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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县汉薛村有个过风楼，人所共
知，但是何时叫成了“过风楼”，并且叫错
了，却没有多少人知晓。

“过风楼”叫错了？
随便问一个汉薛人任谁都不会相信，

“过风楼”都叫了几辈子了，从小就看着它
矗在村西北，逢集赶会抬眼便能瞧见，怎
么就叫错了？当然，这个“过风楼”现在还
有一个“新”的名字——汉薛玉帝阁，2017
年被列入运城市市级文保单位。

作为汉薛人，之前我曾大略考证过村
西这座“过风楼”，它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三月，即 1844 年 4 月。今年 2024 年，
又是一个农历甲辰龙年，两个甲辰年之间
正好隔了三个甲子——180 年。此建，180
年前的三月戊辰建成，左中右三间，正中
明间脊枋下题“时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岁次
甲辰三月戊辰吉日庚申吉时丙子创建遏
风楼伏祈合村吉祥如意，谨志”，脊板上写
的明白无误是“遏风楼”，不是“过风楼”。

万泉县志中收录有《汉薛村东岳庙碑
记》一文，之前我也曾考证并写过关于汉
薛东岳庙的一些文字，并试推断现在的

“过风楼”与金元时期的东岳庙位置一致，
都在“汉薛村西北隅”。东岳庙在我国各
地，数量之庞大仅次于关帝庙，于此间而
行的民间祭祀崇拜基本上涵盖了生死灾
病、抑恶扬善、因果报应等功能，上达天界
九霄云外下至十八层地狱都有，故而历代
王朝“从民所欲，任建祠祀”，民间遂遍建
东岳庙。玉帝阁又是东岳庙宇群中的主要
建筑类型，或名为玉帝阁、玉皇阁，或者碧
霞元君殿云云。

现在留存的汉薛村玉帝阁，建于砖券
过洞之上，且坐西朝东，这是比较少见的
一种规制。究竟为何以此模式营建，不得
而知，但以其位置及功能来猜测，显然应
是一种权宜统合之计。可以确定，180 年
前的道光年间乃至此后更长的时期，村民
所称的“过风楼”所在位置都是汉薛村村
口的一处关门所在，即西关门。据说，当年
的汉薛村鼎盛时期全村曾建有 12 道关
门，西关门为其中之一。这从“过风楼”下
砖券过洞的贯通式设计即可认定，此处当
年乃至当下也是出村西的主要通道之一。
此一判断，最终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已得证
实，即汉薛玉帝阁占地面积 80.4 平方米，
原为汉薛村西关门。其整体砖木结构，东
西通道，下为砖券过洞，上为大殿，面宽三
间，进深三椽，单檐硬山顶，券门东面嵌青
石牌匾“钟灵”，西面嵌青石牌匾“萃精”。

那么，既然是村中西关门，为何又要
把玉帝阁建于关门之上呢？这显然是当年
汉薛先民的一个折中的创造，既要保证出
入关门的功能，又要在当年的“汉薛村西
北隅”复建东岳庙的玉帝阁，把二者合而
为一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这样，关上有
楼，楼下是关，关楼相济，各得其所。至于
当年万荣一带民间村落单一功能的关门
建筑到底是何样貌，可以参照现今万荣县
里望村保存完好的一处北关门即可知其
形制。里望北关门（右图）位于万荣县里望
乡里望村，为县级文保单位，坐南面北，占
地面积 38.4 平方米，通体砖砌，宽 5.12 米，
深 7.5 米，高 7.1 米，中辟券门，为村中自古

通往河津县城的唯一通道，也是原万泉县
经过里望村通往河津的通道。汉薛村遏风
楼相较里望村北关门，深宽高都要更过一
筹，其实就是一座加了阁楼的“戴帽”大号
关门。

回归正题，为什么叫遏风楼呢？地处
西关，咽锁之地，又是风口，西风烈，可遏
也。《黄帝内经》中有“祛病遏风”是为医
道，一座遏风楼应该也有扶善遏过之意。
据考证，明清以后，乡村寺庙群逐渐形成
了以玉皇阁为中心的建筑特点，多以玉皇
阁居中且建于高处或高台之上，以追求至
高、中央和建于拱门之上的特点，四周其
他庙宇环伺，如众星拱月。汉薛玉帝阁显
然也是依循此例，有现存遏风楼廊前石柱
上石刻对联为证。上联：帝德协天心正气
常昭宇宙；下联：财源滋地脉深恩永庇人
间。联中之“帝”即玉帝，与“玉帝”呼应的
是“人间”。东岳、玉帝二帝皆为道教神仙，
也有一说此汉薛玉帝阁或为“三官庙”，供
奉上元、中元、下元三帝，这些道教神仙常
出现在东岳庙等道教场所，别处东岳庙也
有类似对联。如泰山岱庙坊楹联：峻极于
天，赞化体源生万物；帝出乎震，赫声濯灵
镇东方。

