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汇区问十乡

子路问津处 古树守乡土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青春蓬勃，又
古韵犹存。一座桥、一条街、一块墙、
一棵树……这些斑驳的历史标记承载着
城市深厚的文化记忆。本版征集展现漯
河地域特色的文化线索，如文物古迹、
历史人文、民间手工艺、文化现象、文
化事件、文化人物等。如果您身边有这
样的线索，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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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的名胜古迹、历史传说
犹如一座取之不竭的宝藏，在乡
野，在陋巷，你随时会与一个个
文化坐标不期而遇。日前，记者
来到源汇区问十乡前李村，寻访
一棵据说有着300多年树龄的槐
树，发现问十乡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散落
的古迹、传说就像藏在妆奁中的
美玉，散发着久远的光华。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这棵古槐树在源汇区问十乡前李村
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且人人都把它
当作村子的骄傲。记者见到这棵槐树
时，也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折服。

古槐树位于一户村民家门前，树下
是一条平坦的水泥路。它不算高大，却
枝繁叶茂，撒下斑驳的树荫。它的树干
朝着一侧倾斜，仿佛一位谦虚的绅士正
在躬身致意。由于年深日久、雨水侵
蚀，树干上自然形成一个中空的树洞，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它坚韧地支撑起满
树的虬枝翠叶。

居住在古槐树旁的 67 岁村民黄全
山告诉记者：“我听爷爷说，他小时候
这棵槐树就在。老一辈人都说，这棵树
至少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在村民们
眼中，这棵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繁茂的
古槐就是一个奇迹。一些人相信树上住
着老槐爷，春节时有不少人在树下烧香
祈福，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黄全山告诉记者，这棵树能保留到
现在，离不开全村人的共同爱护。“几
十年前，村里修路，这棵树就挡在路
上。当时村民们都认为，这棵树不能
毁，于是就让路绕树而过。时至今日，
树下的这段路还是弯的。“黄全山说。

在问十乡，这样的古树不止一株。
在村民指点下，记者还在距离前李村几
里之遥的坡陈村见到了一株具有上百年
历史的桑树。与古槐不同的是，这棵桑
树粗壮高大，颇有气势。当地村民讲，
这株桑树周围很早以前是一片墓地，现
在墓地已消失，桑树越长越旺，成为一
景。

为护古树，村路绕树而过

树虽无言，却能讲述问十乡人的善
良和对自然的敬重。记者在采访中进一
步了解到，问十乡的人文底蕴很是丰
厚。记者自前李村前往坡陈村的途中，
经过问十村，村口牌楼上的一副楹联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子路问津地千年古
镇，冠英办学堂英才辈出”。

怎样的厚重历史才能匹配“千年古
镇”之誉呢？这还要从“子路问津”的
故事说起。子路人们并不陌生，他是孔
子的弟子。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在路
过此地时遇到河流的阻拦，师徒们苦苦

寻找，却找不到过河的渡口在哪里。就
在这时，孔子看到了两位在田间耕种的
隐士，便让子路去向两位隐士询问渡口
的位置。一位隐士得知车上坐的是孔子
后对子路说：“他不是圣人吗？自然知道
渡口的位置。”另一位隐士对他说：“当
今天下大乱，犹如滔滔洪水，谁能改变
这样的世道呢？你与其跟着那个总是躲
避坏人的人到处游历，还不如跟着我们
这些避开乱世的人，做个隐士吧。”子路
向孔子报告了两位隐士的话，孔子听了
怅然若失，他说：“人不可能与鸟兽为

伍，只能和世人打交道。要是天下太平
有道，我为什么还要和你们一道去改革
呢？”

“子路问津”的这段故事因被载入
《论语》而名垂青史。孔子虽找不到渡口
的方位，却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为人处
世之道，令人钦佩。据有关学者考证，

“子路问津”的故事就发生在问十村，该
村村名来历也与此有关。在问十村，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村民，对于孔子与村
子的渊源可谓妇孺皆知，且人人以此为
傲。

青史佳话，子路问津之地

在这个千年古镇留下故事的名人
中，不仅有孔子，还有一位大人物——
汉光武帝刘秀。这就要从王莽代汉、刘
秀起义的历史说起。西汉末年，政局动
荡，王莽以外戚身份取代刘汉，建立新
朝。新朝末期，天下大乱，刘氏宗亲刘
秀举兵起义，与王莽政权展开了斗争，
留下了许多王莽追刘秀的传说。

据说有一天，刘秀被王莽追赶至问
十村，人困马乏，口渴难耐，难以行

走。就在此时，刘秀所骑战马忽然扬蹄
在地上刨了几下，地上立刻涌出一眼泉
水。人马喝了泉水后恢复了精神，继续
赶路，摆脱了王莽的追赶。在问十村村
民指引下，记者来到马刨泉处，所见只
有一条干涸的沟渠。

村民告诉记者，这眼泉水原本水
量充沛，十分清澈，数九寒冬也不会
结冰。附近村民相信喝了这眼泉水能
够 强 身 健 体 ， 因 此 村 人 常 来 取 水 饮

用 。 可 惜 的 是 ， 马 刨 泉 已 毁 于 “ 文
革”时期。

离马刨泉不远处有一座古桥，名叫
双凤桥，石质桥体上到处是岁月侵蚀的
痕迹，却也显现年代之久远。桥身拱券
上有龙纹雕刻，十分精美。此外，村内
还曾有一处名叫打狗坟的古迹，传说是
刘秀埋葬爱犬的地方。只是这处遗迹早
已无人知晓具体在何处了，空留其名，
令人遐想。

刘秀起义，坐骑刨土引泉

在问十村一路寻访，热情的村民
告诉记者，问十村还走出过国民党高
级爱国将领梁冠英，他曾在此兴办学
校，回报家乡父老，还曾帮助地下党开
展活动。

梁冠英出生于1895年，青年时投西
北军冯玉祥部入伍，后接受蒋介石改
编，任25路军总指挥。梁冠英与共产党

人素有交往，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对
革命事业充满了同情和支持。他曾资助
左翼作家传播先进文化，也曾巧妙监视
海上日军行动，还曾在水灾时带病亲自
筑堤挖河。新中国成立后，梁冠英曾任
苏州市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于苏州。

梁冠英一生都牵挂着家乡。1927
年，他得知问十百姓遭受12军戴民权部

劫掠，果断派兵解救；1928年，郾城大
旱，他慷慨解囊，向家长父老捐资赈
灾；1935 年，他在问十创办冠英小学，
并以此保护地下党员的活动。冠英小学
就是现在问十乡实验小学的前身。民国
二十二年，乡人为梁冠英树碑一通，碑
文题曰“总指挥梁公子超懿行颂有序”。
2011年，石碑重新树起在双凤桥头。

创办学校，将军故土情深

古槐树的树干已经中空，但仍枝繁叶茂。

离马刨泉不远的地方有座古桥，当地人称之为“双
凤桥”。如今，古桥已经没了往昔的风采，只留下龙首和
一些雕刻花纹的石砖。

问十乡实验小学的前身冠英小学，原来的大门还保
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