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

运城102处“国保”
标志楹联选编（四）

◆新绛县

☆冯古庄墓地☆
鼓水茫茫，岁月无

声，周墓龙坑诠古远；
九原莽莽，石璜能

语，青铜玉璧记沧桑。
——山西省 朱青龙

☆绛州大堂☆
明月照清风，居官

铭记七条律；
乌纱承重任，为政

须知百姓心。
——河南省 胡吉祥

备武修文，永把七
条铭座右；

披肝沥胆，常将百
姓挂心中。

——云南省 孙道雄

治绛镜高悬，岂辜
负圣诏七条，初衷一寸；

为民何所似，须仰
看吕梁铮骨，汾水清波。

——河南省 翟红本

☆白台寺☆
寺起何时，曾唐修

金建，留经幢云牌，堪称
珍贵；

院环沟壑，任雨洗
风磨，看殿堂楼阁，不负
流年。

——山西省 杨新立

☆福胜寺☆
福地结福缘，福田

广种；
胜因成胜果，胜义

长传。
——内蒙古 孙起

福音远播，泽四海
黎元，山河社稷千秋泰；

胜境宏开，迓八方
客旅，慧日祥光一望收。

——安徽省 任家潮

☆新绛寿圣寺大殿☆
天道佑民，善积丹

霞承寿圣；
莲花托日，德行妙

境化瑶春。
——江苏省 贺建明

☆稷益庙☆
庙据阳王，心香一

炷朝三圣；
民传奇迹，神德千

秋佑九州。
——广东省 吴成伟

☆乔沟头玉皇庙☆
庙小自开元，敢统

领人间天上；

心诚方悟道，好安
排社稷民生。

——山西省 何沁学

☆龙香关帝庙☆
身诞解州，庙祀绛

州，一部春秋全大节；
德源汾水，泽分浍

水，千年俎豆播余馨。
——河北省 董汝河

☆三官庙☆
小小葫芦庙，攘攘

熙熙，缘隐坊门后；
绵绵香火炉，明明

灭灭，韵藏街巷中。
——山西省 朱青龙

☆新绛龙兴寺☆
百八台阶，步步高

升，直抵须弥，宝塔巍巍
穷碧落；

三千信众，年年屡
至，洞开心底，香烟袅袅
净红尘。

——云南省 宁丰功

古寺兆龙兴，烟霞
启瑞，宝塔擎天，佛光普
照招提境；

名碑辉碧落，珍篆
铺春，诔文遗世，大美长
传懿德香。

——河北省 张秀娟

☆北池稷王庙☆
佐夏禹教民稼穑，

畎亩始颁，应思后稷；
观绛州传世庙庭，

规模不减，还数北池。
——广东省 吴成伟

☆绛州文庙☆
名砚助斯文，绛帖

香盈，池墨源承洙泗水；
醉翁添胜概，儒风

日盛，棂星光照栋梁才。
——河北省 张秀娟

☆泉掌关帝庙☆
泉流岁月，小村也

号桃园，荡涤丹心，古构
犹传三义拜；

掌捧春秋，正气长
存寰宇，翻披青史，英名
不泯百朝钦。

——江西省 雷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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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明

过了端午节，笔者相约几个
朋友驱车前往稷山县太阳乡坞
堆村，参观该村人薛武刚先生建
成的“思乡苑”。

（一）

坞堆村是稷山县的一个大
村，生产队时期就有27个生产队、
8千多口人，由于村子大，党组织
在这里设立的是党委，该村在太
阳乡乃至全县也是重点村。

坞堆村有几个显著特点，一
是名人多。清同治年间的名人
王文在，35 岁殿试一甲第三名

（探花），钦点翰林院编修，因此，
坞堆村村门楼子上刻有“探花故
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村里的大商人王璋，富甲一方，
曾有言“稷山到兰州，一路不住
别人的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村里当过县、地级干部的
有多人，还有县化肥厂、铁厂的
老总也是坞堆人，人常言“上了
坞堆坡，秀才比驴多”，虽是戏
言，但也说明了坞堆人才辈出。

二是银匠多。村里的仿古
工艺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产
品远销全国各地及海外，从事仿
古工艺家户达到 100 余户，最多
时人数达600 余人，仿古工艺一
项产业占该村人均年收入的四
分之一。

第三，历来善经商。传说，
早年坞堆村翟姓人经商的多，渐
渐在水早码头形成庞大的商群，
后改名为翟店镇，现在翟店镇所
在地就有好几万人。

我们抵达当天，天朗气清，
30分钟车程我们就到了坞堆村，
询问村民“思乡苑”具体位置，对
方答“一条南北街，朝南走到底，
就见了”。这条街可不短，足有
1.5公里，朝南一望，依稀可见稷
王山下的峨嵋岭。

