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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塔行宫

南匈奴从吕梁核心三川河进入汾河谷地，
必然要通过东川河谷地，才能到达今汾阳、介
休。这条路线是一条古道，也是现在高速公
路、国道通过的地方。五道庙在的东川内陈家
塔村北一处凸出的高岗上。我欣喜地在草丛
里找到了元人所立《重建汉光文帝庙碑》，这是
元代时附近村社民众自发集资修缮庙宇的记
录，由汾州西河县杨泉里丹青处士篆额并书
丹。

碑文叙述南匈奴南迁、刘渊建国以及后为
神明的事。

“神有威灵，人心共享。人有诚功，神明相
助。时丰岁 ，赖帝主之洪恩，国泰民安。假神
明之厚荫，既蒙其德，宜祭以时恭谨。汉光文
帝，尊神者，昔日明主，今世灵神。三皇五帝之
苗裔，播迁于远久矣。车书不同，漫不可考。
盖厥祖积德之深，得志行乎中国，或王或霸。
如秦苻坚魏拓跋氏，莫不为一代之贤。文章礼
乐六艺可观，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昔日
汉光文帝冒顿之后。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子
孙，遂冒刘氏。建武初乌孙留若 自立为南单
于。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即单于所徙庭
也。父豹左贤王。魏武分其众为五部，皆家晋
阳汾涧之滨。豹妻呼延氏梦吞卵而生光文，有
文在其手曰渊，因以为名焉。字曰源海。生而
异，微长而好学经史兵法，靡不涉猎。尝谓同
门曰，吾妙绝于众，膂力过人。身高八尺四寸，
发长三尺有余，中有赤发三根，长三尺六寸。
泰始之后，建国成邦，再不可言。后谥汉光文
帝。此处建立行宫，立其庙貌。岁月以久，风
雨催朽，乡人叹之曰，亦可创建 辊，无其敢承
者……”

碑文首段即说“神明相助时丰岁 ，赖帝
王 之 洪 恩,国 泰 民 安 ”。 然 后 叙 述 刘 渊 故 事:

“汉光文帝尊神者，昔日明王，今世灵神。三
皇 五 帝 之 苗 裔 。 播 迁 于 远 玄 ， 车 书 不 同
……”。“盖厥祖积德之深得志于乎中国。或
王或霸如秦苻坚，魏拓跋氏，莫不为一代之
贤”，而“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可见
元人对北方民族政权的态度。此后碑文追溯
南匈奴历史，只是将乌孙留若 单于事径直接
入 “ 今 离 石 左 国 即 单 于 庭 ” 一 语 ， 造 成 错
误。记述刘渊事迹内容多取自 《晋书》 卷 101

《刘元海载记》。
碑文为神话刘渊，将历史事实称为刘渊

的预言。所谓“尝谓同门曰，吾妙绝于众，
膂力过人。……泰始之后，建国成邦，再不
可言”。

“后谥汉光文帝，此处建立行宫，立其庙
寝”。是指后人在此地建庙纪念刘渊。随后叙
述附近民众捐资修庙事，其中提到同时建广
禅侯神祠一座。可见这个小山岗上是元代民
间神明的集中供奉地，刘渊庙或者说行宫是
其中之一。广禅侯庙是兽医-马王爷崇拜祭祀

场所。民间有北宋时晋城兽医常顺医治军马
的故事。马王爷崇拜说明这一带在元代依然
是农牧混杂的经济区。碑文落款为“大元后
至元二年岁次丙子仲夏□□日立”。据干支推
算 可 知 ， 此 立 碑 时 间 为 元 顺 帝 至 元 二 年

（1336）。
有趣的是，此深埋入土的石碑估计是后

来被放反了方向，碑阳文字朝北，书写捐资
人名单的碑阴一面却朝南：碑首“惟愿?建立
之后，人口无灾，六畜兴旺，田蚕万倍”。这
里 也 透 露 出 元 代 东 川 河 一 带 农 牧 业 生 产 情
况。下面是大批捐资人名单。当中为首的是
重建都功德主张进一族。碑文中记载首先倡
议捐资修庙的正是当时的社长张进之子——
张子实。右侧记录都维那二人，石灰维那一
人。左侧记录有本州在市高副使、当里 佃
客曹福等人。梓匠石窟村翟庭实、屋瓦匠、
铁匠等人名。佃客也加入到捐资名单里，对
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和生产关系是有价值的
资料。

