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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为本”牌匾。
张明伟 摄

当代文物考古发现

1.金代邹複画像石墓的董永线刻
画像石

1973年10月，焦作市郊区（今中
站区许衡街道）发现一批金代葬墓。河
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新乡地区
文化局考古人员，清理发掘王封公社王
庄东地丘陵地带（距离武陟县小董村
26千米）的古墓墓室后，发现了墓主人
邹複的题名，其原籍范阳郡，葬于金承
安四年(1199年，相当于南宋宁宗庆元
五年)。“像这样刻有具体年代的金代画
石墓，建国以来在河南还属首次发
现”。该墓出土的线刻画像石（包括刻
图案花纹的）共23块。其中3块上有孝
行故事图11幅，包括董永卖身的故
事。“雕刻为阴刻，人物造型细腻传神，
堪为精品”。“孝行故事图11幅……且
均标有孝子或孝女姓名，这些故事的具
体内容与后世流传的、称作元代郭巨业
编的二十四孝不尽相同，为金代最流行
的一些故事。这些线刻图，都显示了相
当高的艺术水平。”

“画像石墓是一种墓制，流行于武
帝之后”，主要由中等财力者建造，画
像石上雕刻的孝子内容，具有明确的

“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目的性。焦
作市域内发现的金墓邹複画像石墓，
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金代时期的焦
作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准。

考古学者宫大中、宫万松所著的
《焦作金墓孝子画像与中国孝道》中
称，“早在1973年发现的焦作金墓邹
複画像石墓……它的复原面世，加之
洛阳出土的北魏、北宋墓壁雕砖、石棺
孝子故事画像，是新近出版的谢宝耿
著《中国孝道精华》一书最精彩的图
释”。他们对《金代邹複画像石墓线刻
画像石》的文物研究结论，更是将怀川
地区武陟县小董村的董永故事流传
史，提前到了公元1199年的金代时
期，这是山东、山西、湖北等所谓的“董
永故事”所不及的。

1973 年，在焦作市北郊发现的
“老万庄金代壁画墓”，四壁均有壁画，
各绘有侍者、侍女。在焦作市西发现
的“西冯封金代雕砖墓”，出土有杂剧
砖俑。在焦作市西发现的“新李封古
墓”，还掘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
彩绘陶俑。1981年，“金代散乐图画
像石棺”在焦作市山阳区史平陵村出
土，“石棺除刻散乐图之外，还有二十
四孝图，均为阴线刻，线条流畅，造型
逼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2.宋代白庄彩绘“孝子图”的考古
发现

2008年5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
在清理发掘马村区白庄村一座宋代仿
木结构六角形砖室墓时，发现6方拱眼
壁彩绘线画“孝子图”（现存于焦作市博
物馆），每方图上用墨线绘制有两个孝
子故事画像。《白庄宋代壁画墓发掘简
报》称，“孝子图”包括二十四孝中的董
永卖身、曾参问母、陆绩怀橘、郭巨埋儿
等12个孝子故事。“东北壁拱眼壁绘壁
画，有董永卖身葬父图，画中右边绘一
少妇，身披开领长衫，双手袖于胸前，立
于云端，眼望下方；左侧下方绘一男子，
着窄袖长衫，腰束带，双手拱于胸前，眼
望云端女子。女子左侧墨书董永卖身，
此壁画应为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此
董永卖身葬父图，在《焦作文化大典·文
物典》（2018年8月，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被描述为“董永典身”“画面绘一少
妇，身着开襟服，立于云端之上；右下方
绘一男子抱一孩童”。《白庄宋代壁画墓
发掘简报》认为，焦作白庄壁画墓应为
金人入侵中原时期的宋代墓葬，不早于
北宋中期，且“焦作白庄宋代壁画墓的
壁画，仅选取二十四孝故事中的12幅

