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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砖瓦建筑， 墙体都是砖与砖相互咬

茬， 而禹王阁的后檐墙和两山互不衔接， 独自向

上，故称“齐缝墙”。 专家认为，这种“齐缝墙”实际

上是现代建筑概念中的“沉降收缩缝”，的确具有

防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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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观的皇家渊源

【缘起】

坐落在焦作武陟县东南

10

多公里处黄河岸边的嘉应观，为

黄河流域所修建的最大河神庙，

其布局类似故宫，因此有 “黄河

上的小故宫”之称。这座嘉应观自

雍正年间建成后， 它经历了怎样

的命运？现状如何？隐藏着怎样的

皇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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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

1721

年）九月，时任

左副都御史的牛钮来到武陟秦家场，

望着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压力倍增。

一个月前，黄河从这里决口，洪水

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

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震惊朝

野。

武陟历来是黄河险工段， 这要从

这里的地势说起。中国地势西高东低，

成阶梯状分布， 黄河的各个支流在平

均海拔为

1000~2000

米的黄土高原汇

合后， 在武陟县进入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下的华北平原。泥沙俱下，河床逐

渐增高，黄河在华北平原形成“地上悬

河”，武陟县嘉应观乡便是“地上悬河”

的起点， 再加上黄河最后一条大的支

流沁河在此流入黄河， 导致此地水势

异常复杂。 历史上， 这里曾决口上百

次。

望着滔滔的黄河水， 牛钮的治理

方案是：第一，在黄河南岸的滩区和邙

山脚下开挖引河，分流河水；第二，堵

住秦家场决口；第三，修筑大坝，将沁

河口限制在姚旗营与草亭之间。

牛钮上报康熙时， 也只有引河堵

口工程得到康熙的批准， 建坝方案搁

浅。

堵口工程完工后，黄河回归故道。

但没多久，黄河又在此处决口。雍正登

基后， 立即任命一贯支持牛钮治河方

案的齐苏勒为河道总督，修坝。

雍正元年秋汛时，刚修成的大坝经

受住了黄河、沁河的考验，直至今日，

再无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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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倒春寒”带来的雨水刚停。记者慕名

来到武陟县城东南

10

多公里的嘉应观，随着三五成

群的游客走进嘉应观。

进了嘉应观山门， 迎面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亭

子。 亭的造型精致独特， 伞形圆顶覆盖着黄色琉璃

瓦。导游陈利花说：“这就是御碑亭，亭盖很像清朝皇

帝的帽子。 ”

雍正当年一边堵口筑坝，一边建造嘉应观。 把“皇

冠”建在黄河最危险的地方，说明了雍正当时治理武陟

水患的决心！

不但是亭盖像皇冠， 嘉应观在当地素有 “小故

宫”的别称，它具备宫殿的样式，雍正当年派御匠调

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

5

个省的民工，按照故

宫的样式建造，尤其是中大殿（正殿），神似故宫太和

殿的微缩版。

据嘉应观内庙产碑上记载： 嘉应观原有南北两

个大院， 总面积是八顷九十一亩一分八厘五毫一丝

七忽（一顷为

100

亩），其中殿、亭、楼、阁共

300

余

间，耗费了雍正

288

万两白银，占了当时国库白银的

三分之一。

雍正为何会舍得花这么多钱修建一座龙王庙

呢？

雍正是比较务实的，说难听一点，是一个抠门儿

的皇帝， 他难道相信一座龙王庙就能镇住泛滥的黄

河水？

武陟县原文联副主席王小片介绍， 修龙王庙与

修坝是同时进行的。修龙王庙由齐苏勒负责，而修坝

则由嵇曾筠协助牛钮进行。 这在《清宫秘档 雍正年

奏折》中有据可查。

从信仰上来说，嘉应观供奉的是道教神像，而满洲

贵族信仰的则是佛教，雍正皇帝更自称为佛门弟子中

的“大掌门”，修嘉应观实际上是与他的信仰相悖的。

修建这样一座庙，有人认为，雍正是有良苦用心

的：作为被风传靠“夺位”登基的皇帝，他需要更多的

政治资本来巩固自己

的帝位。登基之前，他

受康熙之托负责武陟

治河成功了。 他建嘉

应观的目的， 是通过

嘉应观向世人展示他

的治河功劳。 雍正五

年黄河水清

2000

里，

持续

26

天 ， 天降祥

瑞，雍正撰写《圣世河

清普天同庆谕》，写下

《告河神祭文》， 还派

人到嘉应观立 “黄河

水清碑”，显示其即位

是人神共许。

“明修长城、清修

庙”

