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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寺村旧事（三）

（（328328））

核心
提示

在村中老辈人的口中，流传着很多关于明朗寺的传说。
“明朗寺坑里的青蛙叫声小，而且不会咕呱咕呱拐弯叫。”8月18日，61

岁的明朗寺村民李福辰说。

公冶长葬在明朗寺后？
□ 记者孙江锋文/图

明朗寺前的大坑塘。

寺院办私塾，学生和尚同在屋檐下学习念经
李福辰说，公冶长的衣冠冢在明朗寺，就

充分说明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在公冶长山
东老家，也流传着与明朗寺村类似的传说故
事。

“当时，我的父亲是村里生产队的饲养员，
我从小跟着父亲在饲养室睡觉。那时候，牲口
是生产队的宝贝，冬天饲养室生炉子，牲口喝
温水。晚上，不少人喜欢到饲养室里扎堆聊
天，我就是那时候听到很多老故事。”李福辰
说，他小时候就在明朗寺里上小学。东厢房里
是一二年级，后大殿是三四年级。

村民李学谦说，寺院办学最早是在 1928
年。当时，在寺庙兴学政策的社会背景下，明
朗寺大殿、厢房被改为教室。寺院与学校并
存，初一、十五，善男信女照例烧香拜佛，学生
也照样上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朗寺
内的私塾改为村小学。

“20 世纪 60 年代，我已经当老师了。我记
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里还有神像。”
今年 80 岁的李宝华说，“文革”期间，明朗寺大
殿的神像、壁画，东西厢房被毁，后来大殿也被
拆除。如今，世人见到的明朗寺均为后人重

修，其建筑规模远不及当年。
2017 年，明朗寺村入选河南省第五批传统

村落。新 107 国道临村而过，许昌环城高速也
从该村北测穿过。我们相信，未来的明朗寺村
会更加美好。

明朗寺后有公冶长的衣冠冢？
虽然坑塘青蛙不会拐弯叫的说法难以让

人信服，但明朗寺兴盛时期有十二层大殿的传
说似乎有据可查。据该村村民说，明朗寺十二
层大殿的位置就在如今村北 500 米的耕地里，
大殿北侧是公冶长的衣冠冢。

1992 年版的《长葛县志》明确记载：“长葛
县石象村东南 1.5 公里处有公冶长墓”。公冶
长（山东诸城人），复姓公冶，名长，字子芝，是
春秋时期孔子门下弟子的杰出代表，“孔门七
十二贤”之一，名列第二十。

自幼家贫的公冶长生来勤俭节约、聪颖好

学、博通书礼、德才兼备，终生治学不仕禄。多
次拒绝鲁国君主征辟为大夫，他继承孔子教学
育人遗志，成为著名文士。

相传，公冶长从小喜欢养鸟，久而久之竟
能听懂鸟语，因此无辜获罪。孔子出于对诸侯
的不满，又因公冶长身陷囹圄而痛惜，便将女
儿许他为妻。

明朗寺流传这样一则公冶长的传说。一
日，公冶长在明朗寺院读书，一只鸟飞到窗口，
叽叽喳喳地乱叫。

公冶长仔细一听，鸟说的是：“公冶长，公

冶长，北山有只死绵羊，你吃肉，我吃肠……”
公冶长放下笔，在北山果然见到一只死绵羊。
他告知当地百姓后，众人把绵羊分食，却忘了
给鸟留下肠子，公冶长因此遭罪。

“公冶长冢占地 5 亩 ，冢上平地可耕种 。
小时候，我经常跑到公冶长冢玩，偶尔还能捡
到一些陶器。”明朗寺村村民李学谦回忆说，后
来，随着该村的发展，很多村民从冢上拉土垫
宅，甚至有人在公冶长冢的东侧建厂烧砖，烧
砖用的土也来自公冶长冢。久而久之，公冶长
冢越来越小，直至后来消失不见。

寺前坑塘里，青蛙不会咕呱咕呱拐弯叫？
明朗寺前有一个坑塘，早年间该坑塘很

大，有近 10 亩。后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坑
塘被人垫平大半，现存的坑塘不及原先的 1/3。

坑塘虽然面积小了，却有着神奇之处，这
里的青蛙叫声很小，而且不会咕呱咕呱拐弯
叫，这个传说要从乾隆御驾亲临明朗寺说起。

乾隆带文武百官在明朗寺朝拜佛祖，并下
旨重修寺院。寺院重修落成时正是夏天，乾隆
亲自驾临验收。夜晚，乾隆正和随从议事，寺
庙对面坑塘里的青蛙咕呱咕呱乱叫，扰的乾隆

十分烦躁。随后，乾隆独自走出寺院，对坑塘
内的青蛙自言自语道：“蛤蟆啊蛤蟆，你们小声
叫，别大声拐弯儿叫不行吗？”话音刚落，坑里
的蛤蟆声叫果然小了，而且不再咕呱咕呱拐弯
叫了。

“从那以后，不光坑塘里的青蛙不再拐弯
叫了，而且从别的地方逮来的青蛙，一放到坑
塘里也不会大声拐弯儿叫了，你说怪不怪？”李
福辰说,关于青蛙不会拐弯叫，村里还流传着
另一个版本，但与之大同小异。

相传刘邦、项羽争天下时，项羽兵多人壮，
连战连捷。刘邦无处可逃，路过明朗寺歇息。
到了晚上，刘邦想起自己的处境，心情烦闷睡
不着。走到坑塘边上，听到青蛙的叫声更是心
烦意乱，他随口说：“蛤蟆不叫就好了，也让我
清静一下。”话音刚落，坑里的蛤蟆就不叫了。

在济南大明湖和台儿庄段的京杭大运河
都有类似的传说。民间的传说自然不可信，有
人认为青蛙的叫声应该跟当地的土质和水质
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