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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有史，以垂示后世。县有志，纪一县之掌故，以佐国

史。村若有志，纪本村之稗史，或可为县志起拾遗补阙之

用。有鉴予此，．村人卢曙天曾多次来函鼓励编者执笔编村

志，并提供素材。

回溯思礼村近代沧桑，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

期，村庄饱经忧患。在对敌斗争中，村中群众积极参军，参

战、大力支援前线，涌现许多感人事迹。悼念先烈、缅怀英

模，志其事例，示范后人，实乃义不容辞。、

思礼村自立村以来，素无志。旧时庙宇、宗祠虽有零星

碑记，亦多限于封建迷信纪事，且多湮失。深感编修村志，

实届必要。因而子1990年着手修编工作。编写本着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本村之近代经济、政治、军事、文

教卫生等点滴史实、进行辑录。并对村庄之地理环境、自然

资源、人口土地、文物景观、风俗民情等加以缀合。历时二

年，志始初成。倘彳r裨益，以便村人后代，鉴古知今，吸取

历史经验教训。学习先烈品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编写《恩礼村志》，是在中共村支部和村委会支持下进



情赞助。在此一并诚恳致谢!

编者深感作志非易，加之水平有限，又缺资料，错漏、

不当之处必有；但思及为村集点资料，虽有纰缪而聊胜于无．

恳清读者指正。

卢波于太啜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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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概 貌

一、村名沿革

村庄座落于虎山之山头前，故依山而名，始名虎山头

村。迨唐朝初年，唐人避唐李太祖之讳，呼虎为武，邑人记

虎山为武山，村亦改称武山头村。民国初期，改称武l【I镇。

民国=十二年农历九月，中国共产党济源县委员会副书记兼

宣传部长于思礼同志，在村中牺牲。翌年一月，中共济源县

委和抗Et县政府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宣布上级决定，将武山

镇改称思礼镇，以资纪念。迨1945年九月济源解放后，始正

式用思礼镇名称。1983年改为思礼村。

二、村庄原貌

村形：北高南低，东西延伸，西窄东宽，南弧北弯。村

周围筑有寨墙。登高观村，宛若刀豆。寨墙筑于清·同治十

’年，高约二丈，宽约一丈。有寨门五。门楼上横砌石幅。正

东门上为“万全寨”：东南角跨东西向之沟立一寨门，平时

通车马，雨时排泄村中洪水，赦称“水门”，幅刻“山高水

长”：正西门遥对西北青山，幅刻“金炉毓秀”：北门两向

卢仝墓，幅刻“玉川凝祥”；南门因早坍塌。石幅已潭。

街巷：村中街巷皆可通行马车。东西向有两条大街。水门

至西门谓南大街，因两边地势高又称南沟；东门至西沟街谓



中街。两者足照河各村马车东行必经之路。南北向有一·街四

路。由南门贯南、中大街直北，谓嗣匕大街。四路以南大街
为起点，以南北大街为中柱线，迤东约百米，一石砌路至中

街，谓水圾路。再东约三千米火神庙铡一路贯中街商北又西

折至李家水井，谓火神庙路。迤西数十米一路盏通北门，谓

西沟路。再西百米处路北向又折东至西沟路，因拐弯处有一

古雕石狮，故名狮口路。有两巷，一东口起水坡路中段西至

南北大街，因住一张姓老户，故称张胡同。一南口起中街月

牙池，北至李家水井，因早居李姓老户，故称李胡同。南大

街正审段路南有约二亩地大小广场，是村中集会、演戏场

所。西门内一天然土墩，高约丈余，北依大路，南临涧河，

四面壁立。依地形建立小寨，内居民十余户，只东面一寨门

出入。寨门上建一间关公庙，历年春节时，村人在寨门上交

替贴如下楹联： “夜观春秋文夫子，单刀赴会武圣人”。。

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子龙孙”。 “秉烛

夜达旦此夕心中唯有汉，华容知报德当时目下已无曹。”

水井：解放前公私水井九孔，唯有三孔古井水源足，从

未干涸或坍塌。一是小寨东侧水井，一是黄龙庙东侧水井。

两者共同特点：水甘、杂质少熬滚不生水碱。水中偶有小

虾，可能与地下河相通。用此井水做豆腐，每斤豆较别井水

产量高，尤以前井较优。另一是李胡网北日水井，水甘凉。

是李姓明代迁来时所凿，故名李井。

水池：大小水池有四，水门内路南一私家池塘，池呈圆

形．池J嗣多树。夏、秋之际、蝉声阵阵，儿童多来提蝉，蝉土

名蚂蠊。故叫蚂蠊谷沱。迤西数十步，又一连环水塘，东西

内若倒横之8字，中间浅而窄，两边深而圆，水深约四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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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妇女之针线饭，故称缠线板谷沱。村东北角寨墙内，一

