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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罗嘉树”位于柏梁镇甘罗社区

历史悠久，被评为“中州名镇”

鄢陵县柏梁镇历史变迁（上）

历史底蕴深厚，因一座柏木桥得名
□ 记者 万誉 张辉

（268）

鄢陵县柏梁镇地
理位置优越，历史悠
久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
1995 年被省建设厅评
为“中州名镇”。

这里有战国时“十
二为相”的少年上卿甘
罗的墓冢。墓冢旁约
700 年的古柏郁郁葱
葱，状如伞盖，枝繁叶
茂。传说，东汉著名贤
士陈寔的故里就在柏
梁镇漆井社区。柏梁
已有1000多年的花木
种植史，是“鄢陵蜡梅
冠天下”的发源地。柏
梁镇的姚家社区被称
为“姚家花园”，以培育
花卉闻名天下。

柏梁镇是鄢陵花
木产业集聚区的核心
区。进入新时代后，柏
梁镇 80%以上的居民
从事与花卉相关的产
业，花木种植面积超过
6万亩。2019年，全镇
花卉产业总产值突破
18亿元。

本期《许昌往事》，
记者和您一起走进柏
梁镇，了解柏梁镇的历
史变迁。

4 月 22 日，记者驱车来到了鄢陵
县柏梁镇。柏梁镇东连安陵镇、马坊
镇，西毗陈化店镇，南接大马镇，北
临彭店镇及长葛市界。

柏梁镇辖 28 个社区、3 个行政
村 ，有 5.2 万 人 、6.1 万 亩 可 耕 地 面
积，是国内有名的花卉大镇。1995
年，柏梁镇被省建设厅评为“中州
名镇”。

“古时，柏梁镇柏梁社区运河
上有一座桥，原名北桥头。因这座
桥用柏木建成，所以人们称其为柏
梁桥。柏梁镇的名字由此而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梁桥已经不
存在了。”柏梁镇政府宣传办主任
苏 运 海 说 。 这 个 说 法 在 1988 年

出版的《鄢陵县地名志》中可以得到
印证。

同时，《鄢陵县地名志》中记载，
柏梁镇的圪垱头村位于柏梁桥南，宋
代名为南桥头，后因村北有块土岗被
称为圪垱头。由此可见，柏梁桥的名
字宋代就有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柏梁镇在
明清时均属美化乡；新中国成立后，
柏梁镇于 1951 年属柏梁区，1958 年
属柏梁、黄陵人民公社，1962 年属柏
梁区，1965 年属柏梁公社，1983 年社
改乡，1992 年改为柏梁镇。

“柏梁镇以栽培花卉出名，培育
花卉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20 世纪
初期和中期，因为各种原因，村民以

农业为主。”苏运海说，到了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机械厂、面粉厂、预
制厂、砖瓦厂、园艺场等乡办集体
企业相继建成，其中最有名的是柏
梁乡机械厂。

该厂位于当时的柏梁乡政府
所在地许扶公路北侧，于 1967 年建
成，主要生产摩托车刹车片、活塞
等。1986 年，该厂年产值达到 18.58
万元，产品销往很多地方。

“以前，柏梁镇经常有物资交流
大会，交易物品有百货、牲畜、花卉、
农副产品等。集会规模在 2000 人以
上，服务半径为 3 公里，是鄢陵县西
重要的农贸市场之一。”苏运海说。

柏梁镇文化底蕴深厚。甘罗传
说发生在战国时期，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该镇下辖的甘罗社区就
以甘罗命名。

