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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禹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不断致力于马文升传说的宣传，
着 力 提 高 禹 州 市 对 外 的 文 化 影 响 力 。
组织编纂禹州文史、禹州故事等书集，
发掘整理马文升传说，使马文升传说资
料得到有效保护。对部分遗址采取保
护措施，划定明确的保护范围，保持了
文物完整性。

2011 年 12 月，《马文升传说》被列入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
前，《马文升传说》项目河南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名（马炎甫）、
许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 3 名（马贯章、马佩珷、马春发）、禹州
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
名（马留军、马爱霞）。

马文升勤勉好学、忠心报国、重视
民生、疾恶如仇、歼暴除奸、戍守边防、
抗敌救国等杰出功勋，几百年来受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赞誉，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愿望的寄托。

马文升的传说不仅在禹州，在河南
乃至全国都广为流传，成为传统文化宝
库中的珍贵遗产。

无梁镇是禹州市东北部的一个乡
镇，距禹州市 14 公里。说起“无梁”这个
名字的由来，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

话说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 1506 年
—1521 年），禹州市遭受蝗旱灾害，百姓
食不果腹，官府征粮催赋追逼甚急，百
姓流离失所。时任吏部天官的马文升
乃禹州人氏，看到家中捎来书信述说灾
情，其心中焦虑，欲奏请正德皇帝免除
家乡三年粮赋。

于是，马文升陪着正德皇帝来到禹
州市无梁庙。该庙建造奇特，大殿依山
而建 ，用砖砌成 ，无梁檩椽板 ，较为特
别，故取名无梁庙。

正德皇帝见庙里敬有许多神像，就
问：“敬这些神像干什么？”马文升说：

“敬土地山神，期望驱蝗；敬雨师龙王，
期望腾云兴雨，以求减灾。”正德皇帝领
悟说：“哦，减灾。”马文升又说：“陛下看
此处大殿与别处有何不同？”正德皇帝
抬头一看，殿顶无梁，就说：“哦，无梁！”
这时马文升跪倒拜谢曰：“圣上因禹州
受灾，免禹州的粮，乃我禹州万民之幸，
谢主隆恩。”

正德皇帝金口玉言，明知中计也不
好收回，就降旨减免了禹州 3年的皇粮。

因为此地建有无梁庙，后人为感念
马文升拯救黎民的恩德，就将建有无梁
庙的村庄改为“无梁村”，后来成了镇政
府所在地，镇以村名称无梁镇。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地三尺又何
妨 ？ 万 里 长 城 今 犹 在 ，不 见 当 年 秦 始
皇。”仁义巷在禹州市老城区中央，这条
小巷，北起自由路，南至奎楼西街，全长
约 200米，宽约 4米。

明朝时期，仁义巷周边是居民区，
房屋一间连着一间，家家院墙相拥。当
年，这里是禹州市的经贸中心、中药材
的集散地，很早就有“药不到禹州不香”
之美誉，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在此，很
多名门望族在这里购置田产。

“仁义巷的来历也与马文升有关。”
马炎甫说，马文升任吏部尚书时，族人
马某因争一墙宽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矛
盾，双方各不相让。马某修书给亲人马
文升，意欲压制对方。

但盼来的却是如此回文：“千里寄
书为一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马某深受教
育，主动把院墙后退三尺。邻人见状大
为感动，也后退三尺。这样就形成了一
条小巷，人称“仁义巷”，该巷至今尚在。

禹州市的明代牌坊被载入史书的
有 44 座，基本为功名坊。比较有名的有
冢宰坊、五朝元老坊、进士坊等。其中，
冢宰坊和五朝元老坊皆为纪念明代吏
部天官马文升而立。

冢宰坊位于今天的禹州市西大街，
因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冢宰而得名；五
朝元老坊则是马文升的子孙向明廷请
求，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建
造。

“五朝元老坊是一座跨街牌坊，高
约 12 米、宽约 8 米……坊顶之下、坊额
之上，雕饰仿木结构斗拱。斗拱中间坊
额上，南面是‘五朝元老’，北面为‘昭代
名臣’。”马炎甫说，遗憾的是，在历经风
雨后，禹州市的牌坊保存下来的很少。

文庙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区古城
中心，是兴学兴教、尊礼尊孔、弘扬中华
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是古代禹州
市的文化教育中心。

禹州市文庙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始
建于唐贞观年间，复建于元，清代重修，
几经扩建。民国初年，它已是禹州城内
规模最宏伟、设备和规制最齐全的庙堂
建筑群。

8 月 8 日，在马炎甫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禹州市文庙，只见文庙门前有两个
相通的半月形泮池，中间架了一座青石
状元桥。夏日，出淤泥而不染，亭亭净
植的荷花开满两池，簇拥着状元桥。

黉学门广场有东西两个进出口，并
各有一座石牌坊。东牌坊上正面刻有

“德配天地”四个大字，背面刻有“道冠
古今”四个大字，都是颂扬孔子的话。

“‘八士坊’位于黉学门广场西侧。”
马炎甫告诉记者，相传，明嘉靖年间（公
元 1522 年 —1566 年）马 文 升 任 科 举 主
考，禹州市一下子考上 8 位进士。有人
向皇帝上表，参奏马文升徇私舞弊。皇
帝派人下来调查，看看禹州人是不是爱
好学习。

马文升悄悄把消息传到禹州，让禹
州无论是经商的，种地的，做工的都要
整天拿着书本读书。等皇帝派的人来
调查时，一看，禹州人无论是商贾术士、
还是贩夫走卒，就连田里种地的人也在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回去奏明皇上，
皇上这才相信禹州人好学之风兴盛。

于是，在此建起青石雕刻、三孔起
架，四柱三楼形牌坊，并钦赏御赐“八士
坊 ”三 个 字 。 清 代 禹 州 学 正 孙 用 正 用

“天叫人瑞表中原，最后还有八士出”的
诗句来赞美此事，八士坊街以此得名。

一个个从黉学走出的儒生，一段段
流传已久的历史传说，无不赞赏着禹州
人的智慧和黉学精神，文庙见证着其光
辉的历史。

重教育
激励人们读书成才

禹州市有关马文升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只要提起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
大家都能随口讲上几段有关他的故事或者传说。影避墙、仁义巷、禁沟、八十
坊、颍河石桥、无梁庙……这些建筑因为马文升，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马文
升传说》也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8月8日，让我们听听河南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炎甫讲述马文升的故事。 记者张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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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有关马文升的民间传说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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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朝元老”马文升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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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北关文升园内的马文升
纪念碑 记者 张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