小谷沱，水深约二尺。中街中段路南，一面积约二亩大小水

塘，东西南三面成弧形，北面沿街而平直，故称月牙池，西

东为入出水口，池水深约一丈左右，从未干涸过。平时饮牛

羊、沤荆麻。村人造打麦场多取用此水。

村中雨时流水排泄，北半村水皆入中街东进月牙池回

旋，再经水坡路南下。南半村水皆汇入南大街东流。两者共

会予水门顺沟东流去。

三、村外地理概貌

山：村北约里许、有山头巍然屹立。王屋太行衔荟处结

高峰日金炉，峰前派生一青岭南折而下，逶迤磅礴数十里至

村北而止，邑称虎山，山头名虎山头，远望山头形似伏虎之

头，邑志又称虎头山。山坡石多土少，蔓生自草、荆棘，野

枣丛、黄菊花、野蒜、少许大瓣红色山菊花及若干种草

药。

水：村西．南边有涧、名红涧河。源于姑嫂山前怀，经涧

北村南下绕村西和南部蜿蜒而东注入溴水。此涧昔无常流，

依天气涝，旱、时涌时涸。近代泉水出处，随地下水位高低

而不一·1938年秋涝，水自涧北后沟涌出下流，至1942年干

澜断流。1946年又从村西水磨沟出水，后又断流。1956年又

出水长流至今。

四、胜迹与景观

月牙池：相传是明朝时村中萧姓之浇花池，形似下弦月。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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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岸竹用青石帛砌，夜月照池．卜，光水棚映，宛若明镜。

风掠池面，印，j摇漾水中，别有一番情趣。夏lr_l，别的池溏

蛙声宏亮，独此塘之蛙声则沙哑低沉。冬日，塘水结冰，人

可履其上，唯两南曲湾背阴处，有一箩筐大小之水面从不结

冰。相传旧时有一年天旱水浅，村人深挖池中污泥积肥，突

于该处挖出一碗口粗涌泉，村人骇惧。适有人新买一烙饼铁

鏊伫旁观看，挖泥者急抓鏊堵塞泉眼，泉始断流。池北岸一古

槐，问有一独枝，粗约三尺长约两丈，枝干蜿蜒，枝头细枝

叉芽，形若想象中之游龙，向南伸俯池面，故称“龙头槐”。

池、槐凑合，似龙欲入水，很有景趣。今已毁。

笛柏：月牙池东十余步，有一小庙堂，坐东向西，庙前

一青桕。主干笔盲，粗约八尺，高约三丈，树干分枝圆立，

形若喇叭，故称“笛桕”。景誉“笛桕吹天”。此桕叶喂两

样，一是普通柏叶，一是塔松针。故又称“刺柏”。今树已

没。 ．

黄龙庙：建立年代无考。庙位于南大街中段路北，座北

朝南，前后有两个大殿。殿顶皆砌盖黄色玻璃瓦。正殿高约

十余米，面积约四十余平方米。殿脊用黄、蓝色玻璃砖、筒

瓦砌成。脊顶正中，耸立一黄色葫芦，两侧系以环链。脊之

两端各镉一个貌似龙形之鸱尾，张VI衔脊。脊壁烯有黄色蟠

龙，绿色狻猊。两旁山梁，筒瓦砌合，前缔龙头。飞檐拱

角。庙宇地势。共f三个梯台。正殿展高台，前沿插廊。台

前砌条石，高约四尺。阶下为献殿，明亮宽宏。石沿高约五

尺。阶前为平台，约亩许。前部东西两棵古槐，主干各粗丈

余。西树有三支根隆起地面，蟠若龙蛇；东树杈枝中，有两

枝粗约四尺，距约三尺，中有斗粗横支衔接，奇巧天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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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三面石砌沿壁。前沿高约八尺，中间台阶和护阶石，

皆火块长惫清石砌就。前临马路，南为广场，再南对面为舞
楼。夏日于广场向上北望，古槐枝叶葱郁，浓荫蔽日。殿

字参差耸峙，阳光照耀，金碧辉煌，绿挝金顶，相互映致，

蔚为壮观。古槐、庙于1950年被伐、拆。

九仙圣每祠：祠立于虎头山之巅。祠字金碧交辉，宽亮

宏伟，正殿并列九座女埋像，彩贴浑金，内包石雕，俗称九仙

圣母。建庙年代，据明朝碑记： “自周之时，旧有其迹”

