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 岁的文物爱好者张国防
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庄，对村里
的历史颇有研究。近日，在他
的带领下，记者刚走进这个村
庄 ， 浓 厚 的 文 化 气 息 扑 面 而
来。这里的村民朴实憨厚，得
知 记 者 前 来 采 访 村 庄 历 史 文
化，一一热情接待。

在 村 主 任 张 战 良 的 带 领
下，记者来到村北头的一条小
路，只见这里有七八块石碑，
其中一个石碑上模糊地刻着：

“皇清诰封夫人陈太君之墓”，
立碑时间是嘉庆二十四年。

随后，村民张国友端来一
盆水对石碑进行了清洗。记者
这才看清楚上面刻着：“陈太君
出自江左名族，配舆昭 （勇）
男将军，生四子，长子廷禄，
任淮安仓大使，迪功郎；次子
廷士，三子廷贵，四子廷相。”

“发现这些石碑的时间是在 2013

年春，我们这些人都是张将军
的第十代或者第十一代后人。
前段时间，我们又找到了两块
张家人的墓碑。”60岁的村民张
进财说。

张国防告诉记者：“听老辈
人说，西边宅院有个大门楼，
门楼上有一块大的匾额，地方
官员来此拜访必须做到文官下
轿、武官下马。20世纪 50年代
发大水后，该匾额不见踪迹。
好在屋里的匾额还在，1975 年
特大洪水发生后村民张丰春捞
到的，匾额中间刻着‘德寿’
二字，左下刻着眷弟广脉赠。”

在现场，村民还拿出了这
个匾额，是木制的，上面刻着

“德寿”二字。“这二字是当时
的书法家孔广脉书刻，张家的
墓碑也出自他之手。听老一辈
人说，孔广脉的一个姑姑是张
家的媳妇，小的时候由姑姑抚

养长大。在那个年代，也算是
比较有名的书法家。”张国友告
诉记者。

记 者 了 解 到 ， 孔 广 脉
（1773-1846），字京贯，舞阳县
侯集镇宁庄村人，幼时家贫，
由姑家抚养，名张武长，举孝
廉中秀才后归宗，故自号“两
田”。清嘉庆十八年 （1813 年）
拔贡，广授生徒，以诗、书、
画自娱，终身不仕。孔广脉十
多岁即爱上书法艺术，无论严
寒 酷 暑 ， 黎 明 即 起 ， 勤 学 不
辍， 20 多岁时书法就闻名遐
迩，广脉之书，取法王羲之、
褚遂良，又兼采欧阳询、柳公
权之长。

“他们一大家子都是将军，
陈太君教子有方也在村里代代
相传。村里的村风非常好，孩
子们也都孝顺父母。”村支书张
广伟告诉记者。

村里出过书法名人 教子有方代代传

每一个城市或村
庄都有它的历史，都
会有一些文物古迹遗
留下来。走进舞阳县
章化镇东不羹城，城
内现有前古城村和后
古城村两个村庄，这
个位于汝河与灰河交
界处的村庄地势险
要，风景优美。在前
古城村，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一位著名的书
法家。如今，村里也
发现不少文物。近
日，记者来到前古城
村，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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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传承淳朴民风

前古城村除了地理环境
占有很大优势，文物也有不
少。“村民在地里劳作的时
候，经常能挖出来了不少文
物。这些瓦当就是我收集到
的 ， 你 看 这 个 瓦 当 ， 圆 形
的，直径约 14厘米，饰云雷
纹、云朵纹和带有篆体‘千
秋万世’文字的瓦当，外面
带绳纹的瓦当可为汉代前期
的 ， 外 净 面 的 为 汉 代 后 期
的，有一兽面半圆形瓦当，
直 径 21.5 厘 米 ， 外 面 饰 绳
纹，质地细腻。”张国防说，
这个是有鸟纹的瓦当，残半
圆形的，外饰绳纹，鸟极似

“戴胜”鸟，说明当时的城市
建筑规格相当漂亮。

张国防说：“还有这些铜
箭头，有长的有短的，长的
约 6厘米，短的约 3厘米，出
土的铜箭头大多锈腐残断，
特别是三个面为三角形的箭
头；而三棱箭头没有生锈，
三个棱光亮锋利。这种箭头
的杀伤力要大得多，说明此
城为军事重镇。”

在前古城村东北处，记
者看到一个大石碾。张国防
告诉记者：“以前上边有大石
磙 ，场 地 在 东 井 的 北 面 偏
西 。 旁 边 的 屋 里 有 手 摇 风
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大水
后，风车不知道冲到哪里去
了。”

记者随后跟着村主任张
战良在村里走了一圈，发现
很多村民家门口还保留着石
碾和石磙。“村里还有一些磨
盘，比近代磨小些薄些，光
面是凹着的，有齿牙的面是
凸着的。”张国防说。

在前古城村，出现了不
少古井、古磨、古碾、打地
石磙 （很细的，直径只有六
七寸） 等。清代嘉庆年间的
石碑、匾额，汉代的铜壶，
战国时期的铜剑和剑范模子
（残体） 铜箭头、铜镜，铜带
钩，古代的排水管有五边形
的、三角形的、圆柱形的，
还有喂牲口的大石槽，石槽
口沿磨得光滑，有的已出现
大的豁口。

出土大量文物 具有科考价值

“现在有的村民家里多少
放着一些文物，有的是从地
里挖出来的，有的是从村里
的池塘里挖出来的。在村里
的池塘下面，应该还有不少
文物，这些文物应该收集起
来，并进行保护。”张国防告
诉记者。

“现在放墓碑的这一片空
地是当时的村室，把这些墓
碑放在这里，也是为了方便
保护这些墓碑不受破坏。”张
国友告诉记者，1970 年的时
候，还有人来村里研究这些
东西。

“现在村里出土了不少文
物，古代城市的排水管道等
都在村里的路边上放着，还
有过去古房子的砖，也被村

民收集了起来。现在，我家
还放了两只古兽，应该是过
去房子上的吧。”村支书张广
伟告诉记者。

“我们村干部和村民尽量
不让这些文物受到破坏，也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修复
一些毁损的文物。过去，村
民不懂得保护文物，有的文
物都被卖掉。现在，大家都
知道了文物的重要性，很多
都被保护了起来。现在不少
文物已经上交，被县博物馆
收藏。下一步，我们村将申
请古村落，准备把剩下的文
物收集起来上交有关部门，
毕竟这是村庄留下来的历史
遗存，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
护起来。”张战良说。

把文物收集起来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大图大图：：村民向记者展示刻村民向记者展示刻
有有““德寿德寿””二字的匾额二字的匾额，，相传相传
出自书法家孔广脉之手出自书法家孔广脉之手。。

小图小图::村民收集的瓦当村民收集的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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