这通石碑说明元代时，刘王庙即刘渊行
宫得到村民集资修缮。从十六国到元后期，
经过千年时光，刘渊从人到神，被尊为地方
神灵，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夕阳里，石碑前后都是茂盛的野草，我试
图拔一些，看文字更清楚些。有村民在附近收
拾作物，这通外表很普通，斑驳的元代石碑和
他们的生活很远了。最近雨水大，地里的黍子
长势很好，这对靠天吃饭的大东川农民来说是
好消息。

上四皓行宫

东川河边上四皓村村北的高岗上旧时有
关帝庙。2008年时，文物部门在这里发现了一
件元代文物。

数年之后，蒙王先生指引，在文物库房里
找到了这件文物，类似经幢，为六面体，各面均
有题记。拂去积尘，借助手电筒的光，逐渐看
清上面的文字，罗列于下：

创建本庙醮盆一座 龙岩院住持僧讲主李
义

神有威灵，人心共享。人有诚功，神明相
助。时丰岁 ，赖帝主之洪恩，国泰民安。假神
明之厚荫，既蒙其德，宜祭以时恭谨。汉光文
帝，尊神者，昔日明主，今世灵神。三皇五帝之
苗裔，播迁于远久矣。车书不同，漫不可考。
盖厥祖积德之深，得志行乎中国，或王或霸。
如秦苻坚魏拓跋氏，莫不为一代之□。文章礼
乐六艺可观，又未可以春秋之法断之也。昔日
汉光文帝冒顿之后。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子
孙，遂冒刘氏。建武□乌孙留若 自立为南单
于。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即单于所徙庭
也。父豹左贤王。魏武分其众为五部，皆家晋
阳汾涧之滨。豹妻呼延氏梦吞卵而生光文，有
文在其手曰渊，因以为名焉。字曰源（此为避
元国号）海。生而异，微长而好学经史兵法，靡
不 涉 猎 。 尝 谓 同 门 曰 ，吾 妙 绝 于 众 ，膂 力 过
人。身高八尺四寸，发长三尺有余，中有赤发
三根，长三尺六寸。泰始之后，建国成邦，再不
可言。后谥汉光文帝。此处建立行宫，立其庙
貌。岁月以久，风雨催朽，乡人叹之曰，亦可创
建 辊，无其敢承者。伏闻敬神如在礼，必声于
精诚，求福有□，时不阙于祭祀，维刘王之庙
宇，实前代之神 ，或求雨泽之依期，或祷福田
之称音，焚香有处，□□无依，今则各舍净财，
同 兴□意 ，功 夫 用 度 ，堪 石 磨□创 建 醮 盆 一
座。庶几永久伏愿各家安泰，士庶亨通，不逢

饥馑之危，常获丰登之兆。灵显真君。 大元
至元庚申年辛巳月辛卯日壬辰时立。纠首乡
老 乔温 男乔贵 乔惠。刘思德 男刘聚。文
安郎石匠提控韩思忠 弟韩思明 刊。

最后两个侧面上分上下两部分，上为云龙
线刻图案，下为捐资人名单，先一面为维那众，
其中为首的是刘氏族人。后一面为村人众。

通读铭文以后，可知在上四皓发现的这节
六面体石刻，不是经幢，而是元代乡民为刘王
庙内集资修建醮盆而做，就其形制来看，很可
能是醮盆的支撑石柱。铭文内汉光文帝和刘
王庙均顶格，显示其崇敬。其内容，除将乌孙
留若 单于事误接入西河美稷、左国城之外，大
体不出正史范围。刘渊的身体异相和读书经
历，均来自《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元代
的刘渊已成为一方神明。历史的发展被人们
神话为预言，即“泰始之后，建国成邦，再不可
言”一语。

元代使用了两次至元年号，都有庚辰年。
上四皓石刻铭文年款处没有写明年号是前还
是后至元。前一个庚辰年是元世祖至元十七
年（1280），后一个庚辰年是元顺帝至元六年

（1340），相隔一个甲子。两个庚辰年的干支也
是一样的。

从两处铭文可知，所谓的行宫即为汉光文
帝庙、刘王庙，行宫为元人的俗称。陈家塔元
碑和上四皓醮盆铭文主体内容大段雷同，两地
不远，很可能是有同一文本。

鉴于两件石刻文字情况，上四皓醮盆铭文
镌刻时间应以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更为可
靠。

