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县城西21公里，北龙兴寺以东1.5公里处的石

河（古养水）南岸，有一较大型村落大店头村，古称仆射

（ye）店，创建于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它是北

宋宰相富弼以左仆射判汝州时，赈灾救灾、安辑流民善举

遗留下来的古迹。此村以富郑公弼之官名“仆射”而得

名，传递着北宋宰相富弼的忧民情怀。

《宋史》卷三百十七，列传七十二《富弼传》云：“富弼，

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

之……举茂才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除盐

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

纠察……进弼枢密直学士，遂为使……以增岁币而拒绝

向契丹割地。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复拜枢密副

使，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郑州，岁余移青州，兼京东路安

抚使。赈济灾民，全活五十余万人。迁大学士，徙知郑、

蔡、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

二年（1055）诏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

佑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弼为相。

嘉佑六年以母忧去。英宗立诏为枢密使，居二年以足疾

求解。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

国公，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徙判汝州。明年

二月（1069）诏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以左仆

射（ye）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左丞相）。王安石用事，雅不

与弼合，弼度不能争，称疾求退章数十上。拜武宁节度

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乃以仆射判

汝州。弼言新法臣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帝许

之，遂请老，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元丰六年

（1083）八月薨，年八十。”

历史评价宋朝宰相富弼为忠君爱国、亲民爱民的贤

相。

一、地方志书有关富弼的记载
地方志书《汝州志》及《宝丰县志》关于宋朝宰相富

弼多有记载，兹录如下：

1.明正德元年（1506）王雄主修《汝州志》

《古迹志·郑公堂》：宋富弼尝封郑公，两偃藩于汝，

民思之，后守为建此堂，刻公诗于石，有“己叹朱轮无善

状，更惭华构是虚声”之句，堂废。

卷四《名贤祠》文忠公富弼：河南人，以宰相出判汝州。

卷五《名宦志》宋·富弼：河南人，熙宁初出判汝州。

上言新法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百姓去思甚

切。遂以司空致仕，进封韩国公卒，贈太尉，谥文忠。

2.明万历《汝州志》（万历二十四年（1596）方应选主编）

《古迹志·郑公堂》：宋·富弼尝封郑（国）公，两偃藩于

汝，民思之，后守为建此堂，刻公诗于石，有“己叹朱轮无

善状，更惭华构是虚声”之句，堂废。

《官师志》宋·富弼，河南人，熙宁初判汝州。上言新

法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百姓去思甚切。拜丞

相，后以司空致仕，进封韩国公，卒贈太尉，谥文忠。

3.清康熙二年知州金先声主修《汝州全志》：

卷二·《镇店集市》宝丰县：大店头。

卷四·《名宦志》宋·富弼，两偃藩于汝，封郑公。河南

人，民思之，为建郑公堂。

卷六·《古迹志》郑公堂：宋富弼尝两偃藩于汝，民思

之，为建此堂。

4.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道光二十年知州白明义

主修）：

《古迹志》宝丰县仆射店：城西五十里，宋富郑公判汝

州，安集流民于此，因以得名。

卷二·《职官志》汝州：富弼，河南(洛阳)人，熙宁初出

判汝州，详《名宦》。

卷三·《名宦志》汝州：宋，富弼，河南人，熙宁初出判

汝州，上言新法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百姓去思

甚切，后以司空致仕，赠太尉·谥文忠，汝人建郑公堂。

卷九·《古迹志》汝州：郑公堂：宋，富郑公弼知汝州，植

楸数百本于后圃，后人思其德建堂于楸林，见《韵语阳秋》。

《古迹志》宝丰县青岭镇：《宋史·食货志》：提辖京西

阬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即此。

兴宝镇：宋宣和二年（1120）《敕改宝丰县碑》：龙兴在

郏城县西南，管安乐，永仁二乡并青岭，近因宝货兴发蒙

朝廷赐名兴宝镇。

5.清乾隆八年（1743）知县马格主修《宝丰县志》

《古迹志》仆射（ye）店：即邑西五十里店头也。宋·富

郑公以仆射判汝州，安辑流民于此，后人因以其官名店。

安集流民详公奏疏云牒，通判张恂界，诸县一一相度。则

当时安集地诸县应皆有之，即在邑亦或不止此。然即此

而邑之光荣大矣！昔公使不测之虏通好南北，奠安社稷

而口不言功。至知青州活饥民五十余万，则以为贤于中

书令二十四考，今观汝之治其全活亦多矣！地以人著，千

古芬芳，怀风爱而载遗贤来轸之师，不在斯人與！

6.清嘉庆二年（1797）知县陆蓉主修《宝丰县志》卷八

《古迹志》仆射店：《马志》：即邑西五十里店头也。宋·富郑

公以仆射判汝州，安辑流民于此，后人因以其官名店。安集

流民详公奏疏云牒通判张恂，州界诸县一一相度，则当时安

集地诸县应皆有之，即邑亦设不止此，而邑之荣光大矣！

7.清道光十七年（1837）知县李仿梧主修《宝丰县志》

卷三《舆地志（下）古迹》仆射店：《马志》云：即邑西五十里

店头也。宋富郑公以仆射判汝州，安集流民于此，后人因

以其官名店。安集流民详公奏疏云，牒通判张恂，州界诸

县一一相度，即当时安集地，诸县应皆有之，即在邑亦或

不止此，然即此邑之荣光大矣！

8.1995年新编《宝丰县地名志》第二编《政区、聚落地

名编》第149页前营乡，大店头：在县城西北21公里，乡政

