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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宅老树诉说岁月沧桑古宅老树诉说岁月沧桑

□□文文//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陶小敏陶小敏

在临颍县大郭镇，有一个因纣王和妲己的传说而得名的村庄——纣城。近日，记者在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村落采访时发现，这里
除了有动人的故事和神话传说，还有几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一座古宅至今还有人居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
落，聆听历史风云和岁月的无尽诉说。

3 月 31 日，记者来到距临颍县县城约
20公里的大郭镇纣城村，这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古老村落。据《临颍县志》记载，相
传，上古尧让天下与许由，许由不受，曾
隐居于此，名许由店。商朝时商纣王曾携
妲己游玩至此，建立皇城与行宫，城周长
12里，城壕宽50米，名为纣城。

“我19岁嫁到这个村子时，南城门和东
城门都在，北城门还有一半，现在啥都没
有了。”今年73岁的村民陶秀琴告诉记者。

纣城明代为纣城镇，包括今纣城、吴
城、张城、刘城、李城、曹城六村，清咸
丰年间筑寨，名永清寨，为临颍四大古镇
之一。纣城村位于襄城、舞阳、郾城、临
颍四地边界，分为纣城北村和纣城南村两
个行政村。说起村子的故事，不少村民都
如数家珍。村民寇中方甚至花费20多年时
间，编写了《纣城村志》，对纣城村的历史
变迁、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等进行考证记
载。寇中方今年73岁，他带着记者，在纣
城村边走边看边聊。

“纣王为了让妲己高兴，专门建了一座
花园，种着数百种花。为了赏花方便，又
专门建了赏花台和望花渠。你看，地势比
较高的地方就是望花台，望花台西边就是
望花渠。”顺着寇中方手指的方向，在纣北
村的农田里，记者看到了一大片麦地，这
片麦地的地势比周围的麦田高出约三米，
形成一座高岗。而曾经的望花渠的位置，
如今也是庄稼地和村民的房屋。寇中方
说，纣王和妲己游玩的地方尽管如今已经
面目全非，但仍有遗迹。几千年前这里发
生的故事，被村民们口口相传，依然在这
片土地上流传。

行走在纣城村，几座古老的建筑尤其
显眼。寇中方告诉记者，明清时期的古建
筑，村里目前有四五座，有两座房子保存
完好，现在看上去还很气派。

“这两座房子属于清乾隆时期寇云阁和
寇云台兄弟两个的，这兄弟两家有15个男
孩，家谱上有记载。”寇中方介绍说，两座
房子一座还有人住，另一座如今已经荒废
了。“房子上的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了。”

仔细观察眼前的建筑，高大的门楼，
门楼上的瓦石雕刻工艺精致，屋脊造型独
特，据寇中方介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屋脊六兽”。门框、门槛、门墩石都完好
无缺，穿越岁月，静静等待着房屋主人和
来客。台阶下的一端有一个排水口，遇到
雨雪天时，院子里的积水就会从这个口子
流出来。“你看这雕刻，过去工匠们的手
艺，咱不得不佩服！”寇中方说，门楼上的
雕刻，不管是木雕还是石雕，都很立体，
栩栩如生，充满艺术性。采访时，这座古
宅的主人并不在家，透过门缝，记者看到
一面屏风墙，墙上有水墨画和书法。寇中
方表示，这面墙是后来翻修的。从院子里
可以看到，院内的房子房檐上雕刻着惟妙
惟肖的十二生肖。

“老房子的瓦很结实，现在还能用
呢！”村民李天顺今年67岁，他告诉记者，
他家也有一处明清时期的老房子，前不久
刚刚翻修为新房。他建新房时，使用的就
是老房子的瓦。

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

在纣城村村中心，有一棵远近闻名
的千年古槐，距今有 1200 多年的历史，
是《临颍县志》里记载的全县最古老的
树。寇中方介绍，相传，这棵古树栽于
唐朝时期，那时纣城建立了驿站，这棵
槐树当时就栽在驿站里。

