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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有一座古老的庙院，它就是坐落在太室山东南麓黄

盖峰下的中岳庙。中岳庙四周群山环抱，景色秀丽。庙内古

木参天，建筑精美，所以历来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中原之

旅必到之处。 中岳庙的庙会兴于何时，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不

清楚，他们只知道是从老辈子那里传下的规矩。每到春季农

历三月初十和秋季十月初，传统的古庙会就拉开了序幕。会

期长达10天，庙会活动丰富多彩。热闹非凡，人群摩肩接踵

，似水如潮。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

大娘很引人注目。她们的肩上和手提的篮子里搭满一缕缕鲜

艳多彩的红头绳。她们时而分散在中岳庙的大门外，时而穿

梭在拥挤的人群之中。人们从她们面前走过时，总是随手递

上一两角钱，接过老人手里的一缕红绳，漫步向中岳庙的纵

深处走去。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妇女，她们向老人讨要红绳时

，总是脸上腾起红云，羞怯地把红绳往腰间一塞，行动极为

迅速，很快便隐入拥挤的人群中。 原来，这是流行在当地的

一种求子习俗，人们俗称为“拴娃娃”。凡婚后不孕的妇女

，大多都要在庙会期间参加这项活动。娃娃，是一种用黄泥

捏成的泥人，捏好晒干后涂上色彩。这种泥娃娃并不是谁都

可以卖的，人们认为，只有从庙里道人手中拴回的娃娃才最

灵验。因为娃娃需要拴回家，所以，红头绳自然而然地就承

担了拴的职责。拴的地点，一般都在中岳庙后院的崇圣门周

围和寝殿里。寝殿内供奉着“天中王”和“天灵妃”的塑像



。“天中王”，人们称他为“嵩岳大帝”，是主管嵩山一带

的大神，人们都很尊敬他。传说有一年武则天到嵩山游玩，

看嵩岳大帝独自一人非常可怜，便给他封了一个妃子叫“天

灵妃”。老百姓嫌“天灵妃”拗口，都习惯称她为“嵩岳娘

娘”。据说嵩岳娘娘心地善良，很同情人们的疾苦，凡没有

儿女的人向她求援，她都会慷慨地满足人们的要求。 求子的

人在嵩岳大帝和嵩岳娘娘的塑像前燃香叩头，把红头绳递给

道人。想要男孩的，需事先向道人说明。想要女孩的，也要

在红头绳拴上之前，把自己的想法解释清楚。如果想要个双

胞胎，道人会把一个男孩和一个孩背靠背地拴在一起。妇女

们接过娃娃后，将娃娃揣在怀里，抱回家中，放在床头上或

苇席下。不管此法是否灵验，她们求子抱回泥娃娃后，心理

上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安慰。如果如愿以偿，她们生下孩

子后，还要在孩子周岁时到中岳庙里向嵩岳娘娘还愿。做了

妈妈的妇女，还愿时总是大手大脚。当初抱嵩岳娘娘一个娃

娃，还愿时一般都要送回十个。她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

达自己的心情，这也是对嵩岳娘娘施子之恩的一种报答方式

。 在中岳庙众多的文物古迹中，站立在崇圣门东侧的四尊铁

人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铁人分别立于神库四周，为镇库铁人

，系宋代治平元年铸造。铁人身高3米多，握拳振臂，怒目挺

胸，形象高大威武。这是我国现存形体最大、保存最好的四

个“守库铁人”，人们也称他们为“镇庙铁人”。围绕着这

四个铁人，当地流传有许多传说和风俗。一位在登封生活多

年的老人介绍说，很早以前，这铁人是八个，一边四个，分

立在东西两个神库的四周。北宋末年的时候。金兵南侵，民

族英雄岳飞率领爱国将士转战在黄河南北两岸。后来，抗金



浪潮波及到嵩山，中岳庙的铁人摩拳擦掌，义愤填膺。一天

晚上，他们乔装打扮，偷偷来到黄河岸边。谁知摆渡的小船

只能坐下四个人，于是只好四个人先过，另外四个铁人在岸

边等候。等摆渡的小船返回载后四个铁人时，天色已经大亮

，中岳庙的道主派人找到黄河岸边，把没有过河的四个铁人

强拉硬扯绑了回来。所以，至今站立在东边神库周围的四个

铁人还是一副怒目而视、壮志未酬的神态。 当地的老百姓受

传说的影响，对铁人充满了崇敬之情，孩子周岁时，当地人

要到中岳庙的铁人前举行挂锁仪式。挂锁前，家人把事先准

备好的铜锁或银锁先挂在铁人的臂膀上，然后让孩子焚香磕

头。待锁从铁人身上取下，挂到孩子的脖子上时，就意味着

锁是铁人送给孩子的礼物，孩子将受到铁人的保护，以后就

会平安健康。 除了挂锁之外，当地人来到中岳庙的铁人前，

总要有目的地抚摩一阵。据说人身体的哪个部位疼痛不适，

只要摸摸铁人与自己相同的部位，这样，自己的病痛就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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