当日，记者赶到甘罗社区，在村
民马爱华的带领下进入甘罗庙，只
见里面有一棵粗壮的古柏。

“ 这 就 是 甘 罗 古 柏 。”马 爱 华
说。甘罗古柏被一圈儿铁链围住，
南侧立着写有“甘罗古柏”四个字的
水泥石块。

据测算，这棵古柏高约 17 米，胸

围 4.05 米，冠幅 17 米，有三抱粗，世
传为汉柏。不过，该树上面的铭牌
显示，古柏约有 700 年树龄。虽经历
百年风雨，古柏仍然枝繁叶茂、挺拔
苍翠。

甘罗古柏是鄢陵一大景观，明
代以后被定为“鄢陵八景”之一，被
誉 为“ 甘 罗 嘉 树 ”。 甘 罗 庙 的 正 殿
后有一座圆形土包，土包前面立有
墓碑，上书“秦朝上卿甘罗之墓”字
样。

据记载，12 岁的甘罗由于勤奋
好 学 、博 览 群 书 、通“ 合 纵 连 横 ”之
术，得到秦王重用，被封为上卿。

在秦国做官的甘罗为什么被埋
在鄢陵？相传，甘罗的爷爷甘茂得
罪 了 宣 太 后 族 亲 向 寿 及 大 臣 公 孙
奭 后 出 逃 秦 国 、齐 国 ，最 后 死 于 魏
国，被埋在鄢陵。甘罗死后，他的父
亲把甘罗的灵柩运回鄢陵和甘茂葬
在了一起。

另 外 ，还 有 一 种 说 法 。 据
传，甘罗死后，其灵柩从古蔡河上
游冲下至此搁浅。时人捞出，将
其安葬于堤上，并修建了墓冢，建
造 了 甘 罗 庙 。 2008 年 ，“ 甘 罗 传
说”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陈 寔 是 东 汉 著 名 的 贤 士 ，与
他有关的典故有梁上君子、先见之
明等。相传，陈寔的故里是柏梁镇
下辖的漆井社区。

据《后汉书·陈寔列传》和《鄢
陵县志》记载：“有汉文范先生（陈
寔谥号），颍川许人，鄢陵漆井村即
其故宅。”唐代的《赵君墓志铭》中
写道：“西望漆井陈寔之仪犹在。”

人们为了纪念陈寔，为他建了
一座祠堂并命名为文范祠。文范祠
前有口井，井内被漆以隔碱，所以该
村被称为漆井。

柏 梁 镇 不 仅 历 史 悠 久 ，而 且 交 通 便
利。苏运海介绍，1967 年，许昌至郸城的地
方铁路鄢陵小火车战建立，辖陈化店、柏
梁、大王庄 3 座车站。其中，柏梁小火车站
在鄢陵县城西 6 公里，位于柏梁镇柏梁村
西南角，有 3间站房。

“这条铁路是我国运营里程最长的地
方小铁路。之所以称其为小铁路，是因为
它的铁路轨距为 762 毫米。小铁路上运行
的火车自然而然成了小火车。”苏运海说，

“听老一辈人说，小火车虽然开得很慢，时
速不足 30 公里，但是给沿线群众的出行带
来了很大便利。”这列小火车直到 2009 年
才停运。在柏梁镇，与这条铁路并行的还
有许昌至扶沟公路。

经过多年发展，柏梁镇的交通更加便

利，区位优势明显。柏梁镇距京广铁路、
京珠高速公路 20 公里，距兰南高速公路
鄢陵出口 3 公里。311 国道、三洋铁路、
郑合高铁穿境而过。三洋铁路鄢陵站、
郑合高铁鄢陵南站均在该镇境内。

柏梁镇紧临鄢陵县城。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花艺传统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便
利。当日，在去往甘罗社区的梅榕大道两
旁尽是村民栽培的各种树木和花卉，不时
有装树木的大车穿梭而过。许多人到花
农、树农的园艺场里挑选花木。

“中原花木博览园、鹤鸣湖长寿山风
景区等鄢陵县打造的重点景区都在我们
镇境内，不仅促进了柏梁镇的经济发展，
还改变了全镇的生态环境。”苏运海说。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

1979年，姚家社区的花艺师姚花莹在做桧柏艺术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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