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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铺
距容城北十公里的鸡鸣铺，旧名鸡鸣渡，据《明·监

利县志汇编》记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42年）领
兵在此过渡，时值鸡鸣，故名。

南宋诗人王十朋去夔州（今重庆奉节）上任，夜
宿此地，所写题为《鸡鸣渡》五言诗，收录于明代监利
县志。

诗云：“晓起鸡未鸣，晚宿鸡鸣渡。鸡鸣又还起，扁
舟触烟雾。不作田文奔，不效刘琨舞。孜孜慕舞徒，去
去官夔府。”诗人为了尽快去夔州就任，鸡还未鸣就起
床乘小舟赶路，天晚才赶到鸡鸣渡，第二天照样这么早
赶路，可是偏偏遇上了雾（江汉平原，春季多雾，想必诗
人路过监利正是此时)，本想加快行速，不巧为雾所阻，
面对眼前的景况，作者想到金兵正占领北方大片国土，
南方小朝廷风雨飘摇，深知为官造福于民扭转国运是
多么不易，但他坚信任何艰难险阻，也像眼前的烟雾终
会散去。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挫折，决不像齐国的田文
那样奔走他国，甚至为了名利攻打自己的国家；也不效
法西晋的刘琨去投靠番邦，自取灭亡。而要做到这些，
必须努力不怠争做舜的门徒，为国为民效命。最后他
告诉世人，就是这样的抱负，催他速去夔府，去实践自
己的豪情壮志。

清康熙《监利县志·地舆图》上有鸡鸣渡的标记。
随着年时的流逝，鸡鸣渡成了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自
然就有供人歇息的客栈、饭庄之类的铺面，后代因之称
为鸡鸣铺。

御前寺
清咸丰年间，朱河秦家后坊秦甲庭，自幼拜乡间武

师习武，后到武当山拜师学艺。1851年京师开考，秦中
武状元。咸丰皇帝见秦气宇轩昂，武艺超群，封为御前
侠。后因御后侠侍帝疏忽被斩，秦深知伴君如伴虎，恐
生不测，告假回乡。皇帝几次催促回京，秦推病“生背
花”要求延假，帝叹曰：“好个御前侠，可惜生背花。”皇
帝金口玉言，后秦果然生背花（肿瘤）而卒。

为纪念秦甲庭英年早逝，其子孙修寺以祭之。寺
座南朝北，前后五层，每层五间，正殿立御前侠雕像，门
前立一对大石狮。木雕匾牌“御前寺”为咸丰皇帝亲
书。1954年上车湾溃口，此寺被冲毁，仅存石狮一对。

三闾寺
三闾寺在今三闾村，昔属红城乡，今归容城镇。
寺坐北朝南，西北距周家场约500米，西距通往移

民新村水泥公路约 200 米。此处原系洞庭湖边一孤
岛，四水围怡。因东汉胡广（监利人，公元90-172）在
此建屈原庙（因屈原官拜三闾大夫，故又称三闾庙、三
闾寺)而得名。此岛亦名胡广墩。若干年后，水退地
露，附近先后出现了流嘴河、三闾寺、溜子湖三岭人户，
故三闾寺又称三岭寺。

相传，胡广在朝为官，直至太傅，权重位显，受人景仰。
有一年，他觉年事已高，想回故里看看，于是便告

假省亲。胡公一行，从京都洛阳车马至襄阳，改乘船顺
汉水而下，入芦伏河（今东荆河），进云梦泽，眼看就要
到家，突遇狂风，惊涛骇浪，只得停泊，等云开风停，再
行启航。次日天色晴好，正打点开船，顷刻之间，乌云
蔽日，阴风怒号，不得不再次抛锚。

