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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教教堂堂承承载载一一个个村村的的信信仰仰

鞍俺

尖尖的房顶、弯月形的
小窗、浅蓝色的墙壁、红色
的木质地板，一切都显得那
么古朴而淡雅，透露出一种
欧式的浪漫；温煦的阳光伴
着和风吹卷着嫩绿色的柳
条，应和着这座有着百年历
史的教堂，柔情中不乏威
严；钟声绵绵，粗犷中不乏
清脆，敲醒了睡梦中的人
儿，梳妆打扮后，走进心中
的圣地—教堂，祈祷着幸福
生活的来临以及对所拥有
的感恩。姜楼天主堂作为姜
楼镇一座地标性建筑，不但
目睹了当地村落的变迁，而
且还承载着姜家村五百多
口人的百年信仰。不觉间，
它成了当地村民精神的唯
一寄托，世代为人景仰。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王茜茜

文化寻踪

老槐树旁一座新式教堂拔地而起。

前面是耶稣雕像，后面是神父的墓碑，整个教堂大院渗透着浓重的宗教色彩。

一座天主教堂

坐落于村居间

乘着通往姜楼镇的客车，
脑海里思绪在翻涌，想象着姜
楼天主堂的魅力，本想从网上
搜寻它的信息，可总也找不到，
更增添了它的神秘。

一路上总是在现实与梦幻
中徘徊，若即若离中，似乎已经
被教堂神圣的气息包裹。转头
望向窗外，一排排房子飞驰而
逝，猛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将我
唤醒，姜楼镇到了。问过街头一
名炸串小贩，转过几道弯，终见
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塔式房顶，
心里开始兴奋不已。

姜楼天主堂位于姜楼镇姜
家村内，坐落于村居之间，是姜
家村民日日朝圣的地方。一排
高约三米的围墙将教堂紧紧地
包裹起来，形成了一个面积约
千余平米的大院，霎时间，教堂
的威严游走于大院的空气之
上，古朴中透着神秘。向里望
去，最显眼的是在教堂门前的
一棵老树，树皮斑驳，漆黑，貌
似昭告着日日夜夜的风吹雨
淋。走近老树，两个人合抱还不
及它粗，它至少有百年的历史
了。

院门朝北，半开着，西侧的
传达室门紧锁，透过玻璃，房间
里堆放的物品依稀可见。院里
很静，偌大的院落居然没有见
到一个人，唯有树上的小鸟叽
叽喳喳叫个不停。

院北一座古宅，门半掩着。
轻轻走上台阶，有细微的声音
传出。敲敲屋门，慢慢推开，记
者终于找到了一位教堂的“守
护者”。时云华是一位中年男
子，姜楼天主堂的神父，已在这
工作五年。作为神父，他延续了
天主教的传统，终身未娶。这座
古宅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取名为神父楼，与原先的老教
堂属同期建筑，也有百年历史。

神父楼古色古香

为信徒提供住宿

神父楼共有三层，地上两
层，地下一层，共有二十余个房
间。神父将其中两间辟为自己
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其余则变
成了教友宿舍，每间宿舍都安
置了床铺。每当重大节日，都会
免费为远道而来的信徒提供住
宿。

神父楼基本保留了它原来
的面貌，单是脚下的红色木质
地板，就有上百年的历史。踩在
上面，“蹬、蹬、蹬……”每一个
声音都是沉重而醇厚的。俯下
身子，用手抚摸，纹理分明，还
带着一种韧性。听神父说，它们
是由美国上好的松木制成。

走出神父的房间，迈入大
厅，两扇半月形的窗户，格外显
眼。窗户很高，阳光透过玻璃照
射在地面上，整个楼道里明快
了许多，也温暖了许多。大厅里
四间房是教友宿舍，没有上锁，
里面摆满了一张张单人床，一
些木床虽略显陈旧，但对于远
道而来的教友而言却是一种不
小的恩赐。

大厅西侧是用美国松木制
成的楼梯，蓝色的扶手，让人眼
前一亮。踩着木制台阶，凹陷的
边沿似乎在告诉我们，百年来，
它承载着一代代教友的足迹。
咚咚地跑上二楼，虽然结构设
计与一楼相同，不过站在南面
两扇大的有些出奇的窗户前，
心里还是有种莫名的优越感。

