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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文

3 月 26 日，出于对丰山的仰慕，我同老友张

会光游了一次丰山。张会光是卧龙区蒲山镇姚

亮行政村孙庄村民小组（丰山脚下）原住民，今年

84 岁，高中毕业，是亲历丰山多年变迁的当事

人。他是一位能写善讲、有一定绘画功底的文化

人。听说我要到丰山觅旧，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友

不辞辛劳，花费多天工夫，根据自己的珍贵记忆

和有关资料，绘制了一幅长 3 尺余、宽 2 尺余的

《丰山遗踪图》，给我这次游山觅旧提供了意想不

到的方便。

我们首先来到丰山最重要的景点——清泠

泉。清泠泉原在始祖庙和落镜映影琼崖下边，

《南阳县志》说：“丰山东麓原有摩崖石刻，‘清泠

泉’三字，字体 5 尺见方……清泠泉上边，原有摩

崖石刻很多，大都为明、清游人所题词。九连洞

石窟内都供有石佛造像。窟外古碑数座，较为醒

目者为‘耕父碑’，碑身较高，碑额别致。”这里原

叫清泠渊，是由丰山东南绝壁顺流而下的泉水、

雨水与白河、泗水河交汇在一起形成的深潭。唐

以后为了讳唐高祖的“渊”字，就改称清泠泉了。

为什么用“清泠”二字命名呢？是因为在这里交

汇的水温度较低。每到夏秋季节，这里是游泳爱

好者戏水、游玩的胜地。

唐朝大文豪李白就来过这里，还挥笔写下

“游南阳清泠泉”的诗作：

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

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

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路经南阳时到

此一游，道出了畅游丰山清泠泉时的晚景和恬淡

心情。

金朝元好问也来过这里，有没有游清泠泉不

知道，但登丰山，站在清泠泉悬崖峭壁上边观山

望河是肯定的。请看元好问游丰山诗两首。

一、丰山怀古

丰山一何高，古屋苍烟重。

…… ……

连山横巨鳌，白水亘长虹。

川原郁佳气，自古南都雄。

…… ……

二、十日登丰山

十日登高发兴新，丰山孤秀出尘氛。

村墟带晚鸦噪合，林壑得霜烟景分。

芳臭百年随变灭，短长千古只纷纭。

诗成一叹无人会，白水悠悠入暮云。

与李白相比，这位先后当过镇平县令、内乡

县令、南阳县令的元好问，显然是在借此宣传地

方美景。

张会光说，从山下到清泠泉不过 100 多米，

只不过昔日的清泠泉早已经被南水北调在这里

过河的“倒虹吸”所取代，现在可望而不可即。我

们来到北距“倒虹吸”80 多米的一棵“千年侧柏”

