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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盛装
伴着夏日穿行的云朵

携一波绿浪
向你缓缓走来

高耸入云的宝塔
闪耀着神圣的灵光
阴阳相爻的瑞气
护佑着天长地久

山水间荡漾着美丽传说
千年修行的神龟啊
在电光石火中重生

坐化成一方永远的守护

山峰与信仰的桥梁
架起生命的坐标

御马神蹄纵横驰骋
踏出一汪清冽的泉水

于多姿的苍松翠柏间
攀登 一步步走向峰巅

一种浩然情怀
融入宝峰山的苍茫旷远

武家逐渐显赫后，便在依山环
水、风景秀丽的武元城建起“武氏
温泉庄园”。庄园座落在武元城最
西面，这里有水泉滩，也叫暖水滩，
上有三池泉水，长流不息，热气蒸
腾。整座庄园坐北朝南，金碧辉
煌。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仿长安皇
宫建筑，东部仿晋祠泉水，温泉好
似游龙，在建筑中徜徉。武则天回
文水曾在这里居住。

武 元 城 东 入 口 有 个 碑 亭 ，据
说，当年武则天做了大周皇帝，回
到武元城追封父亲武士 为孝明
高皇帝，当地官员和家乡人民在此
摆下当地特产葡萄迎接。武皇为
了表达对家乡人民的关爱之情，题
诗一首，后雕刻在石碑上。家乡人
民怕雨淋日晒，便在石碑之上建起
一个亭，起名“接皇亭”，并在半山
腰上建起了“武氏家庙”。

武元城周围山上的圪针和其它
地方的不同，没有倒钩。传说，武则
天皇帝在武元城居住时，有一天外
出龙袍不慎被圪针挂住，女皇龙颜
不悦，随口说道：“武元城的圪针再
不要长倒钩了！”说来也巧，从此以
后，周围的圪针便没有倒钩了。

其实，武元城是官称，当地人
俗称武堰池。当年武士 在此开
设木厂，修建码头时在文峪河边筑
了一条大坝，当地人称“堰”。因
此，把他开设木厂的地方称其为武
堰池。

在崖底村东北角的黄崖沟口也
有一座大堰，人们称其为九龙堰。
据传，当年孝文帝在拓跋沟避暑期
间，洪水爆发，把百姓粮田冲毁。洪
水过后，孝文帝下令军队与百姓治
理河堰。先是打了一圈圆形木柱护
栏，把木柱用藤条捆扎起来，中间填

上石块，坚固的河堰就形成了。传
说，孝文帝亲自指挥打了九根桩，并
免征杂税三年。百姓为了纪念他的
功德，把河堰叫作九龙堰，把他避暑
称为拓跋沟。《资治通鉴》载北魏孝
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
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
德王，故为拓跋氏”。

拓跋沟内有座山神庙，还有三
处皇家建筑群。孝文帝在崖底修建
了汾州大寺和九重 望塔。传说，
汾州大寺是曾开凿大同云冈石窟窟
龛五所的高僧昙曜主持修建的。汾
州大寺坐西朝东，一进三院，一院正
门进入，对面是大殿供有娘娘佛像，
佛像两边有百余木雕小佛像。院内
两侧长廊，廊下有石碑，各有一小圆
门进入南北配殿。院里三尊香炉，
周边几棵槐树、松柏。从娘娘殿两
侧上九个台阶到二院，正面是菩萨
大殿，供有菩萨泥塑大佛像，两边百
余木雕小佛像，院内有长廊、石碑、
配房、松树等。从菩萨大殿两侧上
九个台阶进入三院，正面是如来佛
大殿，塑有丈余泥雕如来佛像，两边
是十八罗汉像。

在汾州大寺后院，就是孝文帝
避暑花园。汾州大寺建成后，昙曜
高僧推荐高徒昙鸾来当寺院住持，
昙鸾开光讲佛时，孝文帝亲自参加
了开光仪式。

在汾州大寺西面，有座坟台。
基座是边长 4 米的正方形，呈葫芦
状，高约 8 米，是专门给方丈圆寂
修建的。关于坟台有许多神秘的
故事，里面到底埋着什么人，至今
仍是个谜。