汉薛人把“遏风楼”呼作“过风楼”，是
无心之过，还是别有考量，不得而知。过
去，民间关于“过风楼”的一些说法往往错
讹甚至意义相反的情况确有先例。比如，
特殊年代留在“过风楼的枪眼”之说便是
错的，应是“过风楼上的射击孔”才是，枪
眼是枪击弹着后的留存，射击孔则是自楼
上往外射击时墙壁上的人为掏孔，况且真
的枪眼也不会大如砖孔。又如，传说汉薛
村举一村之力建“过风楼”建了 30 年，但
建 了 30 年 的 是 当 年
的元仁宗延祐年间启
建的汉薛东岳庙，“毕
功适值三十载”，现存
的这座关门楼建筑并
不复杂，用不了那么
多年，也用不着举一
村之力。因此个人判
断，“过风楼”俗称也
可能以讹传讹的面要
大一些，毕竟“遏”与

“過”（过字繁体）字形
相 似 ，“e”与“guo”尾
音相近，况且“过风”
比之“遏风”较常见且
更易于理解一些，“遏
风”发音又与本地土
语 中“ 泔 水 ”的 发 音

“e fu”近似，闻之似
有不雅。久之，人们变

“遏”为“过”或弃“遏”为“过”，将错就错，
口耳相传，民间便只知“过风楼”，无人复
记“遏风楼”了。

遏，阻止，禁止，抑制；过，经过，通过，
度过。过去年代，建关筑楼，有“遏制”“遏
止”的防卫需要，现在，行路畅达，往来无
碍，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现在的
关楼侧翼已无围墙支撑及连带建筑，已失

“遏”“过”功能，亦无整体美观，基本沦为
单体楼阁，不复旧制，略显孤单。好在修缮
有功，总体保存完好，令人欣慰。值得关注
的是，“遏风”的解禳伏祈之义显然要比

“过风”二字的意义要大得多，这恐怕也是
当年汉薛先民建楼的初衷，其中的文化因
素不应忽视。现在，各地都在挖掘文化资

源，有的地方甚至不惜花费巨资重建仿古
建筑，却往往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文化内
涵。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并不
是一座修饬一新的不会说话的死的建筑，
而是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内容，只有文化遗
产才是一个地方富有个性的文化名片，建
筑只是承载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过风
楼”也好，“遏风楼”也罢，并不只是要在名
称上简单的纠正或掩饰，而是能够且必须
讲好讲清讲明白其中的渊源及流变，以及

对当下传承和参照的
意义。套用流行的宣传
语，大概这才是保护这
座“遏风楼”应有的历
史及现实意义，唯此才
能讲好老百姓心目中
的汉薛“过风楼”的故
事及与之相连的汉薛
人的故事。毕竟，与汉
薛自古崇文重教代有
才俊的“文化村”历史
传统相比，如今的汉薛
村于文化层面的挖掘
整理保存还是显得少
且粗糙了。如村名来历
方面，看过一些资料竟
以“汉朝村里出了个薛
公故名汉薛”来敷衍。
其实，万荣县域诸村村
名 中 有“ 薛 ”者 众 ，如

“涧薛”“乔薛”“薛店”“北薛村”“南薛朝”
“薛村”“张薛村”“吴薛村”等等，“汉薛”并
非孤例，其关联应在河东“薛”氏方向，绝
不是因为“汉朝出了个薛公”才有了汉薛
村名。

今年是 2024 年，又逢农历甲辰龙年，
汉薛此楼 180 年前建于甲辰龙年，180 年
后的今天又是一个甲辰龙年，三个甲子
轮转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于此，作
为一个汉薛人重提“过风楼”之本尊称
号——“遏风楼”，也算是对村中这座不
很久远的古代建筑的一种特别的尊重和
纪念。

