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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跃

在永济，提起关家庄，可谓无人不
晓。关家庄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历史的
名村，两千年左右的厚重历史，悠远古老
的传说，丰赡的文化，都显示着它的与众
不同。

历史沿革

关家庄地处中条山下、涑水河畔，位
于永济东北方向，在卿头镇治所西南5公
里处，北接五塚村，南望桥上村，东邻许
家营，西与廉家庄、西北与千户营接壤。

据村志记载，关家庄原名群牧里。三
国时期名将关羽在家乡为百姓除恶霸受
到追杀，关羽三世孙关正漂泊在外，到此
后安定了下来。后来，村名遂改为关家
庄，当时关家庄的庄主就是关定之，这一
史料由盐湖区龙居镇的关民权根据关羽
三十九世家谱传载提供。

整个村子呈南北走向，中心高，东西
两边低。每年夏秋季，若遇北山有洪水下
来，流至村北口绕三元圣殿之后，便转向
村西流入伍姓湖。传说，三元圣殿（俗称
三官庙）下座有颗避水珠，整个村子呈盘
龙卧虎之形状，可谓人杰地灵。村中正北
端有三元圣殿，已于1998年修复。

村中正南端有龙王庙、马王庙，东南
角有关帝庙（结义庙）；正东有财神庙，东
北角有泰山庙，于 2000 年修复；正西有
唐太宗庙，俗称虫神庙；稍南有黑虎玄坛
庙；西北角建有娘娘庙，即后土祠；西南
角有路神庙，又称神龙庙。那时，全村大
小庙宇共计59座，其中大庙8座，中庙5
座，小庙46座。凡大庙都建有戏台，以供
人们庆贺节日等所用。

村中原有木牌楼两座。一是胡家祠
堂木牌楼，是康熙帝为关家庄人、清代太
监胡重权所建，牌楼上题有“虞宾洐庆”4
个大字。二是王家巷木牌楼，是贵州省普
定县为关家庄名宦张汝明所建，木牌楼
上题有“荣膺仰贤”4个大字。此牌楼笔者
小时候见过，字迹清晰可见。其青石底
座，斗拱磊叠，九层高，木结构，花纹精雕
细腻，画图活灵活现，一派古韵风貌。村
中还有石牌楼一座，位于杨家巷中，气势
宏伟，坚实稳固；木塔一座，位于村东，是
雍正帝为太监张琪潘所建陵墓。村西边
有文昌阁，东南有奎星阁。

在古石碑文中，主要有张汝明神道

碑。碑文“诰封文林郎陕西白河县知县前
贵州普定县知县张公讳汝明神道”，落款
为“康熙贰拾肆年六月廿日立”，至今已
有300多年之久。由此可见，张知县立下
不朽功绩，当时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皇帝
恩宠。2017年，张氏后裔将其重修。

以上这些文物古迹，有的毁于战争
年代，有的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据 1987 年版《永济县教育志》载，
1912年至1918年关家庄有好多家私塾，
居当时虞乡县首位，各私塾学生人数10
人到20人不等。其中，有杨作栋的杨氏祠
堂、胡海澄的胡家祠堂、王乃理的王家书
院等。当时，教员最为突出的有光绪年贡
生杨天培，设教馆教授40余年，一生诲人
不倦，勤学不辍，待人和气；发奋读书在
本村办起女学的女教师赵景湛；清武秀
才、民国虞乡县北乡绅士代表杨述恺（子
乐），1918年在本村创办高等小学（当时
改为虞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他一生
乐善好施，为人端正，深受群众赞扬。

1945年至1947年，关家庄成立关家
庄高小，由本村胡子玉任第六任校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子有小学和村
西北角的永济三完小，20 世纪 60 年代
初，小学与高小合并一处，成为规模更大
的七年制学校，后又改为九年制学校，一
直延续至今。时过境迁，过去的一排排教

