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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青青 王王茜茜茜茜

文化寻踪

每个古老的村庄，多多少少都会有
些或真或假的故事流传至今，但那些古
老的建筑却多已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下消
逝岁月里。然而在滨州经济开发区沙河
街道办事处钟楼孙村，有一座钟楼，一次
次被毁坏，倔强的村民却又一次次把它
重建起来。村民说，钟楼是他们村的庇佑
神，是村子的象征，是老祖宗留给他们的
财富，丢不得……

古韵钟楼

内悬千公斤铜钟

沿着黄河二路一直
往西走，就到了沙河街道
办事处钟楼孙村。路北，
一处新建的小型广场上
矗立着一座三层的仿古
亭楼，在旁边一排排新建
的现代化楼房的映衬下，
格外显眼。走进广场，一
块树立的大石头上刻着

“钟楼广场”，石头周围
是一块绿地，初冬季节，
树木和花草已经干枯，只
留几棵冬青给钟楼增添
绿色和生机。

来到亭楼跟前，从外
观来看应该建成年岁不
多，抬头仰望最高一层横
挂着“钟楼”两字匾额。
在 广 场 上 ，记 者 遇 到 了
79岁的村民孙景章。“现
在的这个钟楼是后来建
的，以前的那个在村子里
面，早就毁坏没了。”孙
景章告诉记者，钟楼得名
于楼内的大钟，如今的钟
楼内就悬挂着一口大铜
钟，但也是村里人新铸造
的。钟楼是村子的象征，
村名“钟楼孙”就是源于
村中的钟楼以及孙氏村
民居多。

仔 细 观 赏 钟 楼 ，砖
石 结 构 的 正 方 形 基 座 ，
基 座 之 上 是 主 楼 ，分 为
三层，上圆下方，应和了

天 圆 地 方 之 说 。整 个 钟
楼 以 红 色 为 主 色 调 ，蓝
色 、绿 色 相 间 ，祥 云 、龙
凤、梅竹图案附着其表。
抬 头 仰 望 ，楼 檐 的 八 个
屋 角 上 ，各 悬 挂 着 一 个
小钟，大风一吹，小钟叮
当作响。除了楼檐，它下
面 还 斜 伸 出 两 排 椽 子 ，
第 一 排 是 方 的 ，第 二 排
是圆的。

拾 级 而 上 ，正 对 着
的四根柱子上刻着两幅
对联。一幅是：煌煌钟垂
千 古 永 示 后 代 子 孙 ，声
声钟磬警世人勿忘祖训
家风；另一幅是：宏钟声
韵代代传年年新风调雨
顺 ，楼 起 宝 地 村邨旺 世
世 享 国 泰 民 安 ；落 款 时
间为乙丑冬月。

钟楼一层是个休闲
亭，也许天冷的原因，厅
内 的 休 闲 凳 上 布 满 灰
尘 ，看 起 来 已 经 很 久 没
人 来 过 。沿 着 狭 窄 的 木
质 楼 梯 走 到 二 楼 ，入 口
处一扇锁住的护栏把人
们 挡 在 了 门 外 ，锁 链 已
锈迹斑斑。幸好，钟室的
一 扇 窗 户 敞 开 着 ，透 过
窗 户 望 进 去 ，一 口 大 钟
用 钢 丝 悬 挂 屋 子 中 间 ，
钟的顶端是两个猕猴脑
袋，背对着，中间留有一
个 孔 眼 ，钟 身 上 刻 着 各
种 动 物 形 象 ，下 面 写 着
百 余 字 ，大 概 介 绍 了 钟
楼村的村史。

三毁三建

村民力保留钟楼

广场上东西两方向
各建有一个树立着石碑
的 小 台 子 。东 面 石 碑 正
面 ，上 书 一 幅 对 联 ，上
联 ：阅 长 城 走 天 下 观 山
河壮丽国有灵气，下联：
读史卷登钟楼看古业新
貌村满新风，横批：太平
盛 世 。在 石 碑 的 正 中 间
刻 着“ 钟 楼 孙 村 ”，下书

“福泽后人，万世流芳”。
石碑的后面刻着村史。

据 村 史 记 载 ，钟 楼
孙 村 为 元 代 立 村 ，明 代
村 民 共 同 筹 资 修 建“ 钟
楼 ”，最 初 是 木 质 结 构，
分 为 上 下 两 层 ，青 瓦 飞
檐 ，在 楼 内 悬 挂 了 一 口

