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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桥与周家庙
□ 记者黄增瑞

“如今，我们社区姓吕的人占大多
数，姓周的也有一部分。”吕桥社区文书
吕超峰说，吕姓人迁居至此后，有一户
姓周的生意人也在此安家。吕家人建
桥，周家人修庙。在封建社会，修桥建
庙是“有功德”的善举，做生意的周姓人
募集银两，在吕家桥北侧，建起一座占
地约 10亩的寺庙。

今年刚 70 岁的吕松成，在原吕桥村
当了 19 年的党支部书记。吕松成回忆，
小时候，他读一年级就在周家庙的大殿

里上课。在他的记忆中，周家庙坐北朝
南，西有楼阁，后有大殿。大殿呈方形，
由多根圆木支撑房顶。

1997 年，吕松成任吕桥小学校长，
重建学校时，施工队在地下挖出十多通
大小不一的石碑，后来被埋在学校的西
操场。

吕桥村原有两个舞狮团队，他们会
在春节期间进行舞狮表演。表演前，村
民会先到周家庙摆放贡品，祈求神灵保
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家庙的
大 部 分 建 筑 被 损 毁 ，但 随 后 出 土 的 石
碑，记录了很多著名人物、历史信息，让
人从中了解了明朝末年，许州北部尚集
镇、吕桥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当
地群众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
价值。

采访时，记者在原吕桥小学校园看
到，因为乡村学校生源减少，该小学与
其他学校合并。如今，吕桥小学校园处
于空置状态。

年过八旬的尚喜全是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尚集镇人。年轻时，出身贫寒
的尚喜全勤奋好学，考上了郑州大学政
治系。毕业后，他先后任许昌市越调剧
团副团长、原许昌县小召乡中校长、许
昌远东传动轴厂办公室主任等职，对地
方文史研究颇深，主编有《尚集镇尚氏
家谱》。

“根据我的走访与考证，吕桥社区
的吕姓人是在明朝洪武或永乐年间，从

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徙至许昌的。”9
月 16 日，在建安区新元街道办事处吕桥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尚喜全这样对记者
说。

那么，从山西迁徙到许昌的吕氏先
祖为啥会把家安在此处呢？尚喜全说，
历 史 上 ，许 昌 城 北 有 一 条 河 流 为 潩 水
河，也就是后来的高底河，它发源于登
封、新郑、禹州的三地交界处。流经长
葛增福庙、和尚桥，许昌丈地、黄桥、武

店、吕桥、忽庄、宋庄、俎庄、徐湾、三里
桥等村庄，最后由西华、周口入淮。

据史料记载，明清年间，高底河几
乎年年暴发洪水，河水泛滥，冲垮河堤，
祸患两岸人民。由于洪水不止，泥沙淤
积，造成两岸堤坝越筑越高，导致河底
高于地平线，成为“地上悬河”，俗称高
底河。

当时，许昌城西北方向形成了一个
名叫“西洼”的湖泊。吕桥村的地势相

对 较 高 ，由 于 水 流 缘 故 逐 渐 形 成 了 河
道，加之历年历代治水、治河，水患逐渐
减少，吕桥村人在洪灾过后的土地上开
垦、耕种，逐渐形成了村落。

该村所处位置曾是一条官道，与原
许开路形成十字路口，独特的地理交通
位置，成为吕氏移民在此的主要原因。

明代至今，历代吕姓人在许昌繁衍
生息，经过约 600 年的发展，如今吕桥社
区的居民有 2000 余人。

吕姓人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至许昌市
许开路西段，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逐渐
形成了吕桥社区。吕姓人曾在高底河上修
建吕家桥，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该桥已被
深埋地下，但其浓郁的历史气息，却为该社
区增添了几分厚重感。本期《许昌往事》，记
者来到吕桥社区，通过老居民的讲述与回
忆，追寻该社区的过往。

周家人建庙叫周家庙

据《许昌地名史话》记载，山西移民
迁址许昌，新居村庄多数沿河而建，成
带状排开。

“吕姓人到尚集进行商品贸易，需
要 穿 过 高 底 河 。 起 初 ，村 民 为 方 便 过
往，砍伐两棵大树在水面上铺设木质桥
梁。

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修桥被村民
提上日程。”尚喜全说，一个地方修桥，
大都是聚全村之力，靠捐献粮食和银两
修桥。清乾隆年间，吕姓人发动民众募
集资金，准备修建石桥改善群众出行条
件。

“修桥的善款到位后，大家从新郑、
登 封 等 地 的 山 上 ，靠 车 拉 人 推 运 来 石
块。历经数年，建起了一座青石结构的
石桥。”尚喜全说，石桥长约 10 余米，宽
约 4 米，由长条青石铺成，主桥三孔，方
形水道。

这座石桥虽然规模小，却是明朝末
年潩水河上的第一座石质桥梁。史料
记载：“许有吕家桥，盖出许由长社渡潩

水之第一桥也。桥右吕姓之地居多，此
吕家桥所由名。”

“1958 年，国家兴建水利项目高底
河改道，吕家桥逐渐废弃。后来，村里
加快了道路建设，吕家桥被埋在地下。
如今，知道地下有石桥的人估计没几个
了。”尚喜全说。

吕家人建桥为吕家桥

吕姓人迁徙至此

核心提示

尚喜全（右）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黄增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