‘孝子图’，在焦作地区发现的宋金壁画
墓中为第一次发现，白庄宋代壁画墓的
壁画线条流畅，人物形象生动，表现出
了较高的绘画艺术”。

著名考古专家成文光所著的《焦
作白庄北宋壁画墓图像考论》中称，

“焦作白庄北宋壁画墓……其特有的
丧葬图式，展现出中原北宋民间墓葬
绘画与雕刻的艺术风貌,同时向我们
表达了深邃而复杂的丧葬观念和信
仰,体现出宋代民间对孝道思想的理
解”。“由于画像石以汉代墓葬出土为
大宗，故而汉代画像石被称为我国画
像石的主体。但焦作地区所出土的画
像石，在时间上主要是汉代以后；在内
容上，则表现出了多样性”，对于考古
工作者和学术研究人员而言，石墓线
刻画像石的价值，远胜于地表发现的
碑碣，更为宝贵的是焦作地区出土的
这块“金朝石墓线刻画像石”上，雕刻
有“董永”两字，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3.北宋麻底沟二十四孝线刻图的
考古发现

“焦作市中站区龙洞街道
麻底沟村东的石室墓中，出土
了6块石刻北宋二十
四孝线刻图，内容与
通行的二十
四孝略有不
同，但有怀

川的董永典身、丁兰刻木、杨香打虎、
郭巨埋儿、王祥卧冰，雕刻为阳刻，人
物栩栩如生”。考古专家且对“孝子
图”有评，认为“孝子故事是封建伦理
道德观念的反映，早在汉魏时期就已
流传，历代有所添加或取舍，宋金时期
更为广泛流行，而且趋于定型。以此
为题材做壁画内容的有焦作市中站区
麻地沟宋墓石刻二十四孝”。

北宋二十四孝线刻图内含董永卖
身画图，将武陟县“小董故事”流传史提
前到北宋（960年~1127年），“为研究我
国古代二十四孝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4.金代武陟县小董村雕砖墓的考
古发现

墓室砖雕是北宋仿木建筑砖雕墓
流行后兴起的一项工艺技术。汉代的
砖墓虽然已经普及，但画像砖的制法主
要是在泥胚上模压图案烧制而成的。

1975年4月，河南省考古工作者
在武陟县小董公社小董村北，发现一
座用小灰砖砌筑的八角形仿木结构单
室墓雕砖墓。“在淤泥中，还清理出一
块长30.5厘米、宽15.5厘米、厚4.7厘
米的字砖。砖正面墨书文字模糊，无
一完整字形，侧面文字残留部分较清
晰，似为契丹小字”。专家推断“此墓
可能是一座金代中期墓葬”。

自古小董出名医。小董名医则以
古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为代表。在全
国各地的董永传说里，董永只是孝子
的杰出代表，而武陟县小董村还传说
董永是良医。武陟县民间多有口传：

七仙女将她自天宫带来的仙
草籽、药材种子，在怀川大地
广为种植，造就了今日的焦作

“四大怀药”。小董
村孝子董永，被封

为“ 孝
廉 ”后 ，
则 以 七

仙女种植的中药材为百姓疗疾，成为
远近闻名的名医董大夫。依据武陟县
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考证、研判，小董村
北金墓发现的雕砖画、字砖内容，似不
外于董永疗疾。

5.餐饮习俗与象形文字的旁证
武陟县小董坊间有传，董永在卖

身葬父后，为推磨磨面的“磨道驴”，所
磨之面当为小麦。焦作市武陟县历来
就是中国北方小麦主产区，唯有小麦
才可以磨成面粉。江苏、湖北、浙江等
地的“董永故事”，属于大米主产区，大
米是极少需要推磨加工的。

董永之“永”字，为象形字，小篆字
形，本义水流长，像水流曲曲折折的样
子。董永之“永”字，代表董永生于河
流之畔或多水的沼泽之地。武陟县小
董本就紧临沁河，且多有沼泽、池塘。
近几十年，这些沼泽、湿地才干涸为
地，以供农业种植。

“董永故事”辨析

西汉末年，卖身葬父的董永，是古
时民间孝道典范二十四孝之一。

他的故里，究竟在哪里？是在河
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小董村？还是山西
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湖北省孝感
市、江苏省金坛市、山东省博兴县、江
苏省丹阳市之一的某个地方？

