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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矮俺

夜夜听听窗窗外外雨雨打打芭芭蕉蕉，，油油灯灯燃燃尽尽岁岁月月斑斑驳驳。。一一座座城城市市像像一一个个人人。。
是是灯灯红红酒酒绿绿的的张张扬扬还还是是独独守守寂寂寥寥的的淡淡然然？？一一座座城城市市有有一一座座城城市市的的性性格格，，它它像像一一杯杯醇醇酒酒，，需需要要慢慢慢慢品品味味。。无无论论是是生生于于斯斯长长于于斯斯的的本本地地人人，，还还是是客客居居异异乡乡的的漂漂流流族族，，无无不不在在创创造造

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时时候候被被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气气息息感感染染着着。。
文文化化是是一一种种力力量量，，也也是是一一座座城城市市的的脊脊梁梁。。当当繁繁华华褪褪尽尽，，人人们们还还能能在在热热闹闹过过后后找找到到精精神神归归属属，，这这是是一一座座幸幸运运的的城城市市，，也也是是一一座座城城市市的的幸幸运运。。
本本报报特特推推出出““文文化化寻寻踪踪””栏栏目目，，深深度度挖挖掘掘和和剖剖析析滨滨州州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点点点点滴滴滴滴，，将将这这座座城城市市鲜鲜为为人人知知的的一一面面翔翔实实而而优优雅雅地地展展现现在在您您的的眼眼前前。。

栏目寄语：

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福旺村有一座魏休庵纪念馆，又叫魏休

庵祠、“老爷庙”，是当今博兴县境内保存最完整的传说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2 0年前魏休庵祠还只有一座坟冢一株孤树，魏休庵是

谁？他为何被乾隆皇帝赐谥“天外逸人”？

>> 工业区里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

者驱车来到了博兴县兴福镇，还
没进入福旺村，就被两座古老的
建筑吸引住了，一股浓浓的文化
底蕴随之扑面而来，四周约 2 米
高的砖墙把一南一北两座建筑
围在里面，古色古香的建筑传递
着它的魅力。于是，沿着这两座
古建筑一路而来，终于在通往福
旺村的一条小路上找到了魏休
庵祠。

不得不承认，在村里四周都
是黑白铁加工工厂的地方有这
么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实在是
有些出人意料。祠外，是一条通
往福旺村的小路，在现代气息的
包裹下，魏休庵祠静卧在喧嚣
中，丝毫没有受到侵扰。走进坐

北朝南的“魏休庵纪念馆”大门，
一座气宇轩昂的大殿呈现在眼
前，大殿前面立着四块石碑，其
中东侧的石碑上刻着魏休庵一
生的简介。大殿门窗采用传统的
木质雕花纹饰，很是精致，有一
幅“道德名望百世风范，文章词
华一代宗师”的对联，这正是魏
休庵先生的真实写照。

绕过正殿来到北边，映入眼
帘的是一个坟冢，坟冢下方的石
块有些已经破损，好像在向大家
诉说着岁月的力量。时逢冬天，
旁边的一棵树上只有干枯的树
枝，坟冢前面的石碑上刻着“魏
休庵先生墓”六个大字，石碑两
侧不远处各有一个稍小一号的
石碑，分别刻着“龙兴雨顺”、“逸

民风范”。
墓碑和坟冢的北边是一个

围起来的后院。经过东边的小门
来到后院，虽然还是古色古香的
建筑，但给人的感觉明显偏现代
一些。院内左右各两个凉亭，最
北边的大殿正门上方刻着“仙恩
杉林通”五个鎏金大字，大殿前
面立着四个石碑，分别刻着“茹
古涵今”、“尊德弘道”、“恩泽后
世”、“德才尚颂”。

在这个占地不到5亩的纪念
馆内，焚香痕迹随处可见、古朴
香火味道充斥其间，证明这里不
时有后人前来拜祭。置身在魏休
庵纪念祠中，记者感受到的是庄
严、肃穆，建筑、石碑等都散发出
一种典雅的古朴韵致。

如此庄严肃穆的纪念馆，谁能
想到在20年前被发现时，只有一
座坟一棵树的情景。现在大家能看
到的魏休庵祠大部分是村民们自
发筹钱、义务修建的。“经过1993
年、2005年两次修建之后，才慢慢
地成了现在看到的这样子。”参与
两次修建过程的福旺村人魏龙光
说。

“在1993年前我跟村里的一
些老人发现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坟
冢和一棵树，这些能从清朝保存到
现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魏龙光
老先生说，当时随着“自发兴文化
活动”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
在当时的福旺村也掀起了爱好传
统文化的热潮，“所以我们6个人

领头，在1993年3月10日成立了一
个‘魏休庵纪念馆筹委会’，开始带
领村里的人集资、征集文物和资
料，在当年5月中旬求得政府同意
之后，开始修建，终于在1994年10
月份圆满落成了。”

