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街一桥一寺一树一英雄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责编：谭艺君人文沙澧06

颍河，漯河西北部的一
条重要河流，宛若一条玉带
缓缓流淌在临颍和郾城两
地。村落依河而建，星罗棋
布，叫×曲村、×湾村的村
庄颇多。在这些村落中，有
个村庄非常有名，用当地人
的说法是：村子风水好、出
人才，最负盛名的就是“一
街、一寺、一树、一桥、一
英雄”。

它就是临颍县台陈镇王
曲村。这个古村究竟有多少
故事？近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探访临颍县台陈镇王曲村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实 习 生 何 爽

7月11日，烈日炎炎，记者
来到王曲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村子在历史上多次更名。宋
朝时村名为岔南村，后因流经此
地的河流改名为黄龙渠，故得名
黄龙镇。后由于避难的人在此地
修建了一座寺庙，村名又改为吉
祥寺村。后来，有两位大姓王家
到这里居住，该村改名为王曲村。

村子布局讲究，呈“龟背”
形，中间高，两头略低。由于地
势独特，明清时期多有发大水的
情况下，此地却安然无恙。村子
正中央是个十字街，两条南北主
街交叉，村里30余条小巷交织。

张德进的火烧铺就紧挨着十
字街。铺子是一座老房子，墙
壁、房梁和房顶的方子都是木质
的，房檐有雕刻的砖花，房梁上
也雕有各式花纹，房柱为合抱粗
木圆柱，没有一颗钉子，全系卯
榫嵌合。“看这个柱脚，已经风
化了。”张德进说，这座老房子
是祖上传下来的，虽然也有修
补，但大体结构没有改动。

房子西墙脚一块方砖上刻着
一列列小字，尽管有些字迹已经
难以辨认，但大意还能读懂。方
砖上的文字是清朝咸丰四年制订
的集规，还确立了集市度量衡。
这些文字一方面证明这座老房子
至少有163年的历史，另一方面
也显示出当时集市的繁华。

据王曲村志记载，咸丰初年
这里修建了石桥。当时的县官不
许集会，后来有人在桥头进行小
规模商品贩卖，县官看挡不住了，
就同意集会。集市热闹后，村里
大户人家开始在十字街的好地段
盖楼。当时村里出了一位武举
人，成立了王曲集。集市繁华
后，带动了餐饮业、手工业、商
贸业的发展。据村志记载，当时
临颍西南一带纺纱、织布业发
达，几乎家家纺织，布客云集繁
城、王曲，仅王曲村就有布店30
多家、饭铺32家。民国时期，这
里的餐饮业更是一枝独秀。解放
初期，村民亦农亦商，兼营手工
副业、建筑业、修配等，从事商
业者占90%以上。到现在村里还
保留着玉米穗皮等草编手工业。

十字街曾是热闹集市

王曲村西南有一座石桥，桥下
就是颍河故道。这座石桥和台陈镇
名人陈星聚还有渊源。村里有一块
石碑，碑文为 《重修石桥碑记》，

“邑西南去城十五里有镇名曰王曲，
西枕颍水，落有石桥一座……近因
时久年湮此桥，又复损坏……时有
孝台村陈君星竹商桥镇田君春雨，
目撃心伤，忾然有重修之志，第工
程浩大，财用难及，因募化四方，
共襄厥事，鸠工元材，自光绪八年
（1882 年） 二月中修，本年四月中
告竣。”碑记中的陈星竹，便是陈星
聚的弟弟，他和田春雨募集钱财重
修此桥。新桥和老桥相比高起三

尺，并不是图壮观，而是此处有码
头，为方便装卸人员，才如此整修。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这是
一座13孔、长约30米的石桥，桥下
的河道已成庄稼地，桥面距离河底
有两米多，桥墩是用青石垒砌而
成，距桥面最近的青石上还刻有龙
头形状。站在桥上，可以想象到当
年舟楫穿梭、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传说之前龙头里有龙胆，一旦
河里涨水，就会搅动龙胆，发出

