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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村落的传奇历史

“孩提时，就常听村里老人讲征羌
故 城 的 往 事 。 那 富 有 传 奇 色 彩 的 故
事，使我开始留意、追寻她的往昔，
还原她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的轨迹。”
在考证砖桥历史过程中，李保产饱含
深情。

据《后汉书》载：“征羌侯国，有安
陵亭。东汉建武三年析召陵县，置征羌
县。”《水经注》载：“又东南迳征羌县，
故召陵县安陵乡安陵亭也。”《商水县
志》 载：“汉代商水县境分属阳城和汝
阳，东汉废阳城改征羌。”

“据此分析，当时应是废阳城县，并
和召陵县析出的一部分，在安陵这个地
方置征羌国（县）。”李保产说。

那么，征羌之名又从何而来？
征羌作为独特的地名，与东汉时期

的一个传奇军事人物来歙有关。来歙，
字君叔，南阳新野人。其父来仲，曾任

谏议大义，娶光武帝刘秀之姑为妻。光
武帝时，陇中和巴蜀一带由羌人把守，
并不断骚扰中原。建武三年 （公元 27
年），时任太中大夫的来歙主动向皇上请
缨出使陇中。他与羌人首领鬼嚣谈判，
使其停止作乱。于是光武帝任命他为中
郎将。谁知来歙返回后，羌人仍我行我
素。建武五年，来歙再次率兵出史隗
嚣，让其联合出征蜀地的羌人。隗嚣不
但不同意，反而想杀掉来歙。来歙临危
不惧，斥责隗嚣。建武八年，他率兵攻
取略阳，一举击败那里的羌人。建武十
一年，来歙出征蜀地的羌人时不幸身负
重伤，他给皇上写绝笔信说：“我没能完
成最终战胜羌人的任务，愧对皇上的重
托……”写完，便自刺身亡。

光武帝得知来歙为国捐躯的消息，
亲自吊丧送葬，并设征羌国，封来歙为
征羌侯，并赠国印，赐封节侯。后来，

来歙的儿子来褒、孙子来棱都曾任征羌
侯。永平十七年 （公元 74 年），皇上封
女儿为武安公主，并且将其嫁给来棱为
妻。

“征羌国 （县） 在历史的长河里大
约存续 400 年时间。现故宫博物院尚存

‘征羌国丞’铜印一枚。”赵永胜告诉记
者。

在近代，砖桥又称古城店、新寨
集、太和寨等。经过多年的考证和勘
误，李保产还复原了砖桥作为古商贸重
镇——太和镇时期的原貌图。在图中，
小镇设有四门，街道纵横，店铺林立，
寺庙景点遍布，寨墙高筑。

“如此繁华古镇，在当时是何等辉煌
和荣耀！”村支部书记胡友昌信心十足地
说，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相信不远的将来，砖桥会再现辉煌和繁
华。

曾经征羌国 一段传奇史

始于春秋时期的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汾河从村子西南向北绕村东流去。汾河的支流小汾河，在村子
的东北约400米处注入汾河。两条静静流淌的小河哺育着这座千年古村落，似一颗玉带上的明珠，在历史
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5 月中旬，正是初夏时节，阡
陌纵横的田野，孕育着无限希望。
砖桥这座千年古村落，宛如清水出
芙蓉的乡村少女，不妖艳不张扬，
静静地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52岁的李保产是召陵区青年镇
砖桥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到了家
乡，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和历史文化
研究工作，家中藏书盈栋。34 年
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李保产，只
要一有时间，就在村里的大街小巷
寻物访人，在史书中追寻先人足
迹。村里的角角落落，他走了无数
次。可以说，闭上眼睛，他能在脑
海里把小村“走”一遍。

“多亏俺村这个文化人，要不
我们村的这些传统文化还被埋没
着 ， 这 些 厚 重 的 历 史 无 人 人 问
津。”砖桥村支部书记胡友昌感慨
地说。

走官道，观寨墙，赏汾河，看
遗存……在砖桥人的眼中，这个北
依汾河、小汾河，东南临杨寨遗
址，古官道穿街而过，南扼蔡汝，
北据陈汴诸州，历为军事重镇的小
村，是值得他们自豪的地方。