拓跋沟里有条阁老泉，据说，
当年孝文帝修建黑廊口和汾州大
寺等皇家建筑时，有位王姓大臣官
至阁老，在此负责工程建设，后来
人们把这条泉水叫作阁老泉。

在崖底村西有座金家峁的山
丘，南方人把财宝挖走后，人们便
称为空家峁。孝文帝时期，在空家
峁东边绝壁处，建了一座九重 望
塔，村里人称为稍子塔。座基石头
雕刻而成，10 米见方，高约 3 米。
上 面 木 塔 共 九 层 ，约 30 余 米 高 。
据说,塔基下有藏宝洞。明初有冯
姓将军带兵闯入汾州大寺和九重

望塔，将宝物抢劫一空，并放火
烧灭殆尽。

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崖底：：：：：：：：：：：：：：：：：：：：：：：：：：：：：：：一座被淹没在水下的美丽水乡(上)
□ 梁大智

明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志》载：“善治坊，领乡都十二。……文
峪都，在县西北二十里，附村二：崖底、河西。”

文峪河又名文谷水，《水经注》中已
有记载。发源于交城县关帝山，流经交
城县的曲里村，往南到南堡，再向东从雨
家沟到崖底村北，围着崖底绕过村向南
到碟子沟，然后折返向西到峪口流出。
崖底村就在文峪河出口处。

崖底村南北向街道主要有上街、下
街。上街在村西，地势较高，民国期间由
交城管辖；下街在村东，地势较低，民国
期间由文水县管辖。东西向街道有南头
街、中街、北头街。村东有石佛山、拓跋
沟，村东北有黄崖沟，村正北有武元城、
孝文帝、石门等，村西北有汉碗沟、半节
沟，村西是空家峁、汾州大寺，村西南有
碟子沟、黑廊口。

伴随着文峪河一起进入崖底村的还
有一条从文峪河中截流出来的磨河渠，
绕着村子流过。因为渠沿较高，也充当
了护村堰，在这条磨河渠上有四座水磨
坊。就在从南堡进入崖底界处有两座水
磨 坊 ，分 别 是 利 胜 栈 磨 坊 和 天 顺 泉 磨
坊。民国期间，利胜栈水磨坊掌柜是郝
永祥，天顺泉水磨坊掌柜是郝业根，这两
座水磨坊主要以加工粮食为主。

村北有座龙全胜水磨坊，由于磨河
渠北有三股温泉流入，清澈见底，传说可
治百病。磨河渠南深沟内也常年温泉不
断，两边长满了花草药材。这些温泉的
流入，对龙全胜水磨坊影响很大，这里就
成了远近闻名的制曲坊。将大麦、豌豆
等磨成曲面，大锅拌水后装斗，随着号子
声踩曲、传递、装仓、翻仓。动作快时，号
子声就是“嘿呦、嘿呦”，动作慢时，号子
就变成“嘿呦，哎嗨哎嗨呦”。搬到曲房
的 曲 胚 软 硬 要 适 当 ，大 师 傅 验 收 后 垒
好。然后洗涮曲斗，循环进行。民国期
间，大师傅是苏家岩的阎师傅。龙全胜
水磨坊制作的曲一度专供杏花村，由于
品 质 特 好 ，全 国 各 地 都 有 慕 名 而 来 求
购。后来，杏花村汾酒的踩曲师傅很多
都是崖底人。

沿磨河渠到碟子沟，有座柴磨儿水
磨坊，专门收购柏树根磨成制香用的骨
料。骨料也叫木粉，把木粉卖给交城大
营村，他们把骨料（木粉）、粘结料（榆皮
面）、助燃料（火硝）、香料（柏香）按比例
加开水搅拌用模具制作成香条。民国时
期，柴磨儿的掌柜就是大营人。

文峪河在崖底村由西到北绕东再到
南转了大半个圈，形成了三面环水的天
然水陆码头，人称武元城。早在久远而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武元城一带就有人
类生存和活动。

武元城只有东西一条大街，两边店
铺林立，内有武氏庄园、四圣公庙和官府
办事机构。传说，北魏时候孝文帝迁都
洛阳修建宫殿，在关帝山采伐木材，在这
里修建了码头。于是，木筏将关帝山木
材经文峪河、汾河、黄河，源源不断地运
到洛阳。