,

爱新觉罗氏善于

用修庙的方式与其他

民族 “套近乎 ”，雍正

似乎也有意通过嘉应

观昭示天下： 大禹以

河工王天下， 作为少

数民族的他们， 也同

样可以做到， 这成为

大清可以做 “华夏之

主”的理论根据之一。

雍

正

修

御

坝

保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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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

门

儿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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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兴

土

木

武陟嘉应观

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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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殿的天花板上有

65

幅龙凤图，是非常纯

粹的满族文化风格，又因该殿不结蜘蛛网，不落灰

尘，称“无尘殿”。 民间传说殿内藏有“避尘珠”，据

说是殿内所用木材为香樟木，具有防鸟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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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殿内“皇叔”牛钮的塑像，治河的牛钮与

顺治帝的长子是否为一人，是历史谜团。这一谜团

也是嘉应观的魅力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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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观钟楼上的大铜钟，系雍正初年造。钟脚

上八卦图特点是：乾坤并列于北方，直至北京。 坎

置东南方，直至黄河常决口的詹家店、魏庄、马营。

钟脚八卦定音，依次敲击，会发出高低强弱八种声

音。这一奇特的八卦图案和一口有八个音节的钟，

在全国也是仅此独有。

现存的武陟嘉应观北院全貌。 （图片由嘉应观景区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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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导游的引导下， 来到嘉

应观的主殿———中大殿。

一进店，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清

朝皇帝模样的塑像正襟危坐， 两旁

供奉的是历史上四个治河功臣 ：宋

代的谢绪，明代的黄守财，清代的栗

毓美、朱之锡。

导游告诉记者， 中间形似皇帝

的人物便是治河的牛钮。

出生在嘉应观乡御坝村的王小

片，先祖为筑坝的河兵，他从小就在

村中听过传说， 嘉应观的第一位道

长是“皇道长”，为雍正的皇叔牛钮。

雍正是否有一个叫牛钮的皇

叔？ 王小片通过查《清史稿》发现确

有其人，《皇子世表》中，有“牛钮，世

祖第一子，早卒”语。 这位叫牛钮的

皇子生于 顺治八年

(1651

年

)

农历十

一月初一 ，活了

83

天。 这个皇叔牛

钮与治河的牛钮是否为同一个人

呢？

王小片说，查遍《清史稿》，他也

没有发现顺治皇子牛钮与治河的左

副都御史牛钮联系在一起的文字 ，

但有一些疑点似乎能够推测， 这两

个人有可能是一个人。

治河的牛钮， 在武陟河工中功

劳不小，但在《清史稿》中，其他参与

治河的朝廷大员均有传记， 唯独没

有他的传记。

王小片猜想， 治河的牛钮也许

就是皇子牛钮， 其是顺治与宫女巴

氏所生的第一个皇子， 在宫廷斗争

中，母子被赶出宫。 而皇子出宫，称

“夭折”成为惯例。 出宫的皇子有可

能流落到武陟， 在康熙老年时帮助

治河，雍正即位后，就建了故宫模样

的嘉应观，为其最终归宿处。

至于嘉应观的第一位道长是否

像民间传说的那样， 为雍正皇叔牛

钮则无法考证。

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 》中 ，

除了顺治早死的皇长子牛钮外 ，还

有四处提到牛钮， 其中三处讲的是

治河的牛钮， 这个牛钮为满洲正白

旗人，姓他塔喇，生年不详，卒于乾

隆二年七月。

据介绍， 他塔喇牛钮是以八旗

官学生补工部笔帖式， 开始进入仕

途。 在康熙三十八年和五十年北运

河两次发洪水时，得到康熙重用；并

在康熙五十九年擢左副都御史 ，此

后来到武陟治河；雍正七年三月，曾

被告发在监修武清县 （现天津武清

区）筐儿港堤工时向人索贿，遭到雍

正革职。

2003

年，在修葺嘉应观时，工作

人员在中大殿为治河的牛钮加修了

一座皇帝模样的塑像。 对于此事，王

小片说：“我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 ”

治

河

能

臣

是

否

雍

正

皇

叔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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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正在参观嘉应观内的御碑亭，伞

形亭顶覆盖着黄色琉璃瓦， 神似清朝皇帝

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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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铜碑高

4.3

米、宽

0.95

米、厚

0.24

米，碑

头为三条青龙环绕“御制”篆刻，底座为独角兽

,

碑

文由雍正皇帝亲笔撰文，制作精致，称得上是中华

第一铜碑，堪称国宝。

黄河落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