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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岗综述

"生在苏杭，葬在北郎是说邱山为龙脉之根。邱山龙脉自

西往东蜿蜒至圃田泽往南，在中牟县境内的土山分为两支。西边

的叫马陵岗，东边的叫双凤岗。

双凤岗从土山往南时高时低，在小清河畔拔地而起，形成峻

拔的岗岭，一直人尉氏地界。在尉氏县西大营地区一分为九，俗

说，九岗十八洼即是指此。九九归→，双凤岗在朱曲地区又合九

为一，一直到消川才夏然而止，起名兴龙岗，俗称断头岗。双凤岗

风水宝地，自唐朝建寿圣寺后又建双塔，在中牟地区被称为双

塔岗。

双塔岗地域更有很多名胜古迹，除巍巍双塔外，还有郑庄公

的探母洞、西晋时阮籍的吃涩柿处、元朝兵部尚书张哇的神道碑、

中州名士张民表之墓、赵匡后l送京娘的太祖桥及京娘坟、赵匡后L

求雨台和夜读兵书处、士在培街村的报恩店和中牟义士王麻子的故

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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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圣寺双塔

双塔位于县南 26 公里处冉家村东寿圣寺旧址。两塔东西对

峙，相距 20 米。西塔七级，高 30 米，砖身平顶，等边六角形，各级

重檐飞突，上下檐均有双组砖刻，仿木斗拱承托，逐级互开塔窗，

基层六面皆有坐佛浮雕。西南辟门，内有螺旋蹬道盘旋可至塔

顶。塔西北角传说曾被李自成义军大炮轰去，后经河南省文物局

拨款修复。

东塔四级，高 18 米，塔身亦为平顶等边六角形，各级单檐，基

层有图案纹饰，向东辟门，塔内亦有蹬道。

双塔造型优美，蕴涵民族风格。据古建筑专家鉴定，属宋代

建造，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前后，双塔都可到塔顶，近些年因阶梯已磨光滑，

恐伤人命，故封塔门，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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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名刹寿圣寺

很多人知道双塔，而不知道寿圣寺，这可算本末倒置。

据传说，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犯了对泾河小龙许救

不救之罪，被捉进阴曹地府。多亏崔判官从中周旋，借了开封府

中牟县王老夫妇的两库银子，上下打点，又超度了被李世民消灭

的 18 家反王、64 路烟尘的亡魂，才算还阳。还阳后，李世民要还

王老夫妇银子，但两位老人说什么也不要。李世民便教建寿圣

寺，派他的得力大臣尉迟敬德监工。时年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

648 年。这在寿圣寺三门里九通石碑第一通碑中确有记载。

朝代更迭，历经宋、元、明、清，又经维修、重建，又立了八通石

碑，分别记载维修重建的时间、概况。其中，第六次修复时间为明

太祖洪武三十年，即公元 1397 年，这次修复将寺院周围筑为

城寨。

双塔是在宋朝重修寿圣寺时才修的，据说金兵南侵，战火纷

飞，民不聊生，只好中途搁置。

寿圣寺皇封敢建，规模宏大，三个大殿配有廊房，大殿内供奉

老佛爷、观音老母、南海大士等佛像。而廊房内则是四大天王、关

公神像、十八罗汉、十大阎君。寺院内和尚众多，庙地 540 多亩。

新中国成立前土匪、恶棍在此藏身匿体，祸害百姓。上世纪 50 年

代初期，翻身农民砸了神像，拆了庙宇，只剩下巍巍双塔，耸人云

间，成为春游秋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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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圣寺的修建

中牟县南寺院繁多，尤以寿圣寺规模最大，名声远播，是中

牟、尉氏、新郑交界地区善男信女的朝圣之地。

据史料记载，寿圣寺始建于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 648

年。寿圣寺三门里原有九通石碑，第一通碑记载该寺初建时的规

模，其他八通碑分别记载唐、宋、元、明、清各代维修重建该寺的规

模情况。其中，第六通碑记载了明洪武三十年即公元 1397 年的

修建情况。这次修复时将寺院周围筑上城寨，因而有"唐修塔，

朱打寨"之说。

城寨分内外而建，外城四周的寨墙高 15 米，宽 10 米;墙顶筑

有松垛。外城有南北两个大门，高达 18 米，铁叶门。城外四周是

海壤，进城门的海嚎上架有木刻吊桥。内城紧围寺院，整个寺院

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在内城门外两侧有气势雄伟的六角塔对峙

而立，进内城门右侧是戏台，左侧是停放车轿的广场。

内城外是第二道海壤，墙高 18 米，宽约 20 米。绕内城一周

计 420 米。

进入外城是自南向北的大道，两旁为合抱粗的松柏树，四季

常青，遮天蔽日。

进人内城，拾级而上，来到前三门，门上方悬挂着长方形牌

匾，上书"寿圣寺"三个塑金大字，三门里通道两侧站着森严可畏

的四大天王，东边是魔礼青、魔礼红，西边是魔礼海、魔礼寿，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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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历代修寺情况的碑就立在这里。

进入寺前院，正中央是一座"倒坐堂堂内是背靠背的两尊

神，南海大士面南，观音老母面北。东廊房敬的是关公，西廊房敬

的是菩萨O

中大殿正中央坐着似笑非笑的弥勒佛。十八罗汉分别靠在

东西山墙上。中殿东廊柱上挂着直径 2 米多的牛皮大鼓，西廊柱

下挂着一个 3 米高的大铜钟，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朝王鼓和惊王

钟。这鼓和钟的声音传遍周围 30 多里的村庄。由于地脉连通，

寿圣寺的大钟敲响，45 里外的消川兴龙岗都能昕到。

进入寺院的后院，正北是后大殿，这里是五龙捧圣之地。殿

内东西排坐着兰尊大神，共同镇压这股风水。东西廊坊是十大阎

王神像。院内栽着八棵合抱粗的大松树，把整个后院罩住，加上

神像可怖的形态，使后院阴森森的有一股肃杀之气，使人毛骨悚

然，望而却步。后院西边有一个月亮形的侧门，通向和尚们的禅

房。在此院内发生了很多趣事，传于民间。

东塔北 60 米处有一眼 58 米深的枯井，据说这是当年为挖断

龙脉特意而挖的，井内多是形如人马的勒疆石。这井后来被歹人

杀人所用，多少鬼魂在井中呜咽，夜深人静时，使人不敢卒闻。

内城西北角下有一眼 66 米深的辘铲井，供寺院使用。新中

国成立后，寺拆人去，水土流失，此井废弃。

内城西南 86 米有东西排列的三座炮台，这是 1940 年国民党

县政府的军队在此修筑的。

内城里边往北有一高丘，是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和左良玉会战

时阵亡将士的墓地一一肉丘坟。城西北 2 里处有李、左会战之地

马庄。附近是千百年来在此诵经念佛的和尚的墓地，已被后人平

去，化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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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圣寺千年名寺，随着时代的更迭，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拆，

只留下千年古塔，巍然屹立于中原大地，见证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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