唱南无，合
掌连日”。

达摩认定洛阳是修行弘法圣地，决定留在洛
阳。但禅宗修行需要清净之地，他走遍洛阳周边山
水，最后来到嵩山少林寺，挂单（指行脚僧到寺院
投宿）后，修坐禅之功。

相传达摩为修得正果，在少室山北麓、少林寺
后五乳峰的一个岩洞住下，终日“壁观婆罗门”（即
景观清净），俗称面壁，一连9年。此岩洞被后人称
作“达摩洞”，洞中原有一块“达摩彩石”，据说是达
摩祖师面壁9年，精诚所至，影透石中。之后，这块
影石被移出达摩洞，存在少林寺中。

达摩面壁9年，为解除久坐而造成的筋骨困
倦、精神萎靡，也为了防御毒蛇猛兽侵扰，他模
仿虎、猴、鸟、蛇的动作，活动肢体，形成一套“心
意拳”，最后，这套拳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少林
武术。

达摩面壁 9 年，终得透悟后，将衣钵传给弟
子慧可，自己带几位弟子离开少林寺，在洛阳一
带云游弘法。达摩弘法普世法雨，竭尽心力，但
他主张的“禅定”尚不为众人所接受。当时，北魏
盛行讲经，高僧大都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口若
悬河。忽然来了位高僧“不立文字”只坐禅，人们
便对达摩讥讽和诽谤，甚至认为是旁门异端，多
次施毒加害。据传，达摩一生被人下过5次毒，这
5 次由于事先防备或事后及时救治，均安然无
恙。第 6 次，达摩自度化缘已尽，传法已有后人，
遂不再救治，于文帝大统二年（公元536年）十月
五日，端坐于洛河之滨(今宜阳县韩城至三乡一
带)圆寂，十二月二十八日，众弟子葬达摩禅师于
熊耳山前的定林寺。

相传，达摩圆寂后，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却
在大戈壁中遇到达摩。只见他赤着脚，提着一只
鞋，闷闷不乐地走着，宋云问道：“大师去哪里？”达
摩答：“回西天。”说完头也不回，独自西行。宋云回
到洛阳，向众人谈起此事，大家都感惊诧。僧人们
挖开达摩墓，只有一口空棺材，里面还有一只鞋，
皇帝听说后，下诏将鞋子取出，送到少林寺珍藏，
并将定林寺改名“空厢寺”，这就是佛教界广为流
传的达摩祖师“只履归西”的传说。

达摩圆寂时并无谥号。直到唐代才被加封为
“圆觉大师”，据唐代《再建圆觉大师塔志》载，郭子
仪在“安史之乱”后、收复洛阳的第二天，向唐肃宗
李亨上表，请求赐达摩谥号，该事拖至唐代宗李
豫，才下诏达摩为“圆觉大师”，塔号为“空观”。当
时有“空观”。由郭子仪为功德主，建空观塔于熊耳
山空厢寺，但到唐代武宗李炎时期，武宗灭佛，“率
土塔庙，据为丘墟，大师塔志，亦随湮灭”。唐大中
四年（公元862年），唐宣宗李忱下诏重建空厢寺、
空观塔，洛阳知名僧俗数百人公推龙门天竺寺审
元禅师主事，终恢复了寺塔。

由于空厢寺历代属少林寺管辖，因此，主
持该寺的高僧不少。宋代：有挺、慈禅师、恩恭；金
代：白云海公、佛光道悟；元代：藏云慧山、息庵又
让、凤林珪公；明代：嵩溪子定等。空厢寺至今尚
存，位于陕县李村乡徒沟村北，寺北面有一座七层
砖塔，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当地人称

“达摩塔”，塔东侧有4通古碑，分别刻有《菩提达
摩大师颂并序》《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重修空厢
寺记》等，多为明代所立。

弘禅法达摩面壁
葬熊耳只履归西

□徐晓帆 司一智

黄河出陕，奔腾在豫西峡谷，水流湍急，至孟津，
河道渐宽，流速骤降，便于船渡。因此，孟津渡口自古
以来就是南北往来的交通要冲。在此设立孟津关，有
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它占尽地利优势。

商朝末年，纣王沉湎酒色之中。他拒纳忠言，滥
施酷刑，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商朝的一个方
国（诸侯国）周发展壮大起来——农业迅速发展，百
姓休养生息，疆土不断扩充，内部人心安定，经济实
力雄厚。

周文王离世后，其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
周武王。次年夏，武王率大军自镐京（今西安市长安
区西北）出发东进，不日来到黄河南岸的孟津，举行
誓师仪式，史称“盟津之誓”。此时，邻近方国纷纷前
来助阵，助威者达“八百诸侯”。这就是流传千古的

“八百诸侯会盟津”。

会聚的八百诸侯，一起向黄河对岸进发。顷刻
间，千舟竞发，浪花飞溅，各路大军迅速到达黄河北
岸。但是，军队还未登陆，武王就急令返回南岸。原来
这是武王预先安排的一次重大的渡河实战演习，武
王看到商军已有戒备，认为灭商时机尚不成熟，便引
兵西还。此次军事行动史称盟津观兵。

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盟津观兵，奠定了武王
牢固的盟主地位。两年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
离析。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bēn）三千人、甲士
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出发前遍告诸侯重新会师孟
津，与商军决战。会盟台上，武王历数纣王种种罪行
后，渡过黄河直奔殷都朝歌。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经著名的牧野之
战，武王大败商朝军队，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商
朝灭亡，周朝建立。