关帝山自古就是林木出产地，有“砍
不尽的南阳山（今孝文山），拖不尽的关
帝山”之称。历史上，关帝山的木材沿文
峪河“结筏出之”，本地叫“楫筏儿”，源源
不断从上游而来，到武元城水泉滩上岸，
弃水行旱，转陆路由骡马、骆驼运到晋中
盆地、京津和中原地区。木材要中转集
散，要买卖交易，便要存贮堆积，平峰填
谷，要有集中的木厂和木集，于是，武元
城应运而生。鼎盛期，文峪河木筏顺流
而下、绵延数里，水泉滩骆驼、骡马来来
往往、川流不息，街上熙熙攘攘、日复一
日，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武元城呈现出
一派经济繁荣景象。

隋朝大业年间，武士 与同乡许文
宝在关帝山经营木材生意，合伙开设木
厂，武元城就是武士 存放木材的周转
站。他们参与了东都洛阳和汾阳宫等一
系列宫殿的营建过程中，将大批木材运
往工地，大发横财，成为巨富。武士 与
许文宝一起在森林里读书，武士 自称

“厚材”，许文宝自称“枯木”，私下预言必
将大贵。后武士 弃商从戎，跟随李渊，
从此发迹，也为日后武则天成为一代女
皇奠定了基础。武士 成为唐朝开国功
臣，亦不忘提携旧友，许文宝凭借武士
的关系做到了刺史。由此也在武元城留
下了许多传说故事。

据康熙八年（1669）《交城县志》卷之
三铺集载：“南堡曲里村木集：城西北四
十里，旧立厂，西山一带完粮糊口之需皆
取办于此。康熙二年，因文水民争利讦
讼，巡抚杨批革木厂，于是交山之木不拖
至文水峪口即不得卖，而沿山数百里纳
赋良民俱不聊生矣。夫搬运邻邑，既苦
民力；投矛别县，益费民财；守卖他乡，又
失民时。此近岁之所以丁逃粮逋也。八
年，知县赵吉士申详布政司达永禁文水

峪口私厂，不许设牙征税，听民于山口之
水泉滩自行变卖，山木复集。详文立石
可考。”

交城知县赵吉士的《牧爱堂编》中写
道：“水泉滩木厂尚为文水所据，己酉岁
不遗余力始复故利，数年来逃亡尽归，民
居日愈稠密，惟恐比屋难居，乃冲衢大
道。”清乾隆《晋政辑要》卷 12载：“武元关
为水旱总路，其水泉滩地势宽平，水陆驮
运之木悉聚于此。”

武则天登基后追封父亲为大周孝明
高皇帝，把他经营木材的山叫高帝山，把
隐身伐木的地方称作神隐沟，这座水陆
码头因是武士 开始发迹的地方称作武
元城。

武元城东侧，有一石佛崖。清光绪
八年（1882）《交城县志》载：万佛崖，在
县西二十三里崖底村之东崖，临西河，
壁立若屏障，高数十丈，崖上天生石佛，
法象庄严，大小无数，故名。武元城北
邻 黄 崖 村 ，原 来 曾 叫 佛 崖 村 、黄 泥 村 。
石佛崖高约 60 米，宽约 90 米，距地面 3
米多高，梯形绝壁上有一石佛洞。洞顶
上布满了大小不同的佛像，层层叠叠，
不计其数。大的约一米多高，小的有半
米，还有更小的。每个佛像神态各异，
有穿官服的，有穿盔甲的，有耕耘的，有
读书的，有坐的、有站的，有躺的，个个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据说，这些佛像
是孝文帝英年早逝后，当地百姓和官员
为 纪 念 他 ，由 昙 鸾 大 师 组 织 雕 刻 上 去
的。西魏周武帝灭佛期间，老百姓用石
头把石佛垒起来。直到隋唐时期的一
天，雷雨交加，一声巨响，天摇地动，石
佛山的佛像重见天日。人们觉得是老
天显灵，求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成了
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

崖底村曾有四座水磨坊

天然水陆码头武元城

武氏温泉庄园与皇家建筑

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文峪河水库建设工地拍摄故事片《浪涛滚滚》剧照（左为演员秦怡）

宝峰山

抒怀
□ 卫彦琴

出征奥运为今朝，
华夏健儿披战胞。
夺魁争冠出奇胜，
亮丽登台展妙招。

万众点赞涌如潮，
民族自豪满胸怀，
今日欢呼中国队，
只缘捷报纷纷来。

东京奥运萃拔尖，
华夏雄杰冠众先。
磨剑十年终不负，
国旗展笑升高杆。

看中华健儿

搏奥运
□ 李乃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