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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历史 留住文化 留住美丽
——探访郾城区龙城镇孔沈邓村

在郾城区龙城镇，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
庄，它就是孔沈邓村。相传春秋时期孔子周
游列国时，曾在孔沈邓村留下足迹。这个村
子里有孔庙、孔井等遗址，有关于扶龙湖、
聚贤亭的传说。千百年来，村民遵循孔孟之
道，耕读传家，孝老敬亲，民风淳朴。近
日，记者来到该村，寻访圣贤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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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传承创新，抑或是传颂演绎，孔沈邓村的文化在延
续千年之后，更具内涵，愈显神韵。

在该村的河堤附近，记者看到这里正在建设耕读园 （漯河
市文化民俗青少年宫），“这里建成以后，要成为宣传、传承孔
子的儒家文化的基地。”村支书张矿生告诉记者，除此以外，他
们还在村里设立了24孝宣传栏，每年都要在文化广场举办“好
儿媳”“好婆婆”等评选活动，这里将成为漯河市第一个孔子文
化乡村。

“为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重建了扶龙湖、聚贤亭景
点，打造了孔街、圣贤路儒家文化墙，新建的耕读园 （漯河市
文化民俗青少年宫）将成为未成年人的文化活动基地。通过保
护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我村的文化底蕴，使我村的
新农村建设走在全区的前列。”张矿生告诉记者，他们还成立
了文艺活动宣传队，每年举办春节、清明、端午、仲秋四个
民俗文化节，每年评选一次道德模范，使村民自觉遵循孔孟
之道，明礼诚信，耕读传家，村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
景象。

“村民文化素质高了，视野开阔了，致富自然不成问题。”
张矿生信心满满地说。

让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宽敞的水泥路，整齐的绿化树，孔沈邓村看起来生机
勃勃。“在家勤俭守孝道，外出诚信讲礼仪。”在村口，一
副醒目的对联首先映入记者眼帘。村口还有一座石碑，上
面刻写着村名，石碑后面写着该村的村情和历史人文简
介。

记者一行来到该村的文化广场，广场的亭子下坐着
几位乘凉的村民。“这个亭子就是传说中的聚贤亭，旁边
的湖就是扶龙湖。”70岁的村民张寨安告诉记者。

“聚贤亭和扶龙湖也是有传说的。在西汉末年，王莽
篡位，要将刘姓宗室赶尽杀绝。当时汉宗室刘秀逃亡途
中，在化身台停下来休息时，追兵到了，他慌乱中躲到孔
沈邓村，潜入湖中，逃过一难。”78岁的村民孔宪联告诉
记者，后来刘秀称帝，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
汉”。后人为纪念刘秀，便把这个湖称作“扶龙湖”。

孔宪联说：“历史上曾有不少文人贤士登亭观湖，祈
福国泰民安，后人便称此亭为‘聚贤亭’。”

孔宪联说，这里以前是个臭水沟，修建文化广场时，
便把这个湖重新整修了一下。“现在这里是村民们休闲健
身娱乐的地方。晚上，很多村民聚集在文化广场上跳广场
舞。”

在该村，除了聚贤亭和扶龙湖外，相传春秋时期孔子
周游列国时经过此地，留下了孔庙、孔井遗址。

“我小的时候，听老一辈的人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在
俺村停留过，后人在这里建起了孔庙。民国时候，孔庙是
当时的私塾，我还在那里上过学呢。”孔宪联告诉记者。

记者跟随村支书张矿生来到孔庙、孔井遗址。“孔
庙、孔井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破坏掉了。附近的村
民非常重视村庄的历史文化，都不在这两个遗址上盖房
子，而是种上了树。我们村打算把这两个遗址再建起来，
让孔子的儒家文化在我们村继续传承下去。”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村落

走进村文化广场，一条数米长的光荣榜出现在记者眼
前，榜上张贴着 “好媳妇”“好党员”“文明卫生户”等
二十余人的照片，还有该村旧貌换新颜的对比图片，让人
感受到文明、向上的气息。

“孔子周游列国时，在我们村里留下了历史文化遗
迹。我们在村里建这样的光荣榜，就是为了激发更多的村
民学习、发扬传统文化，践行传统美德，建设和谐家
庭。”村支书张矿生告诉记者。

在村文化广场一角，记者看到一面爱心墙，上面挂着
一件件村民捐赠的衣服。“把你不用的衣服挂上墙，献一
份爱心；把你需要的衣服取走，增添一丝温暖……”通过
这样的方式，让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在村里发扬光
大。

在村里的文化一条街上，记者看到，一幅幅通俗易懂
的漫画、诗配画等，向村民传递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新二十四孝、道德古训、村规民约等内容，营造
出浓厚的全民守礼氛围，一股股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充分利用广场、主要街道、
村居文化墙等，让道德文化在每个村民心中生根发芽。”
村支书张矿生说，通过这些方式，村里的文化氛围变得很
浓厚，村民生活朝气蓬勃。

朝气蓬勃的新农村

“我家乡孔沈邓，溵水之滨河之阳；孔子周游来讲学，化身
台名扬四方；水陆交通皆发达，自古就是好地方；人杰地灵物
丰富，儒家思想渊源长；沙河之阳新村庄，伏龙湖畔桂花香；
聚贤亭里喜迎宾，路平景美赛天堂；民风淳朴讲和谐，合作奋
进奋小康；明理诚信守孝道，耕读传家美名杨。”每天早晨 7
点，孔沈邓村的广播里就会准时响起高亢嘹亮的村歌。这首按
时唱响的村歌对村民们来说，就像定时闹钟一样，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偶然一天没听到，还真有些不习惯。

“村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村民自己唱出了原汁原味的生
活，真实地道出了村子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新气象。作为全镇最
早有村歌的村落，孔沈邓村的村民都很自豪，村歌不仅通过广
播每天在全村回荡，每当村里举行活动或召开大会前，播放村
歌录像更成为固定流程。一些村民一有空就跟着唱，也吸引不
少村组前来取经。”村支书张矿生告诉记者。

“我感觉，一个村没有自己的歌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
样。每天唱着唱着，觉得特别有归属感。”村民张文生说着说着
便唱了起来，“我的家乡孔沈邓，溵水之滨河之阳……”

“正所谓‘说得好不如唱得好’，了解一个地方，与单纯的
文字介绍相比，歌曲更容易被人记住。”村支书张矿生告诉记
者，通过自创歌曲的方式宣传家乡，唱出村里的文化历史，既
有趣味，还能提高知名度。

村歌唱出新气象

扶龙湖倒映着美丽乡村。

孔沈邓村道路宽敞，村容整洁，民风淳朴。

新建的耕读园古色古香，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

孔沈邓村的文化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