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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年除夕接完神后，家家户户都要去大

庙烧香敬纸，祈愿一年国泰民安、五谷丰

登。大殿外檐横梁下吊着一口大钟，等人

们烧香敬纸完毕，年轻人就拿着大木槌猛

敲大钟，钟声如磬，响彻狮子沟和平顶山

每一个沟沟岔岔，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查阅历史资料便知，关帝庙的关帝

是从《三国演义》中走出来的关羽，他

是一位忠义志士，后来被反复演绎并逐步

将他推向了神明的位置。最早记载的关帝

庙，是湖北当阳玉泉山麓中的关陵。后到

宋元时期，随着皇帝加封给关公的名号越

来越长，关帝庙的兴建就如火如荼，大大

小小的关帝庙就遍布了全国。

据村内有有识之士推测，狮子沟修

建的关帝庙应该是在1931年，它的前身就

位于狮子塔。民国十九年（1930年）遭遇

的大雨把狮子塔上原有土木结构的庙宇淋

坏，又受到山洪的威胁，当地村民或富户

又重新选址修建的。按照老年人的传说，

在狮子塔发现过房屋的石头基础，应该

是准确的。至于狮子塔上的庙宇是建于何

年，何人所建，老一辈也没有口口相传，

更无文字资料可查。也有有识之士分析，

石狮子应该在大庙之前就存在的，如果在

后，那么狮子沟有可能就不叫狮子沟了，

那就可能叫成大庙沟或大庙村了。

笔者走访了狮子沟的老人，形成的

共识是：狮子沟大多数的住户是从山西

和内蒙古的清水河过来的，年代大约在

“走西口”以后。“咸丰整五年，山西省

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受苦的人真可

怜……”从《走西口》唱词中可以知晓，

因为山西遭了年景，老百姓为了活命，只

能背井离乡来北方开垦荒地，最早以“雁

行客”的耕作方式耕种，每年三月三来，

九月九回去，后来逐渐定居下来。这个移

民的规模，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大的，因此

在各地的史料中都有记载。

据老一辈人推测“雁行客”定居狮

子沟的年份应该在1900—1920年间。最

早来狮子沟定居的应该是赵仁义（赵长命

的爷爷），杨发在现在的西盛村盖的房应

该是最早的建筑，但当时也没有这个村

名，只有“前壕子”和“后壕子”这样的

称谓。后来从山西迁移的户数逐渐多了起

来，至今依然在狮子沟东坡、石家阳坡后

坡、大井队东圪旦坡、九亩阳湾南圪旦

坡、马窑沟、白家湾等地有最早依照地势

修建和居住过的土打窑，这些窑洞都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窗口向阳，冬暖夏凉。

以此考证推测，狮子塔上的庙宇应

该在1920年前后有人定居后修建的。庙宇

应该是土木结构，木材应该是南山上的桦

木。这样的建筑在当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建筑，因为当地人们都还住在土窑洞里。

2003年，狮子沟在修路的时候，人

们在狮子塔上发现了东西走向的石头基

础。有心人还用铁锹顺着基础方向铲了一

段，发现基础并不宽，在狮子塔上石狮子

位置的西北方，但在基础附近的泥土里，

并没有发现断砖残瓦。我们从石头基础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