以上仅为一家之言，愿与诸方家商
榷。

““过风楼过风楼””应是应是““遏风楼遏风楼””
■■李耀岗李耀岗

《归人》一文，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
树理文学奖获得者王秀梅寻根问祖的佳作，
读后感慨颇多。

2023 年 8 月 18 日，运城市作家小说培训
会上，我与王秀梅老师相识。她面容姣好，说
话干脆，给我一种亲切投缘的感觉。看到她
的《归人》题目时，我脑海里莫名地滋生了问
号——缘何是归人？从哪儿归来？

题目是文章的灵魂，是读者开启文章的
眼睛。文章的开头便吸引了我：“我不曾料
到，这条走了三十年的路，原来竟是一条回
家的路。”这下，我脑海里的问号再次泛起：
人回哪儿了？为什么这条路走了 30 年后，才
知是回家的路？她是太原王氏吗？那一刻，我
的心情蓦地激动起来，我又结识了一位本家
才女啊！因为急于想知道寻根的结果，便直
接翻到文章结尾：“于我而言，不管最终能否
找到先祖生活的村落，这寻找都是为心灵赋
能的过程。”有答案了。一句“我不是个过客，
是归人！”干净利落结了尾，我有一种意犹未
尽、言犹在耳，回味无穷、耐人寻味的感觉。
单就标题“归人”而言，它灵动传神，抓人眼
球。由此，我想到了“王者归来”的荣耀。透过
这个题目，我仿佛看到了千里迢迢，风尘仆
仆，不畏艰辛，风餐露宿等，一个个细节场
景。加上引人入胜的开头、画龙点睛的结尾，
文字从主人公踏上寻根路登场，到“我不是
过客，是归人”为止，余味绵延，翰墨绕肠，架
构堪称完美。

我细品了寻根的过程，文章 7 个章节，行
文逻辑缜密，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先从无意
中发现，自己远嫁的婆家，原来是自己的老
家说起。她在文中说：“从生活的当下出发，
追寻曾经的过往，追寻过去的根，也许是人
的一种本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
哪里去？’午夜无眠，这三个大大的问号，有
时会冷不丁从暗夜中浮现出来，冲着我挤眉
弄眼。”但凡游子均有乡愁，叶落归根是中国
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作家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能很好地运用手中的
笔，记录下寻根的心路历程。她自从查询得知，山东与运城两本家谱有
吻合之处的那一刻起，便顺藤摸瓜，一路寻根来了。可是祖先从大槐树
下移民山东已 600 年之久，人们常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早已是探续
不上的宗亲本家了。

再说王氏，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名门望族，是人口大
姓。古时的太原郡、琅琊郡、京兆郡是王姓重要的发源地。王氏本
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是根系无数，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加上
开枝散叶，一次次移民，树又生根，广袤蔓延。按百年四代人计
算，这棵大树的根须蔓延的长度，该能绕地球转几圈了吧！寻根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一路走来要付出多少心血，可想而知。但王秀梅
老师寻根的脚步不曾停歇，她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一环，丝丝入
扣，顺藤摸瓜。这真的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从蛛丝马迹中有了新
发现，便欣喜若狂；碰了钉子，断线没有结果也不气馁。人们常
说，文如其人，在层层深入探寻先祖来龙去脉的故事中，她的人品
文品逐渐显露出来。她不骄不躁、吃苦耐劳，百折不回、笔耕不辍
的精神，一次次感染感动了我。

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我与她同频共振，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我深深
地体会到，寻找家族源头，就是淬炼家国情怀的过程。我也是个爱家爱
国的寻梦人啊！我的老家营沟，于 20 多年前也移民搬迁了。生我养我的
地方，被撂在山沟里，老祖宗辛苦挖的窑洞，盖的房屋，没人住了……
乡愁萦怀，夜不能寐，喜欢文字的我，肩头多了一种责任。我一次次走
进移民村探访，一次次回故乡采风，辛苦爬格子把老祖宗百年创业史，
赖以生存繁衍生息能感动人的故事，挖掘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著成

《那一方故土》，刊于家谱之中。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多少年后，村庄不
存在了，一代代人老去了，营沟王家子孙可以在家谱的文字中，找到自
己的根，寻到祖宗的坟，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最终到哪里去。以心换心，
我感到自己和王秀梅老师一样，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从中，我也深
深感到祖先创业不易，惟有勤勉才能生存，奋斗才能兴业，不忘祖训，
民族振兴才有动力。