。周”是指北周或武璧之周，末得确详，近考庙墙砖有

数种，内有唐砖，初证最迟建于唐朝。历代时有修补。明·

成化年间，祠宇倾圮，里人伯通募资鸠工重修于成化廿三年仲

秋。祠东稍低处为自衣大士祠，再东为广生殿。集道、佛两

教于一宇，而祀奉香火者则为道士。庙中悬一古铸大铁钟，

虽历经风雨，则不生锈。每月初一、十五前日，夕阳西下

时，道士则登山撞钟，向周围村落，预报朔望。敲钟节奏

是： “紧七、慢八、搭拉十，不紧不慢一十八(响)。”钟

声宏悠，声闻十余里。庙内外有桕树十余株。山腰有一无梁

殿，内一古雕石像，现填作卢广艺后围墙基石。登九仙殿

左眺望，玉川烟景，历历在目。西峙王屋，北横太行，峰耸峦

崎，重叠岚翠；西南五指河下，虎岭传神：东北共山盘谷，

大社烟穿；南岭逶迤，东南黄河一线；川原灵山缀珠，溟水

明带。美战!玉川。

卧牛石：虎山头之北，田野问有一独特黑青石，形状宛

然若牛，伏卧状。头南臀北，下部深伏地下，上部露在地

面，故日石牛。石牛村即依此石而名。石重数十吨，来源不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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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望月：恩礼、涧北两村地界交错处，虎山头顺次北

向之第三山头西侧背阴坡上，孵同皆石，中有一垮赭色土，

形似￡弦月；第f!【l山头西侧之阳坡，有由灰琉石组成之石

群，远望宛若飞跃之鲤鱼。头达山顶，尾拖山脚。鱼头间却

点缀颗黑青石，巧似鱼眼。鱼嘴大张，两侧鱼须向南延仲十数

步，趣头直对半弦月，故称“鲤鱼望月”。真乃天然奇

观。

‘观音菩萨像：1940年，村人于月牙池出水口淤泥中挖出

六手观菩萨像一座，并龛于路北小巷口。像和底座系整块青石

雕刻而成，菩萨盘膝端坐于莲花台上，高约兰尺余。整体雕

工精细，比例适匀，造型优美。背膀两手向上并举，高过头

顶。。中侧两手弯曲向上，下两手向下低垂交叉于腹前，而缺

一手掌。面相丰满端庄，温雅敦厚，栩栩如生。雕刻年代不

详：

。 石狮：狮系J灭琉石雕成，雄踞，高约三尺。可能是隋雕。

传隋朝时，曾于狮口街处建庙。清·光绪年间，挖庙基石，掘

出程咬金瓦岗寨称王时所铸之钱弊半库。按此狮头鬃二十多

绺，当是庙门前狮饰。仍存予村。 ．

卢全故里碑：唐诗人卢仝落户于村。后人立碑雕。卢全

故里”以纪。碑原立于东门外桥头。文化大革命中被填作桥

基。后被掘出移立村东公路侧。

石桥：西寨门外，西行数十步，有石桥E1．“望月桥”。传

卢伞傍晚常散步于桥头。伫立望月，故名。又传某朝代一忠

良，对朝政腐败f满，被奸人排挤，愤而辞官、隐居于村，以

樵薪为生，村人莫知其姓名。后闻朝中政变，奸人篡政，愤触

桥基石而死，村人哀其义，葬于桥侧，又称此桥为“樵夫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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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卢仝被害后葬于村北山麓之“凤凰地”。其生平

喜爱石榴，墓前曾植石榴树一株，以资纪念：山头东、南麓

有历代墓葬群。 ·

狐狸搿月：山坡多狐。每于夏秋月夜，常有狐在山头

上，后腿盘坐，身躯直立，前趾微弯向上合举干胸前，仰头向

月，久伫不动。乡老渭之“狐狸拜月”。笔者曾目睹。

天坛倒影：夏季，黎明前之夜色朦胧中，出村东门。

见东方有黛色山岭横亘南北，中起高峰，问有庙院、翠桕，

黎明即湮。乡人谓之“天坛倒影”。笔者亦曾目睹，但此蜃

景不常见。 ．

·’

五、自然资源

树木：村内树木，宅外植榆、椿、桐，桑、槐，构、

楝、皂角及黄楝等讨。楝树之升、花、籽、皮皆可入药。黄

楝树籽实若花椒，可榨食油。宅内则植枣、石榴树。村外，

除坟墓植桕柳外，地头岸边则植柿树。特别是虎头山之

南、北麓有大片柿林，秋日霜天，红柿垂金，霜叶摇丹，点

缀着大好秋光。柿子品种繁多，土话依其形、色、味之特点

而命名。计有：①颤果红。圊馒头样大小，伸秋节即熟，水

◆樊后，脆而甘甜；农历十月稀软后，红若玛瑙，汁水如密。

②大班颜。较前者略大，呈长圆形，空软后，可搿成瓣，味

绵甜：加工成柿饼，糖霜厚，内色紫黄，更甘绵如饴。③小

红柿，④花圪瘩。此两种树较多。⑤盖柿。因柿底部有隆起

圆盖而得名。⑥超盖柿。较前者大。⑦牛铭柿。状似牛项悬

铃。⑧牛心柿。形若牛心而略小。⑨自皮绵囫f舀柿。因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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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⑩青皮绵囫固柿。皮色黄中带青，原柿能储放至清明

