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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村东距孟津城区十公里，西距横水镇政府所在地
三公里，坐落在瀍河源头之一的潜亭山下，因唐代大文学家
韩愈而得名。

韩愈是唐代中期的官员，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
家。《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字退之，昌黎人……愈生三
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新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愈生
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
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
第。”《旧唐书》和《新唐书》对韩愈的身世交代得很清楚，韩
愈三岁的时候成了孤儿，由兄嫂抚养成人。

韩愈天资聪慧，虽生活清贫，却勤奋好学。他满腹经
纶，很快便“知名于时”，可是仕途坎坷，连科不第。贞元八
年（公元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才登进士第。
后入朝为官，他又是几度升迁，几度遭贬。

文公村与韩愈的关系，宋代朱熹的《韩文考异》中有记
载：“旧籍在东都，我家本瀍谷。”唐代诗人，也是韩愈好友的
张籍，后来在吊唁韩愈时也曾说过“旧茔盟津兆”。

韩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工作在洛阳。成年后，
韩愈与河南府法曹参军的女儿结为秦晋之好。一次，他官
场失意，来到孟津西部邙山岭，在夫人的劝说下，开办学堂，
教书育人。自此，韩愈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潜心教学，培养
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和栋梁之材。韩愈去世后，被赐谥号

“文”，世称“韩文公”。
后来，当地人为纪念韩愈建造了文公庙，将庙所在的村

子称作文公村。
在当地还有韩愈修仙不成，转而开办学堂的传说。据

说韩愈的一个侄子已是仙家之体，看到韩愈遭贬，就和他来
到一座背靠苏山、面对瀍水的庙中，准备一起修道成仙。可
是韩愈凡心未灭，不愿成仙，从此在庙内办起学堂，招收附
近的农家子弟前来学习。为纪念韩愈教书育人的功德，人
们就把那道突兀挺拔的山梁起名潜亭山，将山上那座庙唤
作文公庙，庙下面的村庄称为文公村。

韩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公
元 824 年），韩愈病逝，时年 57 岁。元丰元年（公元 1078
年），韩愈被北宋朝廷追封昌黎伯，从祀孔庙。韩愈是唐代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
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世又将
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如今，文公村的文公庙已无踪迹，只有文公村的名字，
任斗转星移，春去秋来，永远叙说着韩愈的逸事，永远纪念
着一代文章巨擘。

韩愈与文公村

龙门香山寺遗址
发现入唐古印度高僧墓塔高僧墓塔

近日，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在郑州举
行，洛阳龙门唐代香山寺遗址公布最新考古
发掘成果。唐代香山寺是怎样一座寺院？
一起来听听龙门石窟研究院专家的解读。

唐宋时期的香山寺是龙门石窟周边著
名的“龙门十寺”之一，与我们如今熟悉的清
代重建的香山寺地理位置有所不同。唐代
香山寺遗址位于龙门东山南麓，坐北面南，
因山就势呈阶梯状分布于多级台地上，现存
面积 4 万余平方米。2016 年至 2023 年，龙
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洛阳市考古研究
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目前
已发掘4000平方米。

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
任路伟介绍，唐代香山寺的兴建与古印度高
僧地婆诃罗有关。据文献记载，他修为高
深，在唐高宗晚期及武则天时期，在长安、洛
阳翻译了十几部佛经，深得武则天的尊崇，
武则天曾为其译经“御制序文，深加赞述”。
公元687年，地婆诃罗在洛阳的魏国东寺圆
寂，武则天听闻“深加悲悼”，敕命将其葬于

“龙门山之阳、伊水之左”（即龙门东山南
麓）。此后，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提议，
在地婆诃罗墓塔塔院的基础上扩建寺院，武
则天敕名香山寺。

“我们在该遗址内发现两处方形建筑基
址（1号、2号），均为塔基。”路伟介绍，1号塔
基的地面正中为半地穴式遗迹，内有舍利瘗

（yì，埋葬的意思）埋空间，2号建筑砖构遗存
为具瘗埋功能的砖塔，初步推断其年代为公
元7世纪后期，瘗葬者为地婆诃罗。

“地婆诃罗是唐代最早葬于洛阳
的古印度（天竺）僧人，本次发掘也是
国内首次对入唐的印度高僧墓塔的发
掘。”路伟介绍，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
2 号建筑的规格较高，基址位于香山
寺遗址最高台地上，为寺院中最早修
建的建筑，塔前就是寺院大殿。

考古工作者在2号建筑台基正中
发现了一个方形大坑，边长 9 米、深
1.3米，底部及四壁土质纯净，坑内地
面及壁面残存铺砖、砌砖迹象，砖大小
基本一致，完整者长 35 厘米、宽 17.5
厘米、厚7厘米。在大方坑中心，有一
个边长1.31米的正方形土坑，坑的四

壁较为整齐，内部填有很细的夯土和
细沙，坑中心出土有一件石棺、两件带
孔石板和佛教造像。根据遗迹和构
造、出土遗物等，专家判断中心方坑为
塔基地宫。

根据发掘情况，考古工作者推测
2 号建筑台基经历过后期扩建，塔基
中心的大方坑外围填土及散水（注：古
代建筑中铺设于房屋四周地面上的防
水层，防止雨水侵蚀房基）可能于晚唐
时重修，并建有大型木构殿堂建筑。
结合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考古专家
认为，香山寺及塔基建筑或许被毁于
北宋末年或宋金交替之际。

目前，唐代香山寺遗址共计出土
遗物上万件。其中，1 号建筑出土有
较多条砖残块、不规则砖，少量残瓦、
瓷片、铁钉及宋代铜钱等；2号建筑出
土有建筑材料、佛教造像、佛教舍利
用具、铜钱等。

2 号建筑的出土遗物，也显示其
建筑级别非同一般。考古工作者在
其出土的门砧石、石门槛上，发现了
镌刻精美的图案，有狮子、犀牛、大
象、独角兽、胡人、多种乐器等。同
时，这里发现的石刻造像，如佛首、女
俑头、力士头等还残留有妆彩、涂金
的痕迹。

在 2 号建筑的中心方坑外，考古

工作者惊喜地发现了手印纹砖。此
前，在唐代高规格建筑或官方建筑基
址的考古发掘中，都曾出土手印纹
砖。专家推测，在建筑构件中留下手
印，是当时古代官方手工业生产中对
产品“物勒工名”管理制度的一个体
现，以便于追溯产品质量。

香山寺遗址的出土遗物为进一
步了解唐代佛教文化、建筑艺术和社
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按照计划，
下一步，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对遗址第
三级台地上的大殿区及其周围的院
落、僧房区等遗迹进行细致发掘。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本文配图均为考古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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