铁钟，一敲铁钟，声震十
余里，因此闻名乡村。清
道 光 年 间 重 修 ，重 修 时
村民又共同筹资铸造了
一 口 铜 钟 ，悬 挂 于 钟 楼
之内。1 9 5 8 年大炼钢铁
时，铁钟被毁。1968年文
革期间，钟楼被毁，铜钟
也丢失了。

1 9 8 7 年，钟楼村村
民 重 新 铸 造 了 铜 钟 ，延
请邹平县礼参乡大刘村
铸造世家出身的王良修
仿原钟铸造。据介绍，新
钟 为 八 卦 形 ，上 有 一 百
余 字 和 四 幅 图 案 ，用 紫
铜 、锡 、锌 制 成 ，精 致美
观 ，铜 色 发 光 ，文 图 凸
出，一对仙鹤展翅欲飞，
两 支 麋 鹿 扬 蹄 驰 奔 ，一
丛 荷 花 展 萼 怒 放 ，钟 高
1 . 1米，直径 9 2厘米，重

5 5 0 公 斤 ，击 之 钟 声 悠
扬，可传十里之外。

“那时候只铸造了铜
钟，没有建钟楼，就把铜
钟放在村里的大队部了，
但是2003年又被人盗走
了。”孙景章回忆说，当时
重新铸造的铜钟就放置
在大队部办公室的地面
上，也没有悬挂，2003年
12月1日晚上被盗。

“2008年，我们的钟
楼又重建了起来。”钟楼
村 新 村 委 成 员 上 任 之
后，在村内重新规划、选
址 ，仿 照 古 钟 楼 重 新 设
计 建 造 了 现 在 的 钟 楼 ，
以祈兴人旺，国泰民安。
2 0 0 9年，新钟楼异地重
建 ，向 南 距 原 址 约 4 0 0
米，新钟重2008斤，寓意
2 0 0 8年重铸，高 1 4 6 8毫
米，寓意共有 1 4 6 8位居
民，口径1199毫米，寓意
长长久久。

钟楼庇佑

村民相聚闹元宵

对于钟楼孙村来说，
钟 楼 是 村 子 的 象 征 ，是
村 子 的 庇 佑 神 ，但 对 于
别的村子则有些不同的
说法。在村中，记者听到
一 个 关 于 钟 楼 的 传 说 。
在 以 前 ，钟 楼 上 的 铜 钟
一 般 不 会 被 敲 响 ，但 是
如 果 一 敲 响 铜 钟 ，钟 楼
孙村南的苏家村就会有

人去世。每每敲响，都很
灵验。为此，苏家村特意
请 来 风 水 大 师 ，告 诉 村
民说是铜钟福佑钟楼孙
村 民 ，但 是 破 坏 了 苏 家
的 风 水 ，需 要 在 两 村 交
界处插上篱笆将风水隔
开。“那些篱笆到现在还
在那呢。”42岁的村民花
建军说。

钟 楼 福 佑 村 民 ，每
年村民也会在钟楼前举
行聚会。据介绍，自道光
年 间 建 起 钟 楼 起 ，每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村 民 就
有 在 钟 楼 前 唱 戏 、赶 会
的习俗。现在，每年的元
宵 节 ，村 民 相 聚 在 钟 楼
前庆祝、娱乐。

“ 记 得 我 五 六 岁 的
时候，每年元宵节，这里
就像赶会一样。”39岁的
花 红 美 告 诉 记 者 ，每 年
正 月 十 五 ，钟 楼 孙 的 村
民 相 聚 在 钟 楼 前 ，会 唱
戏 的 搭 起 戏 台 唱 大 戏 ，
会扭秧歌的就穿着统一
的 服 装 扭 秧 歌 ，也 有 踩
高跷的、卖泥塑的。

村 史 记 载 ，在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
钟楼孙村村民中有4 7人
参 军 参 战 ，4 人 光 荣 负
伤，7人为国捐躯。

虽 然 ，古 钟 楼 已 经
被 毁 ，但 经 过 一 代 代 的
重 建 和 修 缮 ，钟 楼 所 承
载的历史文化将继续传
颂。

▲挂在钟楼上的牌匾。

▲重约2008斤的铜钟。 ▲中楼前竖立着一座功德碑。 ▲仿古韵房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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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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