1993年的第一次修建修缮了
墓地，建成了一进大门看到的大殿
以及殿前的关于魏休庵先生生平
简介的碑文，大殿内还建造了一个
魏休庵先生的塑像，以供后人拜
祭。“建造的时候场面很壮观，不只
我们村里的人、隔壁村里的村民知
道了也都来参与建造，妇女们在家
砌砖，我们就搬运、修建，真可谓是
一砖一瓦地修建起来的。因为大家
都想要把属于自己村的文化好好

地发展起来，‘搞就搞好’。”
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工农商

三业超越发达，福旺村建起了一个
个的黑白铁、钢铁板材加工工厂，
逐渐形成了一个工业园区，日子越
过越好，大家都认为这是魏休庵先
生在保佑着他们，于是在2005年，
村民们又一次自发地完善修建了
魏休庵祠，使其更加完整。“2005
年初，我们集资将原建大殿内外重
新整修了一遍，铺好了路面、扩建
了后院，建起了‘仙恩杉林通’文化
大展厅，并建了两个休闲凉亭，还
把之前的塑像换成了石像。”魏龙
光表示，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在
2006年9月份完成石像的安装开
光后，整个修建过程正式完成。

>> 村民自发集资建成魏休庵祠

乾隆赐谥“天外逸人”
福旺村及其周边村的村

民们为了建好魏休庵祠，出了
不少力，干了不少活，究竟这
位魏休庵一生有着怎样的传
奇 故 事 呢 ？根 据 有 关 资 料 记
载，魏帮基，字休庵，号方石，
明 代 庠 生 。生 于 明 嘉 靖 八 年
(公元 1530年)，卒于明万历三
十四年(公元 1607年)，享年七
十八岁。因乡举屡不得志，随
书剑天涯，云游四海，览名山
大川，晚年隐居乡里。乾隆时
赐谥“天外逸人”。

“我从小就经常听老人们

说起魏休庵的故事，他是一个
民间传奇人物，写过很多诗歌，
流传下来的有数百首。”说着说
着，魏龙光老先生拿出了他整
理的一本魏休庵诗词，“他的诗
词种类很多，有写时令的，有写
农时的、也有写丰收景象的，大
多都是写田园生活的。当然，也
有写穷人疾苦、时政黑暗等。如

《穷人苦》、《穷儒》、《醒世歌》、
《知足歌》等。”魏休庵的诗词歌
赋虽好，但并不很适合大众口
味，所以有关魏休庵的传说就
应运而生，并且广泛流传。

准备出书纪念魏休庵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大概因福
旺村里建有魏休庵祠，祠中供
着魏休庵这位民建传奇人物
之故，瞻仰、凭吊他的人们才
络绎不绝。 在魏休庵祠中，
石碑是记者在魏休庵祠中见
到 最 多 的 ，大 大 小 小 不 下 十
个。村民告诉记者，这些石碑
很多都是后人来祭祀时专门
立的，“仙恩杉林通”文化展厅
里的墙上也挂满了后人为纪
念魏休庵所写的字画、对联，
这都是后人以表达自己对魏
休 庵 先 生 的 感 恩 崇 敬 之 情 。

“纪念馆在每年正月初一、清
明、四月十四 (诞辰日 )、八月
十五、八月十六 (纪念日 )、十
二月三十等 1 3 个节日或纪念
日里开放，每到这个时候都会
有很多人来拜祭，不只是本村
的，很多外地的也都来参观拜
祭，香火很旺。”

魏休庵是明代文学家、农
学家、预言家。他的传说及其
存世的诗词歌赋，以其特有的
形式在博兴及周边地区流传，
人们对他崇敬有加，其传说也
是更加丰富多彩，生命力也更

强，并广泛流传。 现在福旺
村一共有 1000多口人，姓魏的
和姓李的基本上各占 5 0%，相
传姓魏的都是魏休庵先生的
后人，他们视魏休庵为祖先老
爷，以其为谱系根基修缮了家
谱。再加上两次大家自发地义
务修建祠堂，更是感恩于魏休
庵先生的保佑，让大家确定了
要把这一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的决心。

“我们村以及周围村里的
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
对魏休庵的故事都了解，因为
我们从小就听老人们经常说
起，大家也都比较感兴趣。但
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对一些
传说、故事什么的就不太清楚
了。”今年 73岁的魏龙光说，为
了让属于本村的文化继续发
扬下去，最近几年来他跟他的
朋友们一直在整理有关魏休
庵的材料，“今年春天已经把
相关材料报到北京去了，等审
批完了之后就要出一本书，记
录下魏休庵的传奇故事以及
魏休庵祠文化的一些内容，让
更多的人了解，好把这块文化
好好发扬下去。”

后后人人拜拜祭祭魏魏休休庵庵时时为为其其立立的的碑碑。。

魏龙光向记者展示他整理的关于魏休庵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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