《归人》确是一篇好文章。除了架构巧妙，思想火花迸射，能让读者
产生共鸣外，文字的美也是个亮点。它美得纯朴，美得走心。文中多处
运用了环境描写：“耳畔是苍茫夜色中汩汩涌涌奔流而去的大河，映入
眼帘的河对岸黑魆魆的山的影子。”“溶溶月色悄悄从窗帘的缝隙处挤
进来，似乎要给人一丝如光的灵感。”“眼前的景致，宛如画师刚刚完成
的一幅水墨画。”“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升起在孤山顶上。”通过描写
来衬托表达寻根路之漫漫迢遥；游子情之绵绵不绝。在细细品读
中，我体会到，灵魂似乎就在这描写里游走，呼之欲出。

当然，文中的人物外貌描写、动作描写，也很传神。如“我只
知道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那个说起话来白胡子一翘一翘、眼角
眉梢间满是笑意的高个子老汉，名叫王德升，曾是一名走村串乡的
箅匠”。就这个“白胡子一翘一翘”一个动作描写，爷爷仿佛就鲜活
地站在了面前。对老梁的外貌描写更是传神，“光头，短眉，小眼，
厚唇”，只用了 8 个字，就凸显出人物的个性，契合了读者的胃口，
让读者有正中下怀的味道，达到过目难忘的效果。

遥遥寻根路，绵绵游子情。王秀梅老师的寻根之旅，不仅让我
感受到厚重的文化魅力，也增进了我的文化和情感认同，那一人一物
一景，一言一语一行，均在心里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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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 植） 为
进一步促进永济市文旅融合，近
日，永济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在
永济火车站出站口开展了文博知
识宣传活动。

此 次 活 动 以 永 济 “ 水 上 列
车”火爆出圈为契机，以“一物
胜千言，睹物更思史”为主题，
通过“博物馆流动展览进车站，

免费为到站游客发放文创书签、
博物馆宣传折页”等形式，让游
客认识永济、爱上永济。

接下来，永济博物馆将积极
推动该市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增
强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休闲
娱乐功能，进一步提升古蒲坂文
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满足游客
的文化探索与休闲体验的需求。

永济博物馆借助“水上列车”开展文博宣传卫觊 （155 年—229 年），字伯觎，
河东安邑王范村人，东汉及三国时期政
治家、文学家、书法家。

卫觊是汉建陵哀侯、汉景帝时丞相
卫绾的后裔，东汉贤士卫暠的曾孙。卫
暠应孝明皇帝之召，从代郡赴洛阳途中
病故于河东安邑王范村，后子孙受赐在
王范定居繁衍，遂成河东望族。

卫 觊 少 年 早 成 ， 很 早 就 以 才 学 著
称。曹操为司空时，就任他为属吏，他
历任茂陵县令、尚书郎、治书侍御史。
魏国建立后，卫觊担任侍中，主掌典礼
制度，筹措汉魏禅让诸事。后被拜为尚
书，封阳吉亭侯，负责监修国史和谏议
朝政，继封阌乡侯。

建安四年 （公元 199 年），曹操欲征
讨袁绍，派治书侍御史卫觊去益州说服
刘璋牵制协助袁绍的刘表。卫觊到长安
之后，由于道路不通被滞留。曹操遂任
命他镇抚关中。当时，不少外逃民众返
回关中，多被驻扎在那里的割据将领收
为部属，为郡县隐患。卫觊权衡利弊，
便上书曹操：“关中膏腴之地，曾经因兵
荒 马 乱 ， 老 百 姓 逃 到 荆 州 的 有 十 万 余
家，听说老家比较安宁，都希望回来。
而回来的人又无法干活，各路将领争相
将这些人招收为部下，各郡县官方力量
薄弱，无法与他们抗争，所以各路将领
的势力就逐渐强大起来。一旦有什么风
吹草动，这些军队就成了后患。盐，是
国之大宝，（河东池盐） 自战乱以来未加