旁，前边已经被封闭起来，游人只能止步。说起

我们身旁的这棵“千年侧柏”，张会光说，这是林

业部门命名的“一级古树”，为了保护这棵“千年

侧柏”，2017 年修建“倒虹吸”时本应该从此处径

直过河的，因为此树已经不能移栽了，硬是让“倒

虹吸”的位置北移 80 多米，多花了不少钱，足见

南阳对古柏的关爱和保护力度。

从现在丰山的当腰处，我和张会光攀登到

山顶。由于没有石阶一类的山间小道，只能靠

散落的石子和荆棘蜿蜒路径，小心翼翼地攀缘

上行。资料显示，山顶最高处 225 米，我们攀登

处顶多 200 来米。张会光虽比我长 4 岁，却身体

硬朗，麻利得很，轻轻而上，又轻轻而下。我下

山时除了一次次紧抓荆棘或小树枝丫外，便是

顺坡溜下了。

在丰山南半腰处，张会光指着脚下的大坑

说，下边就是《山海经》中说的丰山“有‘九口钟’，

随着霜降鸣”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神耕父

居住过的地方”，还有九口神钟，所以才能在中国

古代 10 位山神传说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南阳诸

多山脉中独领风骚。张会光说，他小时候常听老

人们说，丰山的神钟响是神耕父提醒人们不要耽

误了农时，赶紧种麦子的，要不怎么叫神耕父

呢！其实，那是解释不了“霜钟自然鸣”现象而编

排出来的神话故事。

1980 年，这一带的村民开山取石时发现一

座长约 70 米的大溶洞，自西南山脚下凹入，向东

北伸展很远。洞内有 4 个大厅，厅内顶高数米，

里面有石乳、石柱、石笋、石幔等，还有千奇百怪

的岩石（张会光所言与《南阳县志》记载惊人一

致，可见他对此事的熟知程度），直到这个时候

“霜钟自鸣”的谜底才得以解开。原来每年入秋

以后，东北风频起，风吹溶洞，才能发出钟鸣般的

响声。

我和张会光一起乘车来到丰山的西北角——

“断头崖”下。这里从南往北看是宛洛公路的右

侧，与左边的蒲山隔路相望。说起“断头崖”，张

会光又给我讲了这一带盛传 2000 年的神话故

事。

据说丰山和蒲山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一

个名字，那就是“牛头山”，丰山是“牛头”，蒲山是

“牛身”。话说东汉初年的某一年夏季，天遭大

旱，白河断流，新野县城里的井水干涸了。驻守

新野的东汉名将邓奉骑着白马，率领一队人马，

手拿大刀，怒冲冲地沿着白河往上游查找原因。

当转了一道弯查到牛头山时，发现清泠渊里的水

深蓝一片，清澈诱人，错以为是“牛头”把白河里

的水拦在了这里。于是便挥舞大刀向“牛脖子”

处猛劈数刀，只听“咔嚓”一声巨响，牛头山的“牛

头”与“牛身”便出现了分离，鲜血淋淋，自此“牛

头”成了丰山，“牛身”成了蒲山。分身处叫“刀劈

崖”，就是我们所站的位置。流出的大量牛血染

红了一个小山沟，人们起名叫“红土沟”，现在红

土沟虽然没有了，但红土沟一带挖出来的土仍然

是红色的。

这一绘声绘色的民间传说为什么牵扯到东

汉初年刘秀大将邓奉身上？据我了解，刘秀称帝

后，曾让邓奉镇守新野。由于大将吴汉路过新野

时杀人掠夺太多，引起邓奉拥兵反叛。刘秀亲率

大军把邓奉围堵在丰山南 3 公里瓜里津渡口，将

邓奉斩杀。因为此事发生在丰山附近，也就附会

出邓奉劈山的故事。

丰山北部最高处，原有一座真武帝庙，庙大

殿前一对雄狮子虎视眈眈，庙后边东北处有两个

对称的大石头洞，叫“牛眼洞”；娘娘庙大殿前坐

卧的一对玉麒麟栩栩如生；庙后西北方向两个牛

耳朵形状的巨形山石形象逼真；还有饮牛池、摩

崖石刻、观景台、石大殿，一步九阶梯，一石八转

弯……山体上的古木松柏郁郁葱葱，怪石、奇石

千姿百态，物景、山景、石景、水景和四周的田园

风光交汇在一起，美不胜收。过去每逢春日庙会

或秋分以后，白河水枯，东岸涉水赶会的人群黑

压压一片，临河宛洛古道上车马旌旗冠盖相望，

和安步当车的人群会集到这里，人山人海，挤拥

不动。那时候的丰山是南阳城及周边人休闲、旅

游、观光和消夏的好去处。

寻觅到这里，我感慨万千、惋惜无限。说昔

日的丰山是“南阳的文化之钻”，是古南阳一道亮

丽的浅山风景线，蕴藏着十分古老、丰厚的文化

内涵，一点儿也不过。③5

丰山觅旧丰山觅旧
赵宗礼赵宗礼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宾）4月 10日，

2024年卧龙区青年篮球联赛在市第五完全

学校拉开帷幕。

本届比赛由卧龙区教育体育局主办，卧

龙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市第五完全学

校、市第一完全学校、卧龙区篮球协会协办，

旨在助力卧龙区青年发展型城市先行区建

设，叫响“青青卧龙、活力之城”品牌，同时为

广大有为青年提供学习交流、兴趣培养、资源

共享、风采展示的平台，引领激发卧龙广大青

年扬青春之志、展青春之姿、建青春之功，把

青春华章书写在卧龙大地上。

比赛于 4月 10日至 30日在市第五完全

学校、市第一完全学校进行，设置职工组和社

会组两个组别，其中职工组有南阳盛煌实业、

市第九完全学校、市第十七小学校等 17支队

伍参加，社会组共有爆汗体育、赤景坊酒业等

16支队伍参加。③5

卧龙区青年篮球联赛

昨日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 周冀豫 李家麟）日

前，南阳作家群著名作家周大新，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美院相关专

家、学者，秉德行远集团负责人一行莅临南阳

科技职业学院，捐赠书法作品及藏品。

捐赠仪式上，周大新一行向学校赠送了

《阅读会提高你当下应对生活之能力》《阅读

会激发你将来创新创造之热情》、中英双语书

法作品《岳阳楼记》、中国革命歌曲收藏集锦

《红色歌曲》等。南阳科技职业学院相关负责

人对周大新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专

家、学者们的捐赠表示感谢。近年来，南阳科

技职业学院坚持以文化润心、以文化提神、以

文化聚力，不断深化学校文化建设，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

泉。相关负责人表示，学院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自觉传承和弘

扬地方优秀文化，不断从优秀文化作品中汲

取营养和动力，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交流和

繁荣发展。③5

周大新一行向南阳科技
职业学院

捐赠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