在“董永故事”之争愈演愈烈的背
景下，“董永故事”花落谁家，目前虽然
尚难定论，但就现时面世的诸多关于
董永、“董永故事”的考古发现、历史文
献、文物资料、学者著述、地方史志来
讲，“董永故事”武陟说之外的山西、江
苏、湖北、山东等地的“董永故事”，大
多以明清以降的地方史志为佐证，以
历史并不久远的遗迹、遗址、纪念地和
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为依据，以及编
写的出版物自证“董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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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行山一带革命烽火的主
要策源地，焦作市红色资源丰富，6
个县（市）均被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为
革命老区，有52个乡镇为红色老区，
有9个县（市、区）被划入首批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晋冀豫片区。几年来，我
市创新实施红色资源旅游访问点项
目，围绕红色历史、黄河文化等，筛选
了50个红色资源旅游访问点，形成
了3条主题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和十
几条精品线路，制作了河南省首个手
绘红色资源旅游访问点导览图向全
市免费发放，将我市的红色资源推向
省内外旅游市场。西滑封村和十二
会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牛角沟村因山沟形似牛角而得
名。1929年6月29日，在中共四川
省委直接领导下，四川江防军第七混
成旅代旅长旷继勋率部4000余名官
兵在牛角沟发动震惊全川的蓬溪起
义，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
大旗，建立了西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权——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2021年4月，在红四军、红二十
五军首任军长、革命先烈旷继勋的
外孙谭林和《河南日报》原高级记
者、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里
罗城村“名誉村长”王天定老师的推
动下，四川省牛角沟村与河南省里
罗城村结成“红色友好村”。

经过两年多的互动交流，2023
年5月16日，在王天定的“大中原·
红河南”大型纪实摄影展开展当天，
首届中国红村经济发展交流活动在
里罗城乡学院隆重举行，河南省人
民政府原省长助理、河南省旅游发
展促进会会长卢大伟为大家授旗，
河南日报社原总编辑王亚明出席并
讲话。

经王天定牵线搭桥，西滑封村
和十二会村参加了今年的红色村庄
发展交流活动，分别介绍了焦作利
用红色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受到参加活动代表的好评。

西滑封村依托全国首批时代先
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滑封
村原党总支书记王在富，修建了西
滑封展览馆，成立了党员干部培训

基地。基地本着立足焦作、服务河
南、影响周边、影响全国的理念，面
向全国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参
观学习，全方位展现一个“糠包村”
演变成全国文明村的历史变迁。

近年来，十二会村着力打好“三
张牌”，推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一是打好红绿资源牌，发展乡
村旅游。十二会村依托太行区第四
专区及焦作市党政军机关旧址，修
复红色旧址，增强红色资源的可看
性、可读性；打造了以休闲体验、生
态采摘为特色的生态果园，从卖“产
品”向卖“体验”、卖“风景”拓展。
2023年，该村累计接待、服务游客4
万余人次。二是打好“双绑”机制
牌，实现强村富民。采取集体领办、
村民入股方式，成立了十二会红色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建 立 起 村 民

“绑定”文化传播公司、文化传播公
司“绑定”市南水北调发展有限公司
的“双绑”机制。通过发挥“双绑”机
制带富效应，十二会村集体年年有
收益，村民人人有分红，有效促进了
村集体稳定增收、村民可持续致
富。三是打好基础设施牌，提升服
务水平。建设了十二会村游客中
心，内有党建会议室，会议室设备齐
全，为党员教育、研学授课提供完备
的基础设施。

参加活动的红村代表们表示，
将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
宗旨，积极传承红色精神，争当新时
代红色传人，努力推动红色资源转
化为红色经济、美丽生态催生美好
生活。

图① 西滑封村矗立有一座大
型雕塑：波翻浪涌中，小船挺潮头，
艄公把长撸，力挽狂澜，遨游商海
中。 王天定 摄

图② 航拍西滑封村。
王天定 摄

图③ 十二会村打造红色旅游
的同时打造休闲游。

李天强 摄
图④ 红色十二会，焦作西柏

坡。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本报记者 王龙卿

近日，我市武陟县西滑封、中站区
十二会村以及当年红军过草地的第一个村
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镇斑佑村和黄
继光的老家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继光镇继
光村等应邀来到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大石
镇牛角沟村，交流乡村利用红色资源振兴
的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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