一连数日皆如此，胡公见到了家门口受阻，心中
十分不悦。

此时有水手禀报：“近几天发现船后总有一物相
随，风吹不走，浪打不开，刚一开船，大风又至，船一停
下，天色又慢慢好转，不知何故？”老爷听罢，道：“有这
等奇事，何不派人下水看过究竟！”于是几名水手跳入
水中，见是一真人大小的木雕，急忙打捞上船。胡公命
人洗净，上前一看，竟是一尊屈原大夫雕像，顿有所悟，
连忙传话，将神像立于船头，备好香案，自己沐浴更衣，
顶礼膜拜。并许愿：“若能保佑平安抵家，定择地新建
庙宇，再塑金身，让世人祭祀。”过不多时，果然乌云尽
散，风停浪静。胡公大喜，吩附开船，撑篙摇橹，不日回
到家乡。胡公顾不上探亲访友，即刻踏勘建庙地址。

他来到江畔荒岛，见地势挺拔，野旷气新，绿草茵
茵，碧水环流，好一派风光。此处北连襄河汉水，可达
秦豫；南过洞庭能涉湘粤；东下吴越；西抵巴蜀；实为八
方交汇之地。于是决定在岛上新建屈原庙，立无字碑，
置焚香炉。庙内塑屈子像，峨冠广袖，长剑佩身，昂首
问天之状。自此过往船家商贾、文人墨客纷纷登庙焚
香敬奉，挥毫题诗。

时隔700年后，自称“孤独异乡人”的晚唐诗人崔
涂，经过此地，题诗一首，刻于庙内。诗云：

谗胜祸难防，
沉魂信可伤。
本图安楚国，
不是怨怀王。
庙古碑无字，
洲晴惠有香。
独醒人尚笑，
谁与奠椒浆？

后人阅此，不禁怆然泪下。

湖北监利县城，古名楚“蓉城”，今称“容
城”，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老县城。

说到容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传楚国名将伍子胥的故里，就在监

利县伍家场。伍子胥（又名伍员）的父亲伍
奢，本是楚王身边的名臣，官至太师；伍子
胥的兄长伍尚，也是楚国名将。因楚平王
昏庸无道，听信谗言，将伍氏一门三百余口
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吴王阖闾十
分赏识伍子胥的才能与品德，让他做了吴
国的相国。

公元前216年的秋天，吴王联合唐国、蔡
国大举进攻楚国。联军由著名的军事家

孙武为统帅，伍子胥为军师。大军穿越
汉江，来到长江之滨的华容地段。伍子
胥为了做到“知已知彼”，向孙武建议，由
他带领几个亲兵随从，到监利县城探听
虚实。

这是一个金秋的夜晚，一轮明月当空，光
耀寒舍，影落碧水。伍子胥乔装打扮来到了
年年恨别，日日相思的故土，抬头远眺，只见
古老县城周围茫茫无际的湖面上，到处是大
片大片的绿荷，盛开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荷花
（别名芙蓉），伍子胥不禁发出一声声浩叹：
“美哉，蓉城！”

此后，人们便把监利县城称为“蓉城”，星

移斗转，又将“蓉城”简写成“容城”。
一日，楚灵王游猎云梦，登上琼台小

憩。台前有淮水，左有庭洞，右望可见鄱
阳湖的深幽处，南眺可见巫山的转弯地。
楚灵王纵情观赏，心旷神怡，不觉日落。
他感叹道：“真是壮观啊，在这里是何等的
快 乐 ，真 令 人 青 春 焕 发 ，留 连 忘 返 ！”于
是，使尽土木的技艺，用尽丰富的珍宝，在
琼 台 附 近 修 建 了 一 座 极 其 宏 丽 的 章 华
台。竣工之日，楚灵王在台上宴请各国诸
候，命美童唱郢歌劝酒，令舞女翩翩起舞，
金石丝竹，纷然响和，觥筹交错，粉香相
逐，飘然如神仙洞府。楚灵王登台四望，

极目云梦，好不洋洋得意！他问诸候们：
“你们也有这样华丽的官室吗？”诸候们鞠
躬答道：“我们国小力弱，哪敢与大王相
比！”在诸候们的赞颂声中，楚灵王自以为
真个当了霸主，从此醉卧章华台，玩弄细
腰女，惩罚腰肢发胖的宫女。多少宫女纷
纷惨死，葬宫女的地方长出一种翠红色的
花草，人称“宫人草”，说是宫女们的碧血
所化。

