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沙一一白沙水库浸记

杨少敏

自禹州市区沿许(昌)洛(阳)公路向西北行走约 27

公里，公路南北出现了两大自然村落，这就是禹州西北重

镇，古老悠久的白沙村。

白沙村(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就是阳

霍(今禹州市)西北边障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后历代建制

沿革及名称虽然有所变化，但它做为禹州西北经济文化

中心的地位却一直没变。明嘉靖十一年(1532 年) ，知州

刘魁在白沙创建白沙书院，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 ，清政

府在白沙设立驿站(古代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

马匹或休息、住宿的地方) ，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 ，白沙

镇归钧阳里管辖，是昔日钧阳里的治所所在地。乾隆年

间，清政府在白沙设城守营防汛地。民国时，白沙因兵扰

匪劫，逐渐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白沙的社会经

济文化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随着河南省大型水库一一

白沙水库的修建，白沙重现昔日的辉煌。



白沙水库

白沙水库位于禹州市西北与登封市的交界处，因水

库与白沙村相毗邻而得名。发源于少室山的颜河，自登

封群山之中蜿蜒东去，出逍遥岭经白沙横贯禹州全境。

自古以来，扳河既孕育了禹州古老灿烂的华夏文明，也曾

疯狂地吞噬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 1951 年，河南省人民

政府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的号召下，由

国家投资，省政府牵头组织禹县、叶县、鲁山、登封、密县

等 14 个县的民工 10 多万人兴建白沙水库， 1951 年 3 月

破土动工，历时两年多，水库于 1953 年 8 月开始拦洪蓄 ·

水。 1956 年又进行了扩建改造，才形成今日水库的规模。

白沙水库是解放后河南省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是一

以防洪为主、兼兴水利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白沙水库

库容为 8000 万立方米，可调节库容 2.95 亿立方米，控制

上游径流面积 985 平方公里，可拦蓄顾河止游蚊河、石中

河、四里河等支流水源，使其不能形成洪峰，对下游构成

威胁。水库建成以后，先后修建了南干渠、北干渠、东干

渠和新北干渠四条干渠。灌区面积达 600 平方公里，形

成了 30 万亩的高效丰产田，极大地促进了禹州农业经济

的发展。同时水库的建成，也为发展水产养殖业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水库共有水面 19 平方公里，其中可养殖水

产面积 10 平方公里，年产鲜鱼 150 万尾。



白沙水库，不仅是河南省屈指可数的大型水利枢纽

工程，而且还成为禹州一大自然景观。白沙水库大坝全

长 1316 米，坝高 47.88 米，坝顶宽 6.6 米的台阶式大坝，

西接逍遥岭，东抵二龙山，像一条巨龙横卧于颜河河谷

中。站在坝顶极目远跳，一座巨大的人工湖便呈现在人

们眼前，烟波浩蒜，水天一色。几叶扁舟驰过，荡漾起道

道波纹。 远山倒映在水中，似隐似现，令人心旷神怡。 水

库周围的山坡上是一望无际的果树林，春来花团锦簇，金

秋果实累累。库区山水浑然一体，相映成趣，俨然是一幅

巧夺天工的水墨画。

义勇武安王大殿

义勇武安王大殿，位于白沙村西。它原为西汉将军

灌夫为其父灌何所建的祭殿。 据史籍记载，灌夫为西汉

颜阴(今许昌)人，七国之乱时，他和他的父亲都从了军。

七国之乱平息后，灌夫因功高而被朝延加封为中郎将，后

又被封为武安侯，封地在顿川郡一带(额川郡的郡府在阳

翠) ，(汉书》中说他"好任使，交结奸猾，在颜川行为横怠，

侵夺百姓"有的史料说他喜任侠，家财钱数千万，食客日

数逾百人，横暴顿J" 。 汉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 131 年) , 

灌夫因使酒骂坐而得罪ZIS相田扮，被弹劫为不敬，全族被

诛。 对灌氏深恶痛绝的是页川百姓，将殿中灌氏塑像神位

拆毁砸烂。 三国以后，这里开始祭拜蜀汉的名将关羽俨



人们先后在殿内塑造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

虎将塑像，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五虎庙"。因关羽被历代

统治阶级奉为忠臣楷模，又曾被后代的统治者追封为义

勇武安王，所以此殿被易名为义勇武安王大殿。该殿曾

多次遭战火毁坏。 据记载，元朝至正九年(1349 年) ，重建

此殿。明洪武十九年 (1386 年)重修，明英宗正统八年

(1443 年)又重建该殿。 解放后，省文化厅也曾几次拨款

对此殿进行维修俨

义勇武安王大殿面阔和进深皆为三间，面阔 9 米，进

深 11 米，属九脊歇山式建筑。 木制斗拱结构，雕工精细，

式样奇特。 殿脊为绿色琉璃瓦，脊瓦上有两条由东、西两

端倾向中心的盘龙。 脊鸥、俄脊及垂脊皆为绿色轴件。

俄脊和垂脊上相对匀称地装置有仙人、兽件等。 从整个

殿顶看去，此殿显得庄重大方，布局合理匀称，仙人及兽

件造型生动，构思巧妙。

义勇武安王大殿，在屋脊殿式、瓦件选配、屋架梁模、

斗拱结构式样等方面，还保留着明代的建筑风格，因而它

为研究明代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是禹州市目前

唯一的一座保留完整的明代建筑物。 1963 年，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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