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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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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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您有这样的线索，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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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老寨村 村名见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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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寨村，召陵区召陵
镇林庄村所属的一个自然
村。该村位于召陵古城旧
址的核心部分，已有千年
历史。当地吴氏后人告诉
记者，随着历史的变迁和
人口的繁衍，这个村子曾
被称为“小寨”“大寨”
“老寨”三个名字。在这个
村里，记者在一些农户家
中见到了功德碑、古井、
古槐，掩映在现代化厂房
里的老城墙，折射出这个
古村落悠久的历史厚重的
文化。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张晓甫

从从““小寨小寨””到到““大寨大寨””再到再到““老寨老寨””

顺着 S238 一直向东走，过
许慎文化园1公里路南，一段几
百米长的土城墙十分醒目。“南
边这个村子就是老寨村。”在新
修的省道路南，一位摆甘蔗摊
的村民告诉记者。

下了S238，一条4米多宽的
水泥路向南蜿蜒，100多所农家
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高高的土
城台上，村子地面比周围的村
庄明显高出好几米。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原来多
是吴姓。”几个正在村里主干道
两旁晒太阳的村民听记者询问
村子的历史，热情地介绍起来。

“村里现在还有 60 多户吴姓人
家，有几十户姓林的。”老寨村村
民小组组长吴运良告诉记者。

提起这个村子为啥比别的
村地势高，吴运良告诉记者，
传说从前吴氏一家从外地逃荒
来到这个高岗上，当时周边都
是洼地，只有这个高岗适合生
存。吴氏几十代人在此繁衍下
来，就成了现在的老寨村。“去
年还有省电视台的记者来这里
拍纪录片，记者们见到我们这
个城墙很是兴奋。”吴运良自豪
地告诉记者。

古城旧址上的村落

在老寨村，一直流传着一
种说法。“听专家说，这里原
来是召陵古城的一个内城，在
秦 朝 以 前 是 一 个 高 高 的 土
岗。”今年68岁的吴满良，算
是村里吴姓中年纪较大、辈分
较高的一位老人。他告诉记
者 ， 土 城 方 台 原 来 长 1.5 公
里、宽 1.5 公里，从前只有十
几户吴姓人家居住在这里，曾
被称为吴寨，而吴氏村民亲切
地称该村为“小寨”。

后来，随着隔壁林庄村林
氏人口的迁入，这个村子里的
农户增多。吴姓人和林姓人开
始联姻，修建房屋，开垦土
地，村里人慢慢地把这个村子
称为“大寨”。

“我家有一块功德碑，是
康熙年间的。”村民林二庆告

诉记者。记者来到林二庆家的
院子里，见到了一块残碑。

“上面记载的是康熙十年捐款
之事，为何捐款、捐助人的姓
名等，后面的看不到了。”林
二庆用手擦去石碑上的积雪，
露出一些隐隐约约的文字，记
者看到上面有“林门吴氏”

“康熙十年”等字样，有些文
字已经看不清了，语句无法连
贯起来。

林二庆告诉记者，这块石
碑是他爷爷从村内一座庙里捡
来的。“那座庙新中国成立前
就被拆除了。”林二庆说，他
家南边有口古井，古井下面埋
有一块完好的石碑，那块石碑
和这块残碑都是从那座庙里搬
运来的。在村民吴东生的带领
下，记者见到了他家后院的一

口古井。“石碑就在这口井的
旁边埋着。”林二庆说，这口
古井曾给大寨村几代人的生活
生产提供甘泉，上世纪八十年
代由于出水量变少而荒弃了。

在吴东生家的胡同里，一
棵两个大人勉强合抱住的槐树
屹立在农户门口，槐树的部分
枝干生虫枯死。“这棵槐树有
200 多年了。”吴满良告诉记
者，他小时候经常到这棵大槐
树下玩耍，一到夏天，全村人
都到槐树下乘凉。

新中国成立后，吴寨村正
式被有关部门命名为老寨村。

“从‘小寨’到‘大寨’，再
到‘老寨’，我们村是根据村
里人口多少、村居规模等而
演变称呼的。”吴运良告诉记
者。

村名见证村居规模的变迁

召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新农保中心主任王坤山对
召陵古城的历史有着多年研
究。“这个村子是召陵古城的
核心部分，已经有千年以上的
历史了。召陵雪霁的传说就发
生在这个村子。”王坤山向记
者介绍起老寨村的历史传说。

王坤山告诉记者，秦代以
前，召陵为中原古邑。秦至隋，
置召陵县，其后并入郾城县。
200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郾城县，设立郾城区和召陵
区。召陵古城分内城和外城两
部分，内城为吴寨，俗称老寨。

据王坤山介绍，召陵是一
处自然形成的黄土高地。在洪
水肆虐的古代，高地一直是先
民们避难养生之处。至于召陵
为什么这么高，有多种说法。
第一个传说是，黄龙和黑龙为
了争夺沙河深潭的居住权，展
开一场大战。黑龙在沿岸农民
帮助下打败黄龙，黄龙败走，
钻入地下，化作一道黄土岭。

第二个传说是，很久以
前，召陵国有一位国王荒淫无
度，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弄
得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听闻大
怒，命令土神用黄土掩埋了国
王，即“土屯召陵王”。

第三个传说是，在西天圣
母（西王母）水淹老王坡时，因
水量过大，形成洪水，眼看要殃
及百姓，玉皇大帝急命土神挖
掉西王母的圣土，形成一道绵
延数里的黄土岭，堵住了洪水。

齐桓公在召陵会盟后，召
陵声名大震，逐步成为中原大
邑。随着商业的兴旺，文人雅
士们赋予其神秘色彩，“召陵
雪霁”即是他们描绘的“仙
境”，有诗赞道：“参差壁垒列
荒郊，残月阴云挂树梢。”

关于召陵雪霁的传说有两
个版本。据传，东汉时一召陵
人于夏夜黎明看见皓月当空，
地上却瑞雪突降，银装素裹，
几条狗追逐游戏，发出“汪
汪”的叫声。此情此景，让他
如坠梦中，当他伸手摸雪时，
哪有雪的踪影？原来是自家的
白墙。天亮后，此人告知乡邻，
大家纷纷称奇。

也有人说，岳飞大战金兀
术时，曾率大军进驻召陵。一
天夏夜的黎明，有个哨兵突然
发现召陵及其四周白雪茫茫，
晶莹剔透，不禁惊叫起来，吵
醒了营中将士。将士们一看，
都惊叹不已。岳飞仔细查看后
告诉大家：“这是天气开的玩
笑，实际上虚无缥缈，大家不
要奇怪。”听了岳飞的话，大
家才放下心来，并为目睹这一
盛景而感到荣幸。

由于以上说法终无实证，
“召陵雪霁”虽然曾经被列为
原“郾城八景”之一，但也只
能成为老寨村美好的记忆了。

“召陵雪霁”源于老寨村

““郾城八景郾城八景””之一的之一的““召陵雪霁召陵雪霁””传说源于此村传说源于此村

历经千年风霜的老寨村历经千年风霜的老寨村，，如今充满现代气息如今充满现代气息。。

村内有村内有200200多年历史的老槐树多年历史的老槐树。。

村民林二庆家中村民林二庆家中
有一块残缺的康熙年有一块残缺的康熙年
间的功德碑间的功德碑。。

一位村民正在和记者交一位村民正在和记者交
谈谈，，远处是高高的土城墙远处是高高的土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