楚灵王遍施淫威，闹得众叛亲离，终落得
个吊死荒村的下场。盛极一时的章华台也毁
于兵火，唯留下美好的声誉及其遗址为历代
文人墨客所赞咏。

监利地名故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地名故事，根植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沃土之中，开出一朵朵绚丽多姿的花朵。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不乏上乘之作。有的想象奇特，引人入胜；有

的浪漫飘逸，摇曳生姿；有的运用纪实手法，从容淡定，如数家珍。就风格而言，有的诙谐、俏皮，让你会心微笑；有的尖锐、辛辣，一针见血；有的则如和风细雨，娓娓动听。总之，各具特
色，可圈可点。

监利县城内有个裴家池，常年池水清清，
微波荡漾，形如大银盆。

相传，裴家池边有一姓蔡的人家，主人蔡
老爷长年在外做官，很少回家。有一年初春，
蔡老爷回县省亲，见裴家池美景如画，而自家
的老屋矮小破旧，太不像样，于是决定改建
一番。

施工期间，忽然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
乞丐，自称是木匠，要求参加修建。可主墨
的就是不肯收留他。老人气病了，病得很
重，工匠们只顾忙活，谁也没去理会，刚巧
蔡家丫环从这里经过，看见老人病倒在工
棚旁，连忙送水送饭，精心护理，老人的病
渐渐好了。老人对丫环说：“你人品好，心
眼好，好心必有好报。我求你一件事，等木
工们去吃饭时，你把他们的墨斗、刨子借我
用一用。”中午，丫环趁工地无人，把墨斗
和刨子拿来交给老人。只见老人在主梁上
弹了三道墨线，然后又将墨线刨光。老人
说：“我这里有一封信，你收藏好，老爷问
你时，你亲自交给他，他若答应信中的要
求，你决不能拒绝；你有什么困难，只要对
天高喊三声‘师傅助我’，我自会帮助你

的。”丫环点头答应后，老人忽然不见了。
丫环方知遇到了神仙，便双膝跪下，朝天拜
了三拜。

转眼七天过去了，到了上梁时分，蔡老爷
在知县和前来祝贺的官员陪同下，坐在池边
观看，周围的人听说蔡家官屋上梁，都纷纷前
来看热闹。只见大梁系着大红绸带，在一片
鼓乐声中慢慢上升。等大梁升到屋顶，却安
不上去，这才发现大梁短了三寸。工匠们一
个个惊呆了。忙将大梁放到地上，用尺一量，
又分毫不差。再次上去，却又短了三寸，反复
三次，总是上不去。这时蔡老爷紧锁双眉，愁
容满面，其他人等都莫名其妙，工匠们也不知
如何是好。

此时，蔡老爷感到此中必有蹊跷，忙询问
工匠。一个工匠抢着说：“前天来了一个老乞
丐，要求参加施工，被我们拒绝了，听说气病
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您问问丫环便知
了。”蔡老爷听到此事，忙令人叫来丫环，问道：“丫
环姑娘，你可知原委？”丫环说：“老人临走时，留
下一封书信，并嘱附不准任何人看，只在老爷
询问时，亲自交给你。”老爷说：“有这等事，快
快呈上。”蔡老爷展开一看，“啊”的一声坐了下