砖桥自古人杰地灵，文化底蕴
深厚。“自古以士秀、民勤、风
淳、俗厚、揖让而著称”（乾隆五
十八年重修玉帝阁、祖师庙、火神
殿、元帝庙碑记）。东汉名士范
滂，明代辽阳都司李安石 （军政总
揽，相当于现省部级），清代骠骑
将军 （相当于现大军区兵种司令
员）萧九有即今砖桥人。20世纪50
年代初，这里尚有李安石墓和萧九
有墓。

砖桥古寨素有避乱佳寨之称，
并有“过了清江 （指汾河） 入太
和，太和寨里得安乐”之说。其二
百 （柏） 一所楼，三百 （柏） 一所
庙，百步倒流水，一里三拱桥，溪
水浮秤砣，（莲花池） 水涨墓高，
还有东宫园、西宫园，并称“八大
景”。古寨以宗教建筑和宗教活动
为盛。井、河二水相通的玉帝阁，
专烧周口的火神殿，憨态可掬的铁
佛亭，暮鼓朝钟的清凉寺……其典
故众多，建筑别致奇特，“貌巍
峨，楼阁特起，洵足为四民互敬
仰，神圣所凭”（乾隆十六年重修
东岳庙碑记）。 此外，端庄雅致的
过街牌坊，涓涓而流的护城河，城
门和碉楼把守的古城墙，登一楼而
揽四方的“洋楼”等，增添了别样
的景致和历史的厚重。

安谧砖桥村 文化底蕴深

“ 春秋时，砖桥一带称安陵，置安
陵国。秦置安陵县。这在史书中和现代
史学家的考证中已被确认了。”提起砖桥
村的历史渊源，市博物馆副馆长赵永胜
肯定地说。

民国时《郾城县志》载：“两周时郾境
内曾设安陵国；秦时置有安陵县；东汉、
魏、晋均设有征羌县，下设有安陵亭侯
国。”另据《后汉书·郡国志》载：“古之安陵
位于召陵南以东三四十里，系楚之北界。
楚宣王（前369年~340年）封安陵君，不久

又改封邑。怀王时，于此连置二县。”
李保产在《水经注》 中也找到了相

关记载：“汾沟也就是现在的汾河，往东
南经召陵故城南，再往东南经征羌县，
故召陵县之安陵乡安陵亭也。”

《后汉书·郡国二》 记载：“召陵，
有陉亭，有安陵乡。征羌，侯国，有安
陵亭。”“征羌见郾城县，杜佑云：安陵
在郾城东南七十里。”

史书中的记载，在文物发掘中也得
到了验证。1987 年 1 月，湖北荆门十里

铺镇王场村发掘的二号楚墓出土竹简448
枚，有字者 278 枚，对研究这一时期的
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据此，武汉
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少华研究后，发表于
1997年第四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文
章，对“安陵”做了比较深的探讨。

据徐少华考证，简 105、117、153、
154所记安陵，即《战国策·楚策一》所
载楚安陵君所封之“安陵”，《后汉书郡
国志》所载的征羌之“安陵”，在河南郾
城县东南七十里左右。

千年古村落 始于安陵国

“砖桥那些事儿”之一
编者按：

召陵区青年镇
砖桥村，这个始于
战国时期的古老村
落，有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可谓人杰
地灵，底蕴深厚。
记者近日来到砖桥
村，就村落的历史
渊源、历史遗存和
名人文化等进行了
采访，分三部分把
千年古村落的风情
介绍给广大读者。

李保产绘制的砖桥称为太和寨时期的全貌图。
绕村而建的寨墙是这个古村落历史的见证。如今村里遗存

的寨墙受到了保护。

村里保存着多块介绍砖桥历史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