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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千千里里飘飘书书香香 唯唯有有文文峰峰堂堂
古城镇易名多次
民间文化广流传

这座礼堂对于一个从没在当
地生活过的外地人而言过于神
秘，从网上查阅关于它的资料，只
有短短的几句话，仅得知它曾是
沾化县古城镇的一座学堂，有百
年历史，现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经百年风雨还能够保存完好
的礼堂，不去探访实在可惜，趁着
阳光还算明媚，7日一早，记者拿
起早已准备好的相机和采访本，
就踏上了开往沾化县古城镇的汽
车，想一睹礼堂的风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终
于来到沾化古城，本想直奔文峰
礼堂，却被古城镇的古色古香所
吸引，不如先从古城镇的历史说
起。

据材料记载：“古城镇商属蒲
姑(又名薄姑)国，周属齐国，秦朝
属厌次县地。688年(垂拱四年)析
蒲台、厌次置渤海县，并于渤海县
建招安镇(今沾化古城)。五代十
国时期，956年(周显德三年)置滨
州，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两县属
之，招安镇随县属滨州。1042年
(庆历二年)升招安镇为县，此为
建县之始，至1195年(金明昌六
年)更招安县为沾化县，直到1957
年县名变更，先为招安，后为沾
化，简称沾城。1982年更名古城。”

古城镇自1042年—1957年，
为沾化县城所在地，古建筑群参
差林立，千年建筑遗址很多，文化
底蕴深厚。现存老县衙、文峰台、
文庙等10多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
址。明清时期，古城更是才人辈
出，前后共培育出举人127人、进
士40人、贡生385人，一榜四进士、
兄弟同榜、父子三进士、父子二鼎
甲、同怀朱卷、木匾千叟宴、临邢
沾李等史实载于史册，渤海大鼓、
剪纸、鸳鸯嫁老雕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民间广泛流传。

礼堂隐没村落间
工艺精湛比今朝

古城文化底蕴深厚，世人皆
知，单是古建筑上的青砖瓦砾就
可写部历史。而就是这记录历史
的建筑群中，唯文峰小学大礼堂
书香味最浓。

文峰小学大礼堂位于古城镇
政府东南一隅，在古城镇政府信
息室主任丁伟的带领下，记者才
慢慢地靠近这座书香圣殿。

驱车沿着一条柏油马路行进
约十分钟，在一座石桥旁停下，步
行跨过石桥，连接石桥的是通往
村里的一条小道，小道两旁是枯
黄的芦苇，密密麻麻。初冬的风有
点寒，吹得芦苇叶沙沙作响，身体
不免打起了寒颤。丁伟说，这片芦
苇地曾是古城的一条护城河，沿
着护城河往南五六米就是城墙，
墙内是县城，墙外是边关，护城河
和城墙牢牢地将古城包裹起来。

沿着小道往南走，一开始的
水泥地也渐渐变成了用仿古砖砌
成的小道，砖块横卧在泥土中，朴
实中带有复古的典雅，人走在上
面，如行走于古城小街，步步带有
风韵。

转过几条复古街道，绕过几
户乡村瓦房，文峰小学大礼堂就
隐匿于这乡间村落，要不是丁伟
提醒，还没有意识到文峰小学大
礼堂就在眼前。

礼堂大门朝西，弧形式的结
构带有一股典型的中国风。大门
上方搭有带着花纹的黑色瓦砾，
沿着一道青砖砌成的围墙与礼堂
屋檐下端相接。门西南侧是一块
写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
碑，显然这里已成为一处历史古
迹，供后人瞻仰。

礼堂是由青色石砖砌成，砖
块大而方，砖与砖衔接的缝隙很
小，用石灰勾勒的纹痕很细，工艺
可见一斑。屋顶是用青灰色瓦砾
铺盖，屋脊顶部弧形的片瓦被满

满摞了四五层，错落有致，形成一
副波纹状精美图案。

推门进入院内，一棵桶口粗
细的古松斜靠在院落中央，据丁
伟介绍，这棵树差不多也有百年
历史。树干包皮上的一道道裂痕，
是岁月留在它身上的创痕。

古松与礼堂正门相对，木质
的门窗已被油漆刷成红色，颜色
靓丽，整个房子像新的一样。礼堂
的门窗多而大，由于是落地门窗，
全部装有玻璃，透光性能好，整个
礼堂明亮了许多。

进入礼堂，中央12根立柱牢
牢地支撑起这座长约20米、宽约9

米的古建筑，顶部的双梁结构，椽
板雕刻剔透，彩漆艳丽。置身其
中，孩子们的读书声仿佛在耳边
回响。

村民忆当年轶事
文峰堂风靡一时

相传《辛丑条约》签订后，清
廷迎合改良派要求，“停科举以广
学校”。沾化县遵依清政府命令于
1906年由沾化县地方公款和私人
捐助创建了沾化县“文峰小学
堂”，年招生一个班，学生20人左
右，教员三人，学监一人。1924年
更名“县立文峰小学”，1929年更

名“县立第一小学”，1933年正式
命名为“文峰小学”。1938年10月
日本侵略军侵入沾化，学校被解
散。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完全
小学，上世纪90年代成为古城镇
政府驻地。文峰小学大礼堂作为
古城镇人民政府会议室，一直沿
用到2001年。

当地村民徐寿民今年61岁，
曾在学堂念过书。据他回忆，当时
学堂很大，文峰小学大礼堂只是
学堂的一部分。一条南北走廊从
礼堂向南延伸几百米，走廊两侧
是教室，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个
小门与教室相连，走廊很漂亮，上

面刻有一些图案，十分精致。文峰
小学大礼堂对于学生而言非常庄
重，只有上一些公共课或开全体
会时才会去，平时都是大门紧闭，
谁也不准进入。

据当地村民讲，以前文峰小
学非常有名，特别是民国初年只
有富家子弟才能到这里上学，当
时文峰小学的地位和现在的北
镇中学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
移，新式学堂不断兴起，文峰小
学地位逐渐被取代，以前的校舍
逐渐被废弃，现在只留下这个大
礼堂供后人瞻仰，也算是扬眉吐
气了一回。

文化寻踪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踏着仿古的板砖，穿过幽幽的乡村小道，一幢四五米高的乡式砖房印入眼帘，屋顶上枯黄的茅草在冬日的阳光里随风摇摇曳，
却不知滋养它们生长的这片“沃土”已走过多少个春秋。青灰色的瓦砾，木质的房屋架构，连嵌在墙内的青砖都仿佛写写满了历经
的百年沧桑，唯有村民孩时的记忆在提醒着这个外地人，这里曾是一座学堂，而至今还保存完好的这栋砖房，世人称之之为文峰小
学大礼堂。

木质门窗被刷成红色。

栏目寄语：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
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
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
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
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
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
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
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
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
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
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
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
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
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一
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
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
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
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
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
展现在您的眼前。

▲12根立柱牢牢支撑起房体。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竖立在文峰小学大礼堂大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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