室已变为如今的教学大楼，校门上“关家
庄学校”5个大字依然犹存。

关家庄的名人除了上述人物外，还
有很多。据《永济县教育志》，辛亥革命以
后，本村大专以上学生数量居永济榜首，
进入山西大学的有胡联甲、卫宝哲、胡步
瑷；进入山西商专的有张成溪、胡三秀、
张述家。抗战前，进入太谷铭贤书院（山
西农学院前身）的有胡步铨、胡毓歧、杨
跟哲。1949年至1966年的大学生有赵署
辉、赵金林、胡卜生、张宝珍、陈荣光、赵
福祥、胡伊郎、胡玉枝、李仁序等；考入炮
兵军官学校的有李好静、文耀武、吕永
成、李俊杰等；被推荐上大学的有陈宝
屯、胡金菊、胡勃、胡玉林等。

高考恢复后，村里的大学生数量更
是首屈一指，轰动整个卿头镇。他们是胡
汝明、张学忍、张忠民、肖暹东、吕少斌、
陈立社、胡玉明、胡倩、薛政、杨庆军、李
高峰、李增业、胡小创、胡小红等。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关家庄每
年高考本科生有20名上下。

古村新事

如今的关家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交
通便利，田肥土沃，人寿年丰。2009年，该
村被评为“省级新农村建设重点推进村”。

走进关家庄，整个村庄清雅整洁，主
街道两旁的农资店、理发店、农家餐馆、
超市、菜店等各种门店，鳞次栉比，琳琅
满目。尤其是农历每月初二、十二、二十
二的集会，总会吸引周边众多村子的村
民前来赶集。特别是农闲季节，人山人
海，异常热闹，此时此景，为古老的村庄
勾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村里的老党
员胡高升，十几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坚持
收集整理本村的历史人文、传说典故，编
写了《关家庄村志》，传承和带动村文化
事业蓬勃发展。

近几年，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关家庄农田
基础设施基本到位，方田规划平整，田间
道路硬化绿化，井黄灌溉双配套。该村大
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冬枣、葡萄、早油
桃作为主导产业，成为该村乡村振兴的
新亮点。每到收获季节，外地客商络绎不
绝，整个村庄车水马龙，呈现一派繁忙喜
悦的场景。

美好畅想

结合关家庄的自然环境和当前实
际，村“两委”规划了五年到十年的发展
蓝图。首先鼓励本村和地方有经济实力
的企业或个人投资，创办“农家乐”一条
龙服务实体，承揽婚庆、餐饮和住宿等业
务，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求。其次，对现
有的基础设施开发和利用，村里学校的
大楼通过招标，改造为“养老中心”或“日
间照料中心”，有效解放生产力，减轻青
年人的负担，增加集体收入。

村里还将创建“关家庄村史馆”。依
据村志记述，通过文字、实物、图片等，分
阶段介绍本村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
物典故、优美传说等，并在重要节假日对
外开放，一方面对本村在外学子进行教
育，培养他们不忘家乡、热爱家乡、回报
家乡的情怀，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之
情；另一方面，对农村新一代青年人进行
教育，积淀深厚的文化氛围。

同时，村里还将继续恢复和健全文
化宣传队、发展文化事业。在传统文艺
队、锣鼓队的基础上，培养下一代新人，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讲好古村新故事，涵
养古村文化底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树立村民文化自信，营造和谐稳定的
农村发展新局面，让关家庄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不断向前。

▲关家庄学校

永济关家庄：

文 脉 绵 长 的 千 年 古 村

♦河东揽胜
文学视野中的刘桂元②

□张冰梅

一块糕点
以馅料为圆心
面团紧紧合围
氤氲着花香、果香、麦香
烘托着渡口人的期待
芬芳了谁的味蕾

一个职工之家
以东风食品厂的梦想
为圆心
沿着母亲河的曲线

沸腾的热情
越中条
过秦关
跨豫州
在有缘人的笑容里
一层一层打开自己

一群人
以带头人刘桂元为圆心
怀揣着和合共创的志向
三十一年
矢志不渝
以比天大的责任

扶危济困的大义
同舟共济的博爱
树起了一块稳固的基石
在风陵渡口
在凤凰咀崖畔
坚定屹立

千年文明的风
画出一个同心圆
生长出一篇又一篇
温暖的故事
就在一块块
甜香酥糯的热点心里

同心圆

董文汉7月18日下午摄于临猗县薛公滩

雨后薛公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