八百诸侯会师孟津

商灭周立，昭示着失民心者必失天下的道理。而
其间，伯夷、叔齐为劝谏武王，放弃攻打商朝的“叩马
而谏”和“不食周粟”同样值得回味。

相传，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
和三子。中国古代君主传位，通常嫡长子即位。然而
孤竹国国君临终前，认为叔齐天资聪明更适合继承
王位，于是立下遗诏传位于叔齐。不料孤竹国国君死
后，叔齐坚决不肯继位，他认为王位理应传给大哥伯
夷，而伯夷说父王遗诏极当，叔齐不必过谦，做哥哥
的肯定全力辅佐。

有人认为，伯夷、叔齐兄弟之所以让国，是因为
他们对商纣王当时的暴政不满，不愿与其合作。后来
两人投奔了周。但两兄弟又谨遵君臣礼节，认为不该
讨伐商纣王。

当周武王带着装有其父亲周文王遗体的棺材，

挥师伐纣时，二人便拦住武王的马头进谏说：“父
亲死了不埋葬，却发动战争，这叫作孝吗？身为商
的臣子却要弑君主，这叫作仁吗？”周围的人要杀
伯夷、叔齐，被统军大臣姜尚制止了，并放走这两
个人。

周武王灭商后，成为天下宗主。伯夷、叔齐却以
自己归顺周朝而感到羞耻。为了表示气节，他们不再
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以山上的野菜为食。

周武王曾派人请二人出山，被拒。后来，听到有
人说“采食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之后，二人开始绝食
并饿死在首阳山脚下。

此后，二人以“贤人”著称于后世。后人还在孟津
渡口附近叩马而谏的地方修建祠堂。由此而形成的
扣马村，不仅成为商贾云集、舟车辐辏的大镇，还成
为历代达官显宦、文人骚客瞻仰凭吊的圣地。

扼守黄河渡口咽喉的孟津关，被正式作为
军事关隘，是在东汉末年。汉灵帝为抵御黄巾军
进犯汉魏故城洛阳，命大将军何进在孟津渡口
建设防御工事，固守洛阳北部门户。

此后历代，孟津关作为军事要冲，地位有过
之而无不及。在古代，孟津关也被称为河阳关，
也有“河阳三城”之说。

专家认为，北魏时期，黄河南北两岸以及河
中沙洲，分别设三座城，分别为北中城、中滩城
和南城，因为在河阳县境内（今焦作孟州市），故
名“河阳三城”。

而连接三城的河阳桥，则在中国桥梁史上
赫赫有名。唐代诗人柳中庸的诗《河阳桥送别》
云：“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若傍阑
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

从形制上说，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后，朝廷置重兵守河阳三城。唐德宗建中二
年（公元781年）置河阳三城节度使，直至宋代。
自唐至宋初的300多年中，围绕河阳三城所进
行的大小战争有百次之多。唐杜甫诗《石壕吏》
所叙述的“急应河阳役”和《新婚别》中的“守边
赴河阳”等句，都是河阳桥兵争频繁惨烈的真实
写照。

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与皇太后、皇后及
文武大臣南巡，从孟津渡过黄河，驻跸洛阳，先
后祭拜了关林，游览了龙门石窟和龙门东山的
香山寺。

1977年，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桥——洛阳
黄河公路大桥建成，加上黄河铁路桥，船渡时代
逐步过去。如今，滔滔黄河之上，便只有游船和
养殖船的身影。而无论是在黄河岸边还是沙洲
之上，孟津关遗址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会盟
镇万亩荷叶田田的静谧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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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衡水镇有个会瀍村，又叫会瀍沟，古时候叫辉
障沟。有关此村名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与晋代
石崇有关。

石崇是西晋文学团体“金谷二十四友”巨子、著名富
豪。相传，当时他看中了会瀍村所处的地方，认为这里山
清水秀，便将此处买下，建了一座名园，起名金谷园。石
崇在此所设的步障路从洛阳城一直通到会瀍，由于这步
障路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将周围照得一片辉煌，
人们就把这里称为辉障沟。

辉障沟缘何会改名为会瀍村？村里流传着另一个传
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该村只有五户人家，村子虽然很
小，但村里民风很正。这五户人家的儿子都考中了秀才，
之后他们仍积极进取，一起去考举人，经历了多次落榜，
直到60多岁，他们都未考中。

此时，其中四个人选择了放弃，只有一位姓王的秀
才锲而不舍。四名秀才放弃后，没有丢掉书本，而是在村
里的一孔窑洞里开起了私塾，由于四人博学多才、课教得
好，年年都有学生考中秀才。因此，私塾远近闻名，就连
邻村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求学。

没过多久，村里传来好消息，当年五名秀才中的那位
未放弃赶考的书生，不但考中了举人，而且又进京考中了
进士。全村人都以他为荣，这四名秀才也十分激动，前去
祝贺。

酒席上，村里的一位老者举杯祝贺说：“王秀才与四
位一起考中秀才，年且70岁又考中进士，这就像种庄稼，
不管是否丰收，都要种。因此，他请四位秀才以此事为题
材作诗一首。”

说罢，四人欣然作诗：“学如登南山，步步都艰难。越
是往上去，高处不胜寒。”全村人一听此诗，觉得很顺口，

但不明白诗的意思。这时，村里的一个名叫憨牛的小伙
子自告奋勇，也作了一首诗：“管咱会不会，该缠就去缠。
只要场场到，早晚会露脸。”

此诗因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村子流传开来。后
来，村民就沿用了诗中的“会”“缠”二字，将村名改为“会
缠”。之后，“瀍”字逐渐取代了“缠”字，村名又改成了会
瀍村。

（赵佳 李根柱）

会瀍村：金榜题名人皆贺 村名出自打油诗

地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