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责编：谭艺君

文化 17LUOHE 漯河

留住老祠堂的历史记忆
■有300年历史的张氏祠堂亟待修缮■文保部门呼吁设立专项文物保护基金

张氏祠堂位于
召陵区老窝镇河状
村，约有 300 年历
史。这座古建筑承
载着明朝永乐年间
山西移民迁居河南
的历史记忆。

然而，由于年
久失修，作为市、
区两级文保单位和

“河南古代暨近代民
居民间建筑保护项
目”，漯河张氏祠堂
已经部分坍塌。

河 状 村 位 于 召 陵 区 老 窝 镇 西
面，在市区沿沙河东侧河堤，驱车
30 多分钟可到达。村民张富村从事
一辈子的教育工作，尽管今年已经
86 岁了，但老人精神矍铄，对社会
公益活动很热心。“走吧，我带你去
看看，村里的张氏祠堂破旧不堪，
东侧的墙已经倒塌了！”近日，张富
村见到记者后，简单寒暄后，就快
速转身向村中走去。

张氏祠堂在村子的中北部，破
旧的大门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
写着“召陵区第一批保护文物单
位”，落款单位是“召陵区人民政
府”，时间是“2006 年 8 月 15 日”。
祠堂的大门门锁有些锈蚀，围墙沧
桑斑驳。

打开院门后，记者看到院内杂
草丛生，院子的东墙已经倒塌。经
过祠堂的拜殿之后，记者进入正殿
看到，东侧的殿墙也已经坍塌。“这
祠堂已经存在近300年了，再不修就
没了！”张富村说。

300年老祠堂东墙坍塌

在正殿的暖阁上，张富村老人指着上面
“世务耕读 书香绵延”的字样和中间供奉的
“大明进士张公讳礼暨列祖列宗灵位”对记者
说，“世务耕读 书香绵延”是治家格言，中间
供奉着河状村张家的始祖，他生活的年代距今
已经有611年了。

张富村老人向记者介绍说，张家始祖原居
山西洪洞县。在明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
先祖任陕西省华州知州，后受诏调遣山西部分

百姓迁居河南，至如今的河状村。先祖知书达
理，通经博学，安居此地后，约法三章，对子
孙提出了治家格言。此后，始祖后人恪守家
训，耕读传家，家门兴旺，并在清乾隆年间，
开始兴建祠堂。

“张家祠堂在最兴旺时，占地有700多平方
米，院中松柏叠翠，正门、拜殿和正殿气势恢
宏。但1927年，祠堂在军阀混战中受到破坏，
直至1993年，张氏后人集资维修。”

承载明朝移民的历史记忆

张氏祠堂的拜殿东西两侧，分别悬挂着两
个繁体字牌匾“双凤齐飞”和“寒潭秋月”。
张富村老人告诉记者，这牌匾代表着张氏先贤
的荣耀。“双凤齐飞”指的是张家八世祖张问
政遵循家训，耕读传家，严于教子，所生三子
中，长子凤翳 （读 yì）、次子凤翮 （读 hé）
科考皆中进士。“寒潭秋月”匾额的落款赠送
者为“江南镇江州同僚乡绅”，讲述的是张家
九世祖张翔伯出任江南镇江州知县时，严于律
己、廉洁奉公的事迹。

记者注意到，祠堂拜殿上方雕梁画栋，两
侧还存有清朝时的碑文，上面详细记录着祠堂
的修缮以及大事记。尤其是拜殿和正殿的建筑
砖雕，非常精美，可以窥见昔日祠堂的辉煌景
象。

“漯河地处中原腹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
之地，张家祠堂这类民间古建筑很是稀有。”
10月9日，市文广新局文物保护有关负责人齐
新卷告诉记者，张家祠堂对研究移民文化以及
民风民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雕梁画栋建筑精美

采访中，张富村老人向记者展示一本《张
氏家谱》，里面详细介绍了河状村张氏一门的
繁衍生息情况，如今张氏已经传至第二十世，
家谱记录了因历史原因分布在周围县市的5000
多族人的分支脉络。

“张氏祠堂是河状村张姓的精神家园，它
的存在能促使我们团结起来，更好地建设和谐
社会。”张富村老人说：“如今张家祠堂年久失
修，亟待市文物保护部门伸出援手。”

据了解，2006 年和 2008 年，召陵区政府

和市政府分别将张家祠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张氏祠堂被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公布
为“河南古代暨近代民居民间建筑保护项目”。

“作为市级文保单位的张家祠堂，因为缺
少完善的维修计划和方案，以及对口项目的财
政资金支持，面临如今的窘境。”采访中，齐
新卷呼吁，目前我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工作面临
严峻挑战，应加快设立我市专项文物保护基
金，这样可以方便、快捷地加强全市文物保护
工作。

张氏祠堂亟待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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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祠堂东面的围墙已经倒塌，亟待修
缮。

▲张氏祠堂内精美的砖雕。

▲老人向记者展示《张氏家谱》。 ▲张氏祠堂雕梁画栋，虽历尽沧桑，仍然颇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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