又轻轻握着扶手，缓缓走
向楼下，那有节奏的脚步声，穿
过余梁，萦绕耳畔，不禁让人想
起《唐顿庄园》中仆人们迈着急
匆匆的步子忙碌的场景，虽然
看似有些遥远，但感觉场景近
在眼前。

走出大厅，迈过石阶，回头
仰望神父楼，又被那萦绕在墙
上的藤蔓吸引。藤蔓很粗，它爬
过玻璃，越过房顶，将楼体紧紧
抱住，仿佛是在保护这仅留的
历史芳华。藤蔓下的青砖，还很

完好，砖与砖间的缝隙，被建筑
工人勾勒成一条直线，细得连
根针都插不进去，不禁让人感
叹他们技艺的纯熟。

绕过神父楼，来到楼体东
侧，一座石碑屹立于此，上面写
有题记。原来神父楼曾是山东
黄河河务局的办公旧址，办公
时间从1949年3月至1950年4月，
期间，河务局工作人员带领当
地群众治理过黄河大洪水，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立
下汗马功劳。

村民每天早晚

要做一次祷告

神父楼南侧是一座新教
堂，它是1994年在原址的基础上
进行翻修而成的，现在一点都
看不出老教堂的痕迹，只听当
地村民说，老教堂比现在小一

些，特别是屋顶上的小青瓦，月
牙形的，一层叠着一层，甚是好
看，尤其雨季，雨水顺着瓦檐倾
泻而下，像线珠子一般。

新式教堂是典型的哥特式
建筑，尖尖的屋顶，冥冥中有种
威严的存在。推门进入堂内，整
个室内布置如会场一般，宽敞
的空间，黑色的格调，突然那种
威严感压迫到人的身体里，顿
时让人肃然起敬。

会堂中间，放了六七排座
位，座位下面还有未被人拿走
的圣经，神父说每天都有人前
来祷告，特别是在周末或圣诞
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来自各
地的教友汇集于此，以他们独
有的方式欢庆节日的来临。“到
那时，我们会自编节目，附近的
村民还有教友们轮流上台表
演，一直欢庆到午夜，有时还会
上街组织小规模游行，以此感
恩上天的恩赐。”

走出教堂，神父指着塔顶
的钟楼说，每天早上4点半和晚

上6点半，钟楼就会传出钟声，
村里的人们听到钟声后，就会
起床洗漱，向教堂聚集，进行祷
告，几百年来，姜家村民一直保
留这个习惯。但据村里的老人
说，现在的钟是电子钟，而以前
在钟室里的确挂着一口钟，每
当早上4点半和晚上6点半时，
敲钟人一拉绳，钟体撞上钟锤，
浑厚的钟声便能传到十里八
村。

教堂文化渗进

村民生活点滴

姜家村只是一个500多口人
的小村庄，全村老少都信奉天
主教，这已成了他们的终身信
仰，并影响到他们日常的生活
起居。他们以信奉天主教而自
豪，由于教义的引领，该村村民
为人和善谦逊，鲜有邻里间的
矛盾纠纷，整个村就像是个大
家庭，非常和谐友善。

家里的孩子，从小就接受

天主教的洗礼，每天早晚跟随
着父母前去教堂祷告，天主教
在整个村子流传了上百年。“在
六十年代的时候，教堂那里还
有一所学校，我小时候就是在
那里上的学。”因为有一所学
堂，姜家村的很多老人都识字。

为找寻信仰相同的终身伴
侣，村民大都选择同村人作为
恋爱对象，即使个别人娶了外
面的妻子或嫁给了外地丈夫，
其另一半也会在耳濡目染中拥
有对天主的信仰。现在村里儿
女结婚，仍保留着最古老的方
式，他们先要到教堂举办仪式，
届时全村上下都会齐聚教堂，
共同见证这对新婚夫妇的诞
生。

姜家的教堂文化，已渗进
了全村百姓的生活点滴，就像
一位村民所说，他们活在世上，
拥有了信仰，就有了前进的方
向，姜楼天主教堂虽然存在仅
有上百年，但它对当地百姓的
影响却是永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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