（二）

一进“思乡苑”大院，薛武刚
赶忙握手寒暄，大汗淋漓的他似
乎正忙着干活。接着，他领我们
从大门、门楼开始，挨着转了一
圈。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
是：天睁慧眼望我薛门成凤有
龙；下联是：地蕴灵气助我家人
祖代平安；横批：祥云笼吉地。
薛武刚介绍，这副联曾用于家里
老门楼，也是薛家兴旺的写照，
感觉很好，又搬来用之。大门口
两壁上有对称的两段话，主题意
思分别是“感恩”和“容人”。大
门厅10多平方米，左右两侧墙壁
上是马克思及保尔·柯察金的画
像和各自的名言，尤其是马克思
和保尔·柯察金的画像，很是逼
真。薛武刚说，绘制画像的画家
是他特意从外地请来的。门厅
是圈窑式穹顶，扁圆弧形，上面
画的是“八仙过海”，给人一种

“头上万里长空任驰骋”的开阔
之感。

紧接着，我们依次参观了一

楼和二楼的展示厅，了解了薛武
刚的人生经历。他是个细心人，
记笔记是他的特长，生活中和工
作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件件在录，
用过的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装
了满满一大箱子。

薛武刚1957年出生，高中毕
业后当了14年兵，后来在稷山县
物资公司当过经理，担任过好几
届稷山县政协委员，曾被评为

“全县道德模范十佳”。后来，他
还办过猪场、毛驴养殖场。他的
3 个子女都考上了大学，已成家
立业，小女儿现在在一所大学教
书。虽然历经坎坷，但现在全家
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心满意足，
感恩共产党给他带来的一切。

（三）

当我们转到“思乡塔”时，才
懂得了薛武刚为什么建这座 20
多米高的砖塔，一副对联诠释了
此塔的意义：“登高入云越万仞，
留足此地思千秋。”大意是站得
高才能看得远，还有思想、思乡
的飞跃或超越的意境。这使笔
者想起了老稷山县城那座几百
年的古塔，远在他乡的游子奔波
返家时，只要远远瞅见了古塔，
心情就格外激动、喜形于色，就
知道自己回到老家稷山了。一
座古塔能勾起稷山人的思乡情，
塔影就如久别的父老乡亲，古塔
就像回家的路标。薛武刚建的

“思乡塔”，也是让后辈人记住
“坞堆村，我的故乡”。其立意深
远，真是好一座思乡塔！

最后，我们转到一块墙体石
刻旁，一看，这是一首怀念母亲

的歌，名叫《妈妈可怜》，是老薛
编词、别人谱曲的，很合他意。
他满怀深情噙着泪花，用那粗犷
的男中音，认真地给我们唱着，
我们默默听看，忍不住也泪盈眼
眶。谁没有母亲，谁不念母亲，
谁不晓母亲为了儿子把能吃的
先留给儿子……

参观完毕，竟然也用了近一
个小时，薛武刚满头大汗，脖子
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老薛边
领我们参观，边为我们讲解，让
我们理解了其中的故事和哲理。

（四）

“思乡苑”院子亩数大，整体
房屋建筑别致玲珑，层次有序，
全用红砖砌成，远看有欧洲建筑
风格，近看似新式窑屋，最厚的
窑隔墙有几米厚，进入窑洞房，
凉意阵阵，浑身热汗顿消。整院
屋顶山墙均似长城墙垛，大小有
别的两层房屋有序组合，全院每
一个细节部分都有它的寓意，集
力学、建筑学等为一体。

站在长长的走廊上，两头用
汽车钢化玻璃装饰，前看后望如
同进入大厦宾馆，大门厅的顶部
如蓝天长穹。楼层之间，楼下到
楼上顺畅通达，曲径通幽，毫无
烦琐之感。每个厅主题突出，表
达清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点点
滴滴。

整个“思乡苑”古香古色，美
在建筑，重在文化。整体建筑是
薛武刚一人构思、一人设计、一
人策划的，没有用一个横梁、一
块瓷砖、一根木料。“思乡苑”院
里有几十副很接地气的对联，是
他自己反复推敲编写的，近百篇
文字也是他自己撰写的，里面有
自己的人生格言、警句，还有立
志名言、经验总结……围绕一
事、一生、一家的知识和实践，聚
沙成塔，集腋成裘，对为人、处事
大有启迪。我们都觉得，不虚此
行。

薛武刚先生集“德孝”为主
建立的文化家院“思乡苑”，对后
代子孙继承好家风有着重要意
义，是个不可多得的“教育苑”，
对 乡 村 振 兴 有 一 定 的 引 领 意
义。听，他口里常念叨：“人活一
世，能留下什么？一定要按 500
年不坏的建筑标准来建，让子孙
后代了解前辈励精图治、坚韧不
拔的治家精神，要世世代代听党
话、跟党走，感恩先辈，感恩社
会，为人民服务。”

望见家山 记住乡愁

探花故里“思乡苑”

▲院落

▲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