陈家塔村和上四皓村两处刘渊行宫的修
缮过程很有可能互相影响。陈家塔汉光文帝
庙修缮后仅四年，上四皓人也在刘王庙里建立
醮盆。

东川河谷这两座有据可查的刘渊行宫（刘
王庙）距南匈奴单于庭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
不过几十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出现所谓刘渊
神庙，正说明这里确是南匈奴的核心活动区
域。如果从东川河谷东下汾河盆地，“行宫”的
军事价值就更突显了。实际上这条道路也是
明清晋商在汾河流域、碛口码头之间往来的必
经之处。所谓“填不满的吴城”就在上四皓村
附近。

《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有《唐故王君
墓志铭并序》：

“君讳元节，字先操，昌化郡离石人也。其
初出自有周后稷之苗裔。文王之胤，王龟之
后。因官命职，遂居此焉。……曾祖雅，齐任
魏 郡 太 守 ，祖 风 庐 ，隋 任 楼 烦 郡 司 马 。 父
谷，……任离石府校尉。君……谧随辅左羽林
飞骑。春秋五十有三，……以开元十二年七月
五日终于私第。……夫人莫遮氏……以天宝

十一载岁次壬辰十一月甲辰朔六日已酉合葬
四 皓 西 原 ，礼 也 。 东 瞻 黄 岭 ，…… 西 迫 郡
城，……前临南汉刘王营之留踪。却眺高岩，
古人遗迹犹在”。（1）

墓主王元节为离石人。墓志上说为周代
王族之后，自然是出于伪托。墓主的曾祖、祖
父、父亲三人历任官职都是武职为主。其父担
任离石府校尉，即是府兵制军府军官，王元节

“随辅左羽林飞骑”，是曾担任唐代中央禁卫军
中的骑兵。

墓志载其夫人为莫遮氏。莫遮即莫折，羌
族大姓。王姓，南匈奴、羯、乌丸、羌等族中都
有。鉴于其夫人为莫折氏，墓主王元节可能本
出羌族大姓钳耳，后改王氏。

更值得关注的是，墓志铭对夫妻合葬地的
地理描述：“天宝十一载（752）……合葬四皓西
原，礼也。东瞻黄岭……西迫郡城……前临南
汉刘王营之留踪。却眺高岩，古人遗迹犹在
……”。

墓志上说的四皓，正是现在的上、下四皓
村，“黄岭“是指黄芦岭，自古就是汾阳、离石之
间的分水岭，“郡城”是离石城。“南汉刘王营”
和元醮盆石柱上的“行宫”有关。只是唐人称
刘渊建立的汉国为南汉比较罕见。“古人遗迹”
让我想到了村口的高大夯土墙遗址。此唐代
墓志，印证了所谓“刘渊行宫”可能是匈奴汉国
建立或曾使用的一处军事堡垒。时光流转，堡
垒逐渐湮没，祭祀刘渊的祠庙被后人称为“行
宫”。

墓主王元节很可能就是四皓村人，此村落
是在刘渊建立的堡垒旧址上发展起来的。考
虑到此地为南匈奴活动区域，南匈奴中也有王
姓，墓志中专门提到刘王营“古人遗迹犹在”，
墓主所在的王氏家族为南匈奴后裔的可能性
更大。

北朝中期以后，居住于陕北、晋西北的各
种杂胡统称为稽胡（山胡），一说稽胡是部分匈
奴人或分散的匈奴人之意。王元节夫妇生活
的唐代中期，离石的稽胡人早已成为编户齐
民，国家的军事力量。

此 唐 志 比 元 代 铭 文 的 时 代 早 了 近 六 百
年。距刘渊起兵的 304 年，时隔四百多年。如
果说元代人的碑刻记载更多是追溯历史，那么
唐代墓志则更为接近历史，“刘王营”原址在唐
代还在，其来历为当地居民熟知。

唐代的刘王营到元代被人们认为是刘渊
行宫所在，不远处的陈家塔行宫也是如此——
这些地处山川险要之地的所谓“行宫”，初始职
能本是军事据点。军事色彩减退，刘渊化人为
神，后人的记述与最初的史实渐行渐远。

东川河谷里的刘渊行宫遗迹，是那段扑朔
迷离历史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秘境隐藏在这
片山川之间。

东川河谷里的刘渊行宫东川河谷里的刘渊行宫
□□ 文文//图图 刘勇刘勇

东汉时期，匈奴政权瓦解，一部分匈奴人称南匈奴，内迁定居在吕梁山
区。西晋末年，南匈奴首领刘渊在北方首先起兵反晋，开启了十六国-北朝
历史的序幕。

吕梁地区南匈奴刘渊一族的活动在地方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在考
察中发现的两处刘渊行宫遗迹，是认识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

上四皓石柱

陈家塔村陈家塔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