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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津关，是东汉灵帝为抵御黄巾军所设的八关之一。它
和孟津关形成掎角之势，共扼黄河咽喉，镇守洛阳北大门。小
平津关以黄河河道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关隘依古渡口而
设，随着河道的变迁，如今遗址已难以确定，多数人认为小平津
关位于今孟津县会盟镇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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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关于小平津关名称的由来，说法
有二：一则认为它仅次于孟津关而得
名；二则认为它与平阴、平县的地名有
关。史料记载，汉时河南郡在今孟津
县和偃师市交界一带设平阴、平县，故
称“小平津”。

关于小平津关的地址，说法同
样有二：多数资料显示小平津关在
今孟津县会盟镇花园村，也就是后
来的花园渡；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小
平津关实则是孟津、偃师与巩义交
界处的杨沟渡，在今偃师市邙岭乡
周山村附近。

翻看地图发现，花园渡和杨沟渡

均离孟津渡所在的扣马村不远。其
中，花园渡在孟津渡西两三公里处，而
杨沟渡位于孟津渡东两三公里处。

杨沟渡和花园渡都是黄河的重要
渡口。每天船工摆渡的客人有上千
人，黄河北岸的温县、孟州等地也经常
利用渡口过河。据当地人介绍，以前
黄河的水比现在大得多，加之船运条
件落后，过河并不容易，如果遇到洪涝
之年，渡口就会停运。

古时候，渡口的设立往往选择在
平缓开阔的河边，河道变迁往往致使
渡口迁移变化。这也为寻找古渡口的
具体位置增加了难度。

扑朔迷离小平津

虽然小平津关关址扑朔迷离，
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扼守洛阳北
大门时，曾历经过的鼓角争鸣和刀
光剑影。

东汉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汉
灵帝命大将军何进置洛阳八关。中
平六年（公元 189 年），灵帝宠信的宦
官张让杀死何进，袁术、袁绍等人听
闻何进被杀，遂入宫对宦官大开杀
戒。惊慌失措的张让劫持少帝刘辩，
连夜逃向小平津。袁术等人穷追不
舍，张让无路可走，投河自尽，何进旧
部董卓将少帝刘辩迎回洛阳。

董卓旋即掌控朝中大权，致群雄
联合讨伐。当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
于黄河北岸，准备除掉董卓。董卓闻
讯，先在平阴津（黄河古渡口，今孟津
境内）布下疑兵，暗中派精锐部队于

小平津渡河，绕到王匡军背后发动攻
击，大破王匡之兵。后董卓被其亲信
吕布所杀。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匈
奴建立的政权汉国攻陷都城洛阳。
晋怀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随着
洛阳的沦陷，一批晋朝大臣纷纷想重
建中央。最先是司徒傅祗在河阴县
设行台（魏晋至金代尚书省临时在外
设置的分支机构），屯小平津，征召兵
员，以图复晋。

直至清朝，小平津关依然久经战
事。如今，随着铁路桥和公路桥飞架黄
河，小平津失去往日的重要地位而烽
烟散尽。说到黄河桥，年代最为久远的
莫过于西晋大将军杜预修造的富平津
桥。当时杜预为解决黄河通行问题，力
排众议，建成黄河第一座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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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津关：黄河古渡今难觅

地名故事

汉函谷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
年（公元前114年），至今已有2100年。
作为洛阳通往西方的“第一门户”，汉
函谷关东指洛都、西望长安，素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美誉，为“洛阳
八关”之首。

伊阙关：位于今龙门山和香山之
间的阙口，是古时洛阳的南大门。今
伊阙关处，建有石拱桥1座，是龙门石
窟重要的参观通道。

广成关：位于今汝州市临汝镇一
带，因上古仙人广成子而得名。自古
是宛（南阳）襄（襄阳）、荆楚地区进入
洛京的重要通道。

大谷关：遗址大概位于伊滨区寇店
镇水泉村，与北魏时期开凿的水泉石窟
相近，风景旖旎。大谷关所在地寇店，因
宋代宰相寇准曾在此居住而得名。

轘辕关：设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
元184年），位于今偃师市府店镇境内轩睘
辕山，扼守洛阳东南门户。虽历经千年

战火和岁月侵蚀，如今关门遗址上古穆
遒劲的“古轩睘辕关”四个大字仍清晰可
见，让人顿生思古幽情。

旋门关：旋门关地处古成皋城
（今荥阳市汜水镇一带）。有人认为，
旋门关就是虎牢关在东汉时期的别
名。东汉才女班昭所作《东征赋》中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
道出了旋门关关址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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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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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津关：与孟津关共守黄河，
扼守洛阳北部门户。小平津关在今孟
津县会盟镇花园村（孟津关所在扣马
村西），也有人说位于偃师市邙岭乡
周山村（扣马村东）附近。 （云飞）

洛阳八关再温习

相关链接▶▶

在孟津县西北部有个叫大庙沟的地方，有
关大庙沟一名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相传，大庙沟原来叫大猫沟。很久以前，此
处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山梨、野枣、蘑菇遍地
都是；溪水潺潺，鱼虾等资源丰富，十分适合人
们居住。

然而，沟里住着一只大猫，十分凶残，不但
霸占了沟里的各种资源，而且连附近村民饲
养的猪、马、牛、羊也不放过。

后来，这只大猫竟打起了村民的主意，开
始祸害百姓。当地村民经常听到有人大声呼
救，只要有人前去相救，就有去无回，百姓生活
苦不堪言。

一天，有个武士路过此地，听说大猫祸害百
姓之事后，十分恼火。他向百姓发誓：“不除掉
大猫，决不罢休！”

次日一大早，武士走进大猫沟寻其踪影，到
下午也未见到。太阳落山时，忽然刮起了一阵
风，武士突然听到有人呼喊救命，他顺着呼救的
声音寻去，发现一个女子跌落在沟边，武士拿起
棍棒上前询问女子伤势。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
了，只见那女子在地上一个翻滚，竟然变成了一
只黄皮黑斑的金豹。

原来一直祸害百姓的不是大猫，而是这个
变成弱女子的金豹。得知真相后，武士抡起棍
棒便朝金豹打去，棍棒却被金豹一口咬断。武
士一个躲闪，猛然飞起一脚，踢断了金豹的后
腿，金豹疼得嗷嗷乱叫，掉头就跑。

武士在金豹身后穷追不舍，走投无路的
金豹伸出舌头往自己腿上一舔，伤口竟然神
奇般地愈合了。还没等武士反应过来，金豹
便扑向他。武士急中生智，袭击了金豹的眼
睛，恰巧击中它的弱点，双目受伤的金豹像无
头苍蝇一样乱抓乱扑，一双利爪深深刺进武
士胸膛，武士顺势将金豹举起，重重地扔到山
崖下。

听到激烈打斗声的村民纷纷聚集过来，那
只害人的金豹被摔死在大石块上，但勇敢的武
士不幸牺牲了。

村民们为纪念武士，在沟边修建了一座庙，
年年供奉香火并把大猫沟改名为大庙沟，附近
的村子也随之称为“大庙沟村”。

（赵佳 朱艳艳 朱书宗）

大庙沟：
金豹作恶伤百姓
武士除害享庙祭

东汉末年洛阳八关示意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