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田野风 12
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捷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wh@126.com

前段时间，记者走访了清代知
府翟凤翥的故里——闻喜县桐城镇
东宋村。当天阳光明媚，映照得东宋
村前的大路愈发宽阔，路旁村舍的
红色大门在蓝天的衬托下很是耀
眼。翟凤翥为家乡修筑的城堡，经历
百年风雨，如今只剩北门亭和南门
楼，仍稳稳地守护着村子。路边，村
里的老人们吃过午饭正在一起晒太
阳、拉家常，见到记者便热情地为我
们找寻懂村史的村民。

一代名吏 造福一方情系桑梓

到东宋村口时正是午饭时间，路上
少有行人。忽见一位中年人骑着自行
车往村中走，经他带领，记者敲响了村
口路东第三家的门，这里居住着翟凤翥
的一个直系后裔翟儒林。可惜的是没
人应声，幸运的是电话联系得知他正在
村委会里编写村志。

去往村委会的路上，一座沧桑古
朴的堡门赫然出现在眼前，让人不禁
感慨：名人故里果然存有文化历史遗
迹。

堡门造型奇特，东边城墙不是直
的，而是向东稍微弯了一些，呈现弧
形。堡门前边有一座文物保护碑，上
写：闻喜县文物保护单位东宋堡门。文
物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它的存在证实
了这座堡门已经进入当地文物保护视
野，其背后是有历史传承的。

古堡门楼四四方方，门洞不大，但
土黄色的墙砖、下部被水浸湿留下的碱
痕，堡门上边高高低低的荒草，还有门
洞上方镶嵌的方石上的字，都传递出一
种沧桑与厚重感。

村里老人告诉我们，以前城堡还完
好的时候，几代人都从这道古旧的城堡
门里进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来，
狭窄的门洞已经过不了小汽车，村民们
便在城堡旁边开了一条大路，大家从那
半边绕着城堡进出。

问及古堡的来历，路旁的村民说，
是村里的先贤翟凤翥修建的。而且闻
喜县城与翟凤翥有关的古建不少，有红
鹤楼、廻澜塔等。

说起翟凤翥，虽不知其生卒年，但
其事迹却非常清楚。他是顺治三年进
士，以明习法律见称，累官至福建布政
使。他任职期间，治狱以宽厚为主，修
葺学宫书院，劝课农桑，常讲学于家乡
之涑水书院，并著有涑水编五卷、文四

诗一、《四库总目》传于世。他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在江西景德镇任职时，下
令用纸人代替祭祀的童男童女，在当地
重农重学，改善民生，深得百姓爱戴。
据其后裔翟儒林回忆，小时候常听大人
们讲，几百年间村子里都有江西那边送
来的陶瓷制品，十分精美。

翟凤翥在外勤政23年，情系桑梓，
不仅主持营造红鹤楼、廻澜塔，建大清
观、桐园等，还为安亲保邻，历时3年在
故里东宋创筑堡城，置办田地，修建朱
雀塔，办学堂修宿舍，筑环堤设粮仓，可
谓“居官泽民，居乡泽乡，视天下事若家
事”！

一座古堡 守护乡亲承载记忆

关于古城堡为何不是四四方方，而
是有些弧度，东宋村的文化人为我们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明末清初，社会动
荡，各村都修有城墙和城门，形似城堡，
位于官道旁的东宋村也不例外。翟凤
翥任布政使后，便着手为村里修建城
门、城墙和城堡。关于修城堡还有个小
故事，本来城墙是直的，因为村东那里
是翟凤翥的舅家。他的舅家姓薛，早年
从万荣迁过来。为了把村东边的舅家
和书院教书李先生的家也包在城堡内，
城墙便往东边绕了一段。

采访时，恰好编村志的文化人里有

位名叫薛江敏，正是翟凤翥舅家那一支
的后人。历史虽然邈远，但是认真续写
传承起来，我们每个人之间似乎都有关
联。翟凤翥写的《创筑本庄堡城记》中，
清楚地记录了百年前城堡修筑的原貌，