来。知县接过一看，只见用墨帚写着一行小
字：“老爷丫环，天赐良缘，先拜天地，后助大
梁。鲁班。”知县惊喜非常，连连说：“喜事，喜
事！双喜盈门啊！”接着，他又征求老爷意见
说：“鲁班大仙作媒，县令我小官主婚，不知老
爷意下如何？”蔡老爷想，当着父老乡亲的面，
大梁上不去，大家会笑话，现在天命难违，只好
答应了。于是，鼓乐齐鸣，一片欢声笑语，蔡老
爷与丫环成亲，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拜众位
亲朋邻里。礼毕，丫环夫人对天大喊三声：“鲁
班大师助我大梁三寸。”喊罢，鼓乐又起，鞭炮
再鸣，在邻里欢呼声中，大梁正正当当，不差分
毫地上了上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半月，只
见一幢雕龙画凤、粉刷一新的蔡家官屋立在
裴家池旁，使裴家池增添了一道新景。这时，
蔡老爷省亲期满，要到湖广上任去了，临行前
对丫环夫人说：“我年纪比你大，又常年在外，
必会误你青春年华，我想将财产分赠你一半，
由你另选夫婿。

丫环答应回湖南塔市驿去。第二天，
蔡老爷亲送丫环夫人上船后，也起程上任
去了。

再说，丫环姑娘回到家乡后，在娘家过
了两月，方知自己已有身孕，又惊又喜。她
娘说这是蔡家的血脉，要好生保护。不久，
丫环姑娘找了本地一个与她年龄相对，老
实厚道的姓黎的卖水郎结为夫妻。夫妻恩
爱和美。她将身孕之事告诉了丈夫。黎郎
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们将来
要好生抚养。”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丫环
姑娘生了一子，起名黎才。黎才从小乖巧
聪明，攻读诗书到了十六岁，进京赶考，金
榜提名，中了个头名状元。皇上封他为巴
陵知府。

黎才少年得志，衣锦还乡，吹吹打打，前
呼后拥，好不热闹。晚上，黎才单独一人进父
母卧室请安，母亲对他说，你是前任湖广府台
大人监利蔡老爷的嫡血儿子，父亲在旁也点
头称是，并说黎才的“才”字是蔡字的近音字，
原是离蔡的意思。黎才方知真情。所以，黎
知府大人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拨专款到塔
市驿，修了一条长长的状元街，直通长江边，
与监利隔江相望，并将此街划归湖北监利县
管辖。从此以后，监利商贾云集于此，十分热
闹繁华。

蔡家官屋与状元街

王爷殿不下明山

古容城的“天府庙”，原先是王解粮官私
造的地下官殿。天府庙抬头三块画，前厅有
个大戏楼，雄伟壮观，观戏楼可供三妻四妾
观戏，正殿四根大柱金龙缠绕，雕梁画栋，真
像一座宫殿。王解粮私造宫殿被人告发，他
心生一计：一方面把宫殿改为天府庙，安放
天府大帝，又在天府庙背后抢修了一座“王
爷殿”，欺骗皇上，说解粮过洞庭湖遇险，是
洞庭湖龙王爷显圣才脱险，理当建殿供奉。
只用七日七夜就把“王爷殿”建起了。为了
迎接京城钦差大臣来检查，王解粮在新建的
王爷殿大设斋堂打醮。奉请洞庭龙王爷到
新殿来授愿。七日设斋打醮，惊动了洞庭龙
王爷，洞庭龙王爷带了山神土地来监利王爷
殿，叫了本坊土地一问，查明了王解粮假借
洞庭王爷之名，掩盖他侵吞皇粮，私造官殿
的奸心，洞庭王爷一气之下把山神土地带回
洞庭，把一个白脸的洞庭王爷脸都气红了。
山神土地刚来时落脚的殿脚下留下了一个
小山尖，本来可以长成山，山神土地一走，山
也不长了。

洞庭王爷回了龙宫，京都钦差大臣来到
监利县。一察看，被王解粮官搞的假象蒙住
了眼，前面大殿是天府大帝，后面殿上是红
脸洞庭王。察看后接受了王解粮的接风宴，
监利的土特产摆了一桌子。南江湖的鲫，护
城河的藕，高脚湖的“露梅籼”（御米），钦差
爱喝“陈坛香”，酒醉饭饱腰包已塞满。回京
缴旨，王解粮不但没受罚反而升了官。