3月31 日，记者来到千年古槐的位
置时，书有“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及密
密麻麻小字的《纣城史志》石碑映入眼
帘，石碑前方只有一棵新的槐树苗。寇
中方告诉记者，古槐树在2010年冬天的
一个晚上，不幸被村里一个智障人士连
夜砍倒，之后还被连根拔起。从此，千
年古槐消失了，村民们至今还在惋惜慨
叹。

“这是我 1997 年跟古槐树的合影。”
寇中方边给记者看他与古槐树的一张合
影，边介绍这棵古树与纣城的历代乡亲
有着怎样亲密的联系。据了解，古槐树
在时，乡亲们把槐树当作美好生活的护
佑，树周围有杂物，村民都会主动清

理；邻里有矛盾、家庭有纷争，或者有
所求，都会到大槐树前烧香祈福。

除了本村村民，方圆几个村的村民
也经常来大槐树这里烧香祈福。后来，
还有村民自发用砖砌起一座四尺高的墩
子，把老槐树的树干支起来，并刻上

“千年古槐”四个字，在其上写诗颂扬古
槐的历史和意义。

“我小时候经常跑到纣城玩，那时候
这个大槐树下人多得很，都是来烧香
的。”一位来纣城村走亲戚的曹姓村民告
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在纣城村，还曾有一
座建于北魏时期的龙泉寺，明朝时重
建。纣北村村民李桂花今年74岁，在她
的印象中，龙泉寺分为前大殿和后大
殿，方圆数十里的乡亲都来烧香。纣北
小学的校长曹雨涛告诉记者，1985年修
建纣北小学时，还挖出了明清时期重建
龙泉寺的石碑。现在，这些石碑被埋在
学校东侧一角的地下。

千年古槐的传说

在寇中方家，有一部他呕心
沥血写出的 《纣城志》，该书详
细记载了纣城村的历史变革、人
文故事和历史典故等。

寇中方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近40年来，他一直在村子里经营
一家小卖部。1994年春，省里和
县里几个专家来村里，寻访村子
的历史古迹及早年的石碑等，几
位专家对纣城作为古村落却没有
严谨的文字记录保存历史，而是
靠村民口口相传传承历史表示遗
憾。“纣城是座古城，村里有几
千口人，应该有村史。”一位专
家郑重其事的话语让寇中方下定
决心，从自己开始，为纣城写一
部史书，专门记载村子的各种珍
闻奇事、重大变迁及有成就的
人，让后人记住家乡的历史。

说干就干，寇中方和村里几
位老教师开始了《纣城志》的编
纂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位
老教师因故或因病离开，寇中方
却一直坚持着。为了某些故事的
真实性，他天南海北找老乡和知
情人求证，几易其稿才成书。

“我是手写的，儿子帮我用电脑
打出来。”寇中方说，家人对他
的工作都很支持。“大家给我捐
了两万块钱，我自费一万元，印
刷了 500 本。”拿着蓝色封皮的

《纣城志》，寇中方对记者说。
翻开这本 《纣城志》，目录

里涵括历史、经济、政治、文
化、人物等多方面信息，呈现了
纣城的历史和变迁，散发着一位
老人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

在寇中方家，还有一套书被
他很好地珍藏着，那就是寇氏家
谱。“这是全县唯一一部完整无
缺的家谱，一本在县档案局放
着，另一本在我这儿。”寇中方
说话间，拿出了四册线装书。书
封面上写着 《寇氏宗派》 四个
字，打开蓝色布封皮，里面共有
七本书，分为长门宗派、二门宗
派、三门宗派、四门宗派四册。
翻开内页，是一页页毛边纸，毛
笔小楷竖行折式抄写。

“尊重历史、记载历史，是
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我们希望
纣城的历史和文化得到更好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为更多的人所
了解。”寇中方说。

一本家谱
记载纣城寇氏的变迁

临颍县大郭镇纣城村探密

记者翻拍的1997年寇中方跟千年
古槐的合影。

村里明清时期的老宅子，至今还有人居住。

寇中方家保存的家谱 《寇氏宗
派》，记载了纣城寇氏家族的来源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