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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桥社区旧事（一）

（（317317））

曾是许昌城东门进出必
经之桥——许昌三里桥名声
在外。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
发展，三里桥已不复存在，但
有关三里桥的传说与故事依
然流传。5月18日，记者来到
东城区天宝街道办事处三里
桥社区，听该社区的老人讲述
有关三里桥的故事。

据传三里桥为杨修所建
□ 记者黄增瑞文/图

↑ 宋宝堂在一张白纸
上绘制三里桥位置草图。

← 1999年的三里桥。

三里桥曾是许昌的“小上海”
“三里桥为石拱桥，中间高两边低，因为

桥面全部是厚厚的石板，每当马车从桥上经
过，就能听到赶车人打响鞭哨。”卢志安说，
由于部分马车载货较重，马蹄往往会在上桥
时打滑，甚至冒出火星。更有甚者，有的马
会因为打滑重重地摔在桥上。每逢此时，赶
车人会立刻扶住车架，防止马车后退。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桥上捡马蹄钉和铁
掌，捡得多了还能卖钱。”三里桥社区居民卢
建国回忆说，三里桥是许昌至开封的官道，
是城外的交通要塞，许昌人去鄢陵、扶沟、太
康等地必须经过三里桥。因此，三里桥两侧
聚集了不少商贩，并陆续建起烟行、旅店、饭
店。逢年过节，桥上车水马龙，非常热闹。

许昌东部的烟农收烟后，把烟叶卖到三
里桥的烟行。工人经过分拣，对烟叶进行烘
烤，晚上打烟包，用麻绳捆好，最后卖到许昌
卷烟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里桥的烟行
用上了半自动化的链子炕烟设备，通过电力
带动固定好的烟叶进入炕房炕烟。因为工
人经常晚上加班，从事烟叶生意的人常在三
里桥附近住宿。所以，一到晚上，三里桥周
边非常热闹，卖肉片汤的、卖浆面条的、卖油
馍的……因为较为繁华，三里桥被称为许昌
的“小上海”。

高底河养育了三里桥村人，三里桥见证
了该村的发展，这一桥一河，承载了三里桥
村几代人的记忆。

距县衙三里远得名三里桥
“三里桥到底是不是曹操的谋士杨修所

建，由于历史久远，再加上重修多次，已无从
考证。”曾在市十二中任校长的卢志安说，高
底河建于三国时期，曾用于曹操屯田时的农
田灌溉，三里桥横跨其上。该桥之所以叫三
里桥，是因为距离许昌城内的县衙三里远，
三里桥村也因此得名。

为了更加形象地向记者展示三里桥的
位置，今年 87 岁的三里桥社区居民宋宝堂
在一张白纸上绘制出三里桥位置草图。从
草图上可以看出，三里桥位于高底河向东转
弯处（如今安和雅居小区 3号楼位置）。

“三里桥宽约 8 米，长约 20 米，桥面铺设
石梁，两边的桥栏杆为石板铺就。”宋宝堂回
忆说，三里桥东西两侧长有三棵柏树，东边
两棵，西边一棵，大的柏树需要两个人伸手
才能抱住。“三里桥附近还长有一棵大杨树，
树龄估计有上千年之久。夏秋季节，树冠遮
天蔽日，枝叶能覆盖一亩地大小。遗憾的
是，20 世纪 50 年代，三棵柏树和大杨树相继
被砍伐。”

三里桥村曾有一座泰山庙
泰山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高的山，历代帝

王都会到泰山筑坛祭天。司马迁在《史记·
封禅书》中引用《管子·封禅》的话说：“古者
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后经司马迁确
认，有 12 位帝王先后封禅泰山，这决定了泰
山的重要地位。经常外出旅游的市民会发
现，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泰山庙。在许昌，除
了长葛和许田有一座泰山庙外，三里桥曾经
也有一座泰山庙，就在如今的安和街西段金
石·假日广场小区位置。

“我记得泰山庙占地七八十亩。”今年 84
岁的赵云枝老人对三里桥的泰山庙记忆犹
新。他说，该庙坐北朝南，有一个大殿，里面
供奉有泰山圣母。泰山圣母全称东岳泰山
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敕封天仙玉女碧霞护世
鸿济真人、天仙玉女保生真人、宏德碧霞元
君。此外，泰山庙里还有统摄狱府神兵，任
务是照察人间善恶，普度众生。

“今年 2 月，安和街西段进行施工。一
台钩机在原许昌监狱武警岗楼的位置挖排
水沟时，挖出一通石碑。”居民卢建国说，有
群众擦去碑上的泥土，隐约看到上面刻有捐
赠钱物者的名字。随后，许昌博物馆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把这通石碑运到许昌博物馆。
三里桥社区居民认为，这通石碑位于泰山庙
门前，估计是“文革”期间被群众偷偷埋在地
下，没想到如今重见天日。

5 月 26 日，记者在许昌博物馆见到了这
通石碑，碑身长约 3 米、宽 1 米有余、厚约 40
厘米，雕刻精美的二龙戏珠碑首高一米多。
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说，这通石碑
正面刻有“重修泰山神庙记”的字样，反面刻
有捐赠钱物者的名字。

三里桥由三国时期杨修所建
“三里桥横跨高底河，我们村曾经就分

布在该河两岸。”当日上午，三里桥社区党支
部书记卢延安正在打扫该社区便民服务大
厅的卫生，听说记者要探寻三里桥的故事，
便放下扫把向记者讲述三里桥的由来。

三国时期，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每逢文
武百官早朝见驾，从颍阴通往许都的官员都
要经过一条河。由于横跨该河的桥比较狭
窄，常有人仰马翻之事，闹出不少笑话，有失
官员声誉。一日，素与曹操不和的国舅董承
假 传 圣 旨 ，限 其 在 三 日 内 修 成“ 三 百 一 孔
桥”，违令定斩不赦。

“圣旨”传到曹营后，曹操立即召集文武
百官，询问谁能领兵三千，在三日内建成一
座三百一十个孔的桥？众人听后个个瞠目
结舌，只有谋士杨修嘴角挂笑地回答：“我只
要兵丁五百，一天即可建成，并愿立下军令
状。”杨修的回答无不让人将信将疑。

第二天一大早，杨修带兵来到河上，命
令官兵将小桥加宽加固，砌砖垒石，一直干
到天黑。最后，杨修命人从他家花园移来三
棵柏树栽在桥两头，还在桥头的木牌上写上

“三柏一孔桥”几个大字。
三天后，国舅董承带人前来验收，一看

仍是一孔石桥，不觉心中大喜。但当他走到
桥头，看到牌子上面的字，才知道是曹操敷
衍自己。因为是假传圣旨，董承也不能细究
曹操的错，只能作罢，打道回府。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