等风平浪尽后，王解粮想把天府大帝搬
走，但搬不动了。王解粮气死在神龛下面。
王爷殿成了王氏宗族的家庙，现在“天府庙市
场”就是过去的王爷殿。王爷殿内的不明山

在民间广为流传。

一锹挖死山坡岭

元朝末年，陈友谅驻扎在监利山坡岭。
一次陈友谅练兵归来，杨夫人知道陈友谅喜
欢吃蒸菜，特地准备了地米菜做的蒸菜，香味
扑鼻。吃饭时，夫妻同席饮酒。忽然门外来
了身穿蓝袍的先生，进门化缘。这位先生名
叫刘伯温，他一眼看见陈友谅和杨夫人推杯
换盏，陈友谅还荐菜给杨夫人碗里，觉得陈友
谅重女人，爱野菜，料定他不是正主，是草寇。
于是化了一点大米就走了。陈友谅见化缘道
人走得很快，觉得稀奇，下席去追赶，要把他接
进寨门。道人说：“要等我来监，除非钟山现。
监利风光好，是个用兵场。”说完就走了。刘伯
温走后当了朱元璋的军师，陈友谅拥有六十
万大军在江西鄱阳湖立了帝，自称大汉皇帝。
可是陈的手下出了个叛徒良茂才，向朱元章
出卖了陈友谅，结果陈友谅兵败采石矶。朱
元璋带领军师刘伯温从鄱阳过洞庭，一直追
到监利。刘伯温再到南江湖和山坡岭，过细
一看，哎呀！怪不得陈友谅选择了这块五龙
捧圣之地，要不把这风水宝地破掉，今后我主
定不得安逸。刘伯温熟悉八卦，会看风水，带
领明军到南江湖山坡岭来挖龙形地，白天挖
开了，过夜又长拢了。有一天收工，一个士卒
草鞋掉了，转来提草鞋，听山神说话：“不怕你
千人挑，万人挑，只怕铜钉钉我的腰。”提草鞋
的小卒奏明朱元璋，朱元璋派人守在挖龙地
方观察。有一晚下雨，一个头顶铁锅、手拿扁
担的人走到挖口的地方。守卫的人见头顶大
锅正好似一颗铜钉，立即吩咐士卒动揪再挖，
只挖了一锹深，“轰隆”一声，打雷扯闪，红水冲
天，把下面范港湖流红了。

后来改名叫红湖，把挖口的地方搭的桥
起名叫红水桥。红水桥一断，山坡岭的小山
就死了。俗话说：“监利县地士轻，土地说话
有人听。”“监利有好地，死在锹口里。”

气死“护国山”

上车镇陶春巷有一座古庙“护国山”。说
“护国山”，山却不明。“护国山”闻名洞庭南
北，香火鼎盛。祖师爷铜像是金心银胆，九火
炼成。要想知道“护国山”的来历，要从财福
星郑魁公上武当说起。

郑魁公是监利东门外一颗财福星，是
“黄梅郑赵”，四大财主之一。其左脚踏金，右
脚踏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替
皇帝修金銮宝殿，伐木建宫要有个心腹之人。
张居正想到了监利上车湾的姨夫郑魁。

经皇帝恩准，张居正把郑魁请进京城。
郑魁奉旨进京，来要到宰相府会见张居正。

张居正设宴为郑魁洗尘。酒席筵前，张
居正说明了请郑魁进京的原因。郑魁满口应
承：“承张姨爷不弃，要我到武当山伐木，我一
定效劳。不过伐木下山后，我依然回到监利
陶春巷。”张居正和郑魁早朝见驾，张居正把
郑魁的要求向皇帝作了禀报，皇帝恩准。领
旨下殿，即日起程，进山伐木。

郑魁公把木伐齐，但由于高山峻岭，木料
运不下山。

闲暇无事时，郑魁上山游玩，来到棋盘山
见了两位白须老人在下棋，郑魁站立观阵。
到傍晚时分，下棋老人才发现这个布衣大汉，
说道：“天色已晚，你还在这过棋瘾啦？”