节后。@火罐啼，亦名天生柿。不需嫁结，原柿能存放到收

麦时。⑥脆班颤。皮硬，较大班颜小，姿成后硬而脆。⑥关

爷(羽)脸柿。农历七月即鲜红。⑧青皮柿。农历九月成

熟，皮亦呈青色。⑤猪妈妈柿，亦名猪A--f1．。呈长四方形。

⑩羊妈妈柿：每个柿子侧面派生一小柿，形若羊奶。只山前

麓一棵。◎鸡鸣柿，与别柿同皆，鸡鸣晨时甜。⑩羊粪蛋柿。

@黑枣柿，系原生柿，形黑若小枣，空软风干后始可食。◎

鬼脸青柿。农历腊月始黄熟，不须加工即可食。 ．

柿子营养丰富，冬日，农家用柿浆与玉交面拌和，蒸熟

作早餐，谓之“甜糕”。用柿浆拌和白面成糊状，用油炸

熟，谓之“炸熬”，香甜美日。用柿干切丝，与碗豆黄共煮

成糊状，倒入盆内凉结后，谓之“豆碴糕”，食之甘凉绵

软。这些食品是柿乡的独特风味。柿予还可加工成醋和洒。

1960年后，由于空气污染，柿子不成熟即淡落，农民伐树不

再植，致现存寥寥。

药材：草药类。木头回(俗名臭脚根)、鬼圪针、茜草

(俗名沙拉拉秧)、防风、薤白、扁蓄、漏芦、五加皮、地

谷皮、益母草、金银花、黄菊花、苍耳子、车前子、蒲公

英、艾、茵陈、野地黄。动物药类。蝎子、土元、斑蝥。石

类。料姜石。

动物：家养有牛、马、驴、骡、猪、羊、犬、猫、鸡，

蜜蜂、蚕。野生。兽类：狐狸一草狐居多，少数火狐，亦有

珍稀银狐，猪獾、狗獾，野兔，刺猥、花鼠、柿子猁，黄

鼠狼、老鼠、蝙蝠，问有野狼。爬行类：青蛙、蟾蜍，

蛇一鸟梢蛇、桃花蛇、水蛇。鸟类：麻雀、喜鹊，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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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寒鸦、斑鸠、水蚺、鸽子一一家鸽，野鸽，啄木一一灰

啄木、花啄木，鹌鹁，石鸡，秃雅、铁翅膀鹞、鹳鹧、燕

子、火燕、布谷、黄莺、叉鸡、红下巴、偶或有猫头鹰。昆虫

类：蚯蚓、蝠牛、螳螂、蝎子、蛔蜩蚰、蝴蝶、屎壳螂、水

牛、蜘蛛，地蜘蛛(俗名地叮)、铁蜘蛛一一涔如小豆粒、

暗红色，牛误食即腹胀死亡，蟋蟀、蚂蚱、蛄蝼、斑螫、蝎

虎——亦名壁虎，其粪末端有鲜红粒状物，可入药治疮，金

壳螂、黑、绿毛虫、芝麻肉虫(俗名芝麻圆圈)。由F近年来

人们对野生禽兽残酷猎取，河水污染，开山取石，使许多飞

禽走兽失去生活条件，致有的绝迹。有的少见。

矿物：虎头山蕴藏镁磺石，含量20％左右。近Ili(石打石

子，烧石灰，浪费矿产。

六，自然灾害

旱 灾
’

清光绪三年(1987年)、天大早，遍及豫、晋两省大

部地区。麦秋无收。济源县遭灾最早亦最重。清廷不恤曼。

饥民哭求县令作主。县无粮。许给牒就食他省。往往一乡之人

结队同逃。至直隶(河北省)界，地方官不纳，出牒示之，

遂以其牒达之总督，还姿豫抚，济源县令以此被撤职。于是

逃民所至，仍饬州县递回原籍。灾民流离道途，饥寒交迫，

卖妻子，尸遗路。疲惫归来，家徒四壁，死无数。武山村同

被早灾。时村中一卢姓富户，其在湖北老河I--3龙工集，有巨大

商业、田产，信召村中愿逃者数I‘户至该地，助济生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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