‘哗哗哗’的巨响，提醒村民们涨水
了。”村干部孙国军介绍说，尽管石
桥已经风蚀，但依然发挥着作用，
是周边村民出行的交通要道。

百年石桥横跨颍河故道

村中还有一座古寺，叫吉祥禅
寺，始建于唐僖宗文德年间，寺院
香火鼎盛于唐、明、清时期，方圆
百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钟声响彻
数十里远。 唐、明、清时期，中原
文人墨客经常欢聚寺院，赋诗吟
对，畅饮抚琴，在寺内留下不少墨
宝。首任台北知府陈星聚也曾在此
寺苦读诗经，而后学业有成，名扬
四方。辛亥革命后，寺庙变成了临

颍县第二高小，出了不少人才，英
雄葛洪臣和为抗击日寇英勇牺牲的
李鼎新，均是这里走出的学生。

由于历代官方及百姓的精心维
护，寺院始终完好。后因战火和政
治运动，天爷阁、头佛殿、三佛
殿、山门及部分建筑拆除。

近年来，不少百姓又纷纷捐资
重修寺院，按照原有建筑风格布局
规划，现已建成头佛殿等。

千年古寺传承悠久文化

吉祥禅寺二佛殿前有棵银杏
树，树龄距今约 1390 年，枝繁叶
茂，犹如一把巨大的绿伞，四个成
年人才能环抱大树一圈。

银杏树生长缓慢，寿命极长，
从种下到结果便要20多年，40年后
才能大量结果，因此有人又把它称
作“公孙树”，意为“公种而孙得
食”，是树中的老寿星，具有观赏、
经济、药用价值。这棵树每年都吸
引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

听管理寺院的老者说，近些

年，县委、县政府和林业部门都十
分重视对这棵古树的保护，定时给
古树浇水、施肥、看病输液，使这
棵古老的银杏树枝繁叶茂，虽历经
千年，却越长越旺。2015年此树被
评为国家一级古树名木。

这棵银杏树从北宋时期就屹立
于此，历经沧桑，看惯金戈铁马、
风云变幻，看惯悲欢离合、人情冷
暖。它以顽强的生命力，见证历
史，也见证了临颍人民的幸福生
活。

银杏树屹立千年如今成风景

在王曲村采访时，一户农家院
落吸引了记者，只见院门上方挂了
一块红色牌匾，上书四个大字“祖
国英雄”，这便是抗美援朝特等功
臣、二级战斗英雄葛洪臣的故居。

1947 年，刘邓大军解放了临
颍，19岁的葛洪臣带头参军。战斗
中他勇猛过人，在解放中南的战斗
中，获得“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
写下血书参战。在朝鲜战场的两年
里，他参加了数十次战斗，多次立
功受奖。上甘岭战役开始后的第 4
天，他拉响了自己的最后一颗手
雷，与美军同归于尽，时年 24 岁。
1954年，被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名为

“祖国英雄”，门首立了光荣匾额。
2016年清明节前夕，临颍县政

府在王曲村建立了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及英
雄广场，供后人瞻仰纪念，国务院
还批准王曲学校更名为洪臣学校。

“我们村里还有个抗日英雄李鼎
新，他组织了 100 多名青年成立抗
日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
活动。1944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
被捕，后被日军杀害。”82 岁的翟
继宗老人说，英雄故里，红色基因
代代传。村里还有三位抗日老兵，
其中老兵翟卫东还参加了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大会。

另 外 ， 据 临 颍 县 志 记 载 ，
1927年，王曲村就成立了地下党支
部，这也是临颍县最早的地下党支
部。据翟继宗老人介绍，村里有一
座破房子，就是当年中共地下党的
秘密活动场所，“那时候地下党一开
会，爷爷就让我去门外把风。”谈及
这些，翟继宗老人一脸自豪。

老人曾是一名教师，现在虽然
已年过八旬，依然坚持写作，他
说：“我要把王曲村的历史和光荣传
统写下来，让后人发扬光大”。

英雄故里的“红色传承”

张德进的火烧铺是座老屋，至少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村子十字街有块石头，据村民介绍，这是清代的
拴马石。

石桥。

千年银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