郑魁公展眼细看，下棋老人一下无踪无
影。郑魁大惊，急忙回营，但已不知归路。只
好在山里转来转去。忽然，郑魁抬头看见有

一茅庵，有一人和那下棋的老人一模一样，郑
魁认得这是真武大帝祖师爷，忙下跪叩头，要
真武大帝祖师爷保佑他早日回营，并许诺说
工程完满，回到监利一定完成大帝所托之
事。出庵后，郑魁却赶不到那个引路人，总是
和他相隔一箭之远。走了半天，郑魁脚起了
泡，坐在岩石上歇脚，那人回头说：“你走不动
了吧？请你把这双草鞋穿上，然后把眼睛闭
紧。”郑魁穿上草鞋，闭上眼睛。忽然耳边生
风，脚下腾云。郑魁睁眼一看，已到了伐木营
地，一群木工围了上来，问长问短：“郑大人，
我们已等了三年(仙山三日，凡间三年)。现
在木已伐齐，何日进京？”郑魁公说：“不慌，三
日后要发山洪，木材可顺利运走。”于是，郑魁
把所伐木排都盖上皇印。果然，三日后山洪
大发，木排顺水而下，不日即到了京城。

郑魁向张居正交了木料，便要回监利。
张丞相却又要他到武当山天柱峰上修金銮
殿，并说皇帝已向各地下旨，要他前去催收黄
铜。郑魁遵旨到各地催铜，不到三年全部催
齐，纷纷送往武当山，很快修好了金殿。

郑魁公回京缴旨，要回监利，张丞相同
意。说：“这次进京完成了伐木、催铜的大事，
回监利家乡还有么事要做？”

郑魁公回禀丞相说：“郑某进山迷路，蒙
真武祖师救我下山，此恩当报。我回家要修
一座大庙，重塑一座真武铜像。”张居正同意
了，于是郑魁向张丞相借了五斛瓜子金，张居
正又批给他七十二担黄铜和一船木料。郑魁
荣归故里，请来各地能工巧匠，就在陶春巷选
了一处刚出土的小山包做庙基，这个小山包
就是“护国山”。正在开工动土的那天清晨，
饶家的媳妇在小山包上解了一泡溲，把山神
气走了，可是修庙的工人师傅不知道，“护国
山”庙建起了，山却直没再长大。这就是监利
三山不明其中之一的“护国山”的来历。

三山不明

容 城

监利容城镇，有一个保和门，也有写作
“宝合门”的。其实，这座门原本是古容城的
城墙门。如果明白了这座城门的来历后，
也许就不会分不清是“保和门”还是“宝合
门”了。

清康熙丙子年（1696年）春，河北武强人
郭徽祚赴监利任知县，在查阅监利县志时，
看到营建类记载，容城城墙原有四门，而有

一位 叫 赵 绣 的 名 士 增 开 一 门 ，名 曰“ 保
和门”。

郭知县实地考察，城廓四门颓废，惟有
保和门巍焕犹新。便问生员赵清道：“保
和门志（见刘懋夏著《修保和门楼记》）载赵
绣增开，你是赵氏人，其详细经过你听说
过吗？”

赵清答道：“赵绣是我的高祖父。保

和门是古北门旧址，明万历年间，监利县
李纯朴始修砖城。嘉庆年间，本县官宦张
锦请求关闭此门，于城之西北方另开一门
（即今北门）。当年，本城突发大火，本县
县令程公珊殒命，不少官民也无缘无故生
病，都认为是保和门闭塞之故造成的。我
高祖赵绣，从番禺牧（牧，古官名，相当于现
在的市长）解职归来，因此事与凤祖发生

争执，坚决要求重开保和门，并上书两院
（疑为翰林院及下属国史院），呈请为保和
门题字，取其保一县之和气，保两姓之和
好之意。”

……
由此可见，此门实名应为“保和门”，保一

团和气之意。而非宝合门也。
（见康熙版《监利县志》第268页）

保和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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