管 理 ， 如 今 应 该 像 从 前 那 样 设 专 人 监
卖，再拿赚到的钱买些农具、耕牛，如
果有归来的百姓，就把农具、耕牛供给
他们，鼓励他们辛勤耕作，积累粮食，以使
关中重新富裕起来。远方的百姓听说了这
些事，也一定会日夜兼程，争先恐后竞相
回赶。再派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作为主将，
那么就可以逐渐削弱各路将领的势力，使
地方官府的力量日益强盛，老百姓的生活
富裕起来，这可是强本弱敌的好事啊！”

曹操认同了卫觊的上疏，随即采纳了
他的意见，当即下令委派谒者仆射监盐
官，河东盐池归官营；又派司隶校尉钟繇
治弘农，把控关中门户。并以河东为“天下
之要地”，遴选贤才要臣西平太守京兆杜
畿为河东太守。从此，关中民众踊跃回归，
河东亦安定富裕。曹操时称“军食一仰河
东”，为跃马中原，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
基础。曾为《三国志》注疏的著名学者卢弼
曾评论卫觊池盐官卖之议同枣祗的屯田
之议，都是当时要政。

卫觊提出的盐池官办的上疏，被司
马光收编在 《资治通鉴》 中。

卫觊注重国家纲纪的恢复建设，也
常呈奏意见，匡正时弊。曹魏时期，一
些重大决策就常请他参谋。曹操打算进
军关中，讨平关中割据势力，曾让荀彧
征求卫觊的意见。卫觊认为，关西诸将
皆无大志，只要给其爵号，就不会有大
的变动，而后再图剪除，如果乘其强大
之时而进攻，必然使他们联合反抗，难
以控制。曹操本欲听从卫觊建议，可当
时钟繇自告奋勇前去讨伐，曹操没有按
照卫觊的意见去办，结果钟繇失利，曹
操不得不亲自率军征伐，虽然平定了关
中，然军士伤亡惨重。曹操懊悔不听卫
觊的意见，因此更加看重于他。魏明帝
时，他也经常上书言事，建议设立法律
博士教授法律，让各官员都清楚法律，
按律执法；又曾因百姓徭役频繁而要求
明帝曹叡少建宫室，告诫他要善听不同
意 见 ， 留 意 民 间 疾 苦 ， 效 勾 践 休 养 生

息，爱惜民力，节俭克己，量入为出，
呈 现 出 其 忠 国 爱 民 之 心 。 史 书 评 价 卫
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

卫觊是汉魏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
曾受诏专典著作。曹魏时，他撰写的诏
令、驳议等有数百篇，个人著述有 《魏
官仪》 等十多部。在文章著述方面，他
与建安末的潘勖、黄初中的王象齐名。

卫觊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凡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他是
山 西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有 作 品 传 世 的 书 法
家，开创了第一个影响最大的家族书法
门派——卫氏书派，是卫氏书法的奠基
人，祖孙四世 （卫觊、卫瓘、卫恒、卫
夫人），衣钵相传，雄峙书坛，历久不
衰。他与后汉著名书法家梁鹄、韦诞齐
名。羊欣在 《采古来能书人名》 一文中
评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
瘦，而笔迹精熟”。张怀瓘在 《书估》 中
称觊“或奇材见拔，或绝世难求，并庶
几右军草书之价”，在 《书断》 中将其小
篆 、 隶 书 、 章 草 列 入 能 品 。 康 有 为 在

《广 艺 舟 双 楫》 中 ， 专 设 《传 卫 第 八》
章，认为“卫觊草体微瘦”，“然此宗之
书，自当以筋骨为上”，是此宗的“祖
师”，甚至认为“钟 （繇） 派盛于南，卫

（觊） 派盛于北”，“后世之书，皆此二
派，只可称为钟、卫”，对卫觊书法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

太和三年 （229 年） 卫觊去世，享
年 74岁，谥号敬。

卫派书法奠基人—卫 觊
■张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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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东书房广
电示范馆举办了“花点心思 爱
在身边 乐高永生花”亲子 DIY
活动。20余位市民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孩子同家长了解了
乐高拼搭的知识后，按照图纸内
容拼装零件。手指上下翻飞，色
彩缤纷的“积木花”在指尖绽放，

看着自己的作品，孩子们获得了
十足的成就感。亲子乐高积木搭
建活动不仅给孩子们带去了欢
乐，增进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
通，更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
力 、协 作 力 得 到 了 锻 炼 。

（郭 璇）

河东书房广电示范馆举办乐高积木DIY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