“周四百四十丈，厚二丈二尺，高倍
之”。也就是说城堡足有 7 米宽，且长
1500 米，里面不仅有住户，还设有学
堂、宿舍、粮仓等。

如今的城门楼上“永固维和”依旧
清晰可见，下面是新贴的对联：“门迎紫
气步古韵今风一脉人文传凤翼；业启小
康赢天时地利千秋祥瑞续龙章。”老人
们热情地告诉记者，北边城墙还有很
多，尤其是西边的城墙很长。记者一行
穿过村庄，走到村子北边，果然看到了
北堡门，一样的规制，城墙确实很长，静
静地卧在村旁，述说着一个村庄曾经的
安全保卫史和防护史。

这就是古堡存在的意义，其虽不
言，但村民都知道其来历，能感受到先
贤的气息，自然会把自己跟久远的先贤
联系起来。前几天，看过一篇文章，标
题是：够得着。文章告诉我们，记录历
史人物功绩的意义在于，前人的高度为
我们树立了目标，而且因为在同一块土
地上成长、出走、建功，这些沉甸甸、闪
光的曾经，告诉我们后来者，一样的起
点和路途，我们可以够得着他们的高
度。人生，特别需要许多够得着的目
标，召唤我们，激励我们稳步向前。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正月十八，几位
热心文化的老人自愿聚在一起在村委
会办公室“加班”的原因。他们的共同
目标是编写一本《东宋村志》，收录明清
时代的官宦名人和近代村中的人物、事
件、风物。

一支队伍 传承文脉编写村志

令人感动的是，这支义务编修村志
的文化队伍，平均年龄已经 70 多岁。
他们出力、出钱、出工夫，以乡贤的情怀
和作为，孜孜不倦地编写着《东宋村
志》。因为他们的记录，东宋村近代历
史上的辉煌得以留存下来。

据介绍，除了翟凤翥，东宋村明代

时还有一位名叫翟绣裳的官员。他曾
任朝廷钦差，分守辽海东宁道兼理边屯
田、山东按察司副使兼参议，参与修建
了明代辽东长城大奠（甸）堡，碑记上留
下了他的名字与籍贯。这位官员与翟
凤翥同村同姓，官阶比翟凤翥高，只是
工作方向与成绩不一样，翟凤翥在家乡
修建古迹，翟绣裳则在边关建立功勋。

“作为翟氏后人，我有义务将自己
知道的村史和故事传下去。”翟儒林说，
自幼就从长辈口中得知翟凤翥、翟绣裳
的故事，也被要求以他们为榜样。而受
先辈影响长大的人们，更将编修村志视
为光荣使命。

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
书”，一本村志就像是一扇窗口。他们
希望通过文字，留住东宋村的根与魂，
诉说乡村的前世今生。可对于已经70
多岁的他们而言，修志并非一日之功。
翟儒林、李甲申、仇全来、薛江敏等人，
到处走访、搜集资料，一一考证东宋村
的村庄变迁、人口繁衍、文化传承、口耳
相传的故事等，认真梳理，最后将这些
资料汇编成册。不会使用电脑，他们就
请村里的年轻人帮忙归档，然后打印出
来。这些初稿上，满是老人们的标注和
修改痕迹。他们说自己是没有文化的
人，但在那一刻，文化不再是识字的多
少和文章的厚薄，而是那颗敬重与传承
文化的心。

“村‘两委’特别支持我们工作，编
修村志不仅能把我们村的历史留下来，
还能让后辈了解自己的来处，建好村子
的未来。”李甲申说。

谈及家乡的现代发展，老人们笑容
满面。因为东宋村距闻喜县城仅两公
里，南同蒲铁路、太风三级路、大运二级
路和大西高铁从村穿过，村东是大运高
速收费站，村西是大西高铁闻喜县西
站。地处交通要道，条件十分优越。

这几年，东宋村计划发挥交通优
势，办电商物流中心，建物流集散地，吸
引更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据了解，东宋村附近有一家企业，村子
里不少年轻人去那里工作了。村子里
还有50亩草莓园，奶油草莓已经上市，
带着一份动人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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