府驻地3.5公里，北邻石河。据清嘉庆《宝丰县志》载：北

宋时富弼以仆射兼知汝州，曾设店赈济并安置流民于此，

始称仆射店。明清时宛洛大道经此，村人依道开店，因能

供人、畜食宿，且居众店之首，故名。该自然村包括店西、

店东、店南三个村委会，有 13 个村民组，1014 户，4174

人。聚落东西长，面积42万平方米。东西、南北主街各

一条呈十字相交。有小学三所、联中一所，农历二月初

十、四月十五有会。

二、富弼是忠君爱国、忧民爱民的贤相
范仲淹《岳阳楼记》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

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

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和富弼皆是此誓言的践行者。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宰相富弼与参政知事范仲

淹推行新政失败被贬，范仲淹出知邠州、邓州、杭州，写下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富弼判知郓州，移青州，兼京东路

安抚使。在出知青州期间，适逢河北大水灾，农田淹没，

屋庐倒塌，农民无家可归，民不聊生。有六十余万灾民流

向青州。为青州当局带来巨大压力。富弼在灾荒面前不

退缩，勇于担当，千方百计，全力组织赈灾救灾，安集流

民，解决吃住，全活灾民五十余万众，受到朝廷嘉奖和人

民的拥戴。《宋史》列传七十二《富弼传》详记这一善举：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栗，益以官廪，得公

私庐舍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

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

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飯糗慰

籍，出于致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可资以生者，听流

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

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

在中国历史上，由水旱灾害而酿成社会动乱，危及政

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北宋的宋江、方腊起义就是实例，犹

如宋仁宗庆历年间河朔大水，60余万流民无家可归，流

入青州。如果处置不当，灾民为了生存活路，流动抢掠，

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必将对封建王朝产生巨大影响。富

弼作为当朝宰相，肱股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于是，他采

取五项应对方案积极处理数十万水灾流民：

（一）迅速组建赈灾救灾领导系统。把青州现任州、

县、乡、里各级官员组建赈灾安置领导机构，人员不足时，

征用退休官员和待聘无职人员参与其中。“官吏自前资待

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协助收容安集流民。

还把那些努力工作的官员“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

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救灾安民的官员

“出于致诚，人人为尽力”。认真细致的搞好赈灾安民，使

数十万灾民得以妥善安置。

（二）筹集救灾粮钱。数十万灾民需要大量赈灾钱粮物

资。富弼采取四种措施：一是开仓放粮赈灾；二是劝所部民

出粟赈灾；三是上奏朝廷拨调钱粮救灾安民；四是允许灾民

到山泽野地摄取“可资以生者”的果实、鱼虾、野菜等救荒可

食之物，“听流民擅取”。生产自救，当地官民不得干涉。

（三）是设置众多安置流民居处，分散安民。通过搭

建和征用民间房舍，“得公私庐舍十余区，散处其人。”把

流民安置在各县乡里，供给钱粮度荒。改革过去在城镇

设粥棚集中舍粥，拥挤不均，饿死人的弊端。

（四）是征用年轻灾民充实军队兵员。在庆历赈灾中

征集数万年青灾民入伍，吃军粮，减轻赈灾压力。

（五）是掩埋因老弱病瘠而死者，以大冢葬之，名曰

“丛冢”。通过富弼的精心策划和正确领导，使数十万流

民得到妥善安置，全活者五十余万，社会稳定，受到宋仁

宗嘉奖，拜礼部侍郎，富弼坚辞不受曰：“守臣职也。”体现

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贤相风度。同时，也为后来

出知汝州，安集流民积累了丰富经验。史云：“自弼立法

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把富弼在青州赈灾安民模式

在全国推广。

三、富仆射两知汝州事，安辑流民，光荣宝邑
《宋史·富弼传》记载：富郑公弼曾两度判知汝州。

（一）宋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以镇海军节

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郑国公，徙判汝州。

（二）熙宁二年（1069）二月升职司空兼侍中，拜左仆射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太学士兼修国史。富弼二度拜

相。宋神宗支持参知政事王安石变法，弼与安石政见不

合，度不能争。同年八月，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出知河南府。十月改知亳州。熙宁四年即公元

1071年罢使相，六月以左仆射出知汝州。熙宁五年五月

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在汝州

任职期间，上奏朝廷疏，实施安辑流民，救灾活动。

（三）根据青州分设村店，散置流民的经验，富弼不在

州县集中救济灾民，而是选定汝州城南二十公里，宝丰城

西北二十公里，接近青岭镇、商酒务、龙兴寺、湖浪泊（三

堆山）的中间地带设店安民。设流民安置指挥中心于龙

兴寺内，并在龙兴寺以东1.5公里，养水（石河）南岸搭建

流民安置房舍若干间。设立流民收容店，（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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