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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两个板凳

14 悦览——有话直说

15 非遗——大变活人

沧州风物

沧县兴济镇有个村庄叫余庆屯，该村
原名小康庄。这小康庄建于何时，为何人所
建，都没有相关资料可查。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该村
为沧县城里董姓的庄园，有高、邓、董三姓
村民迁到此村。董氏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之意，取名余庆屯。
余庆屯位于兴济镇政府南两公里。本

来这个村庄非常普通，但随着两块石碑的
出土很快就有了名气。

2020年7月的一天，一场大雨过后，运
河边被水冲出来一块石碑。相关部门得到
消息，立即赶赴现场对石碑进行挖掘，并由
专家对碑文进行辨识。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块含有龙纹碑首
和部分碑身的断碑，碑文残缺不全。从碑文
中得知，它雕刻于明朝，跟兴济张娘娘有直
接关系。

那么，这块石碑有何来历、碑的另一
部分又在何处呢？人们很快想到了 7年前
挖掘出来的另外一块石碑正安放在兴济
博物馆中。它们之间是否有密切的联系
呢？

当人们把两块石碑放在一起时，竟
然发现它们极其相似。新发现的这块石
碑，上面有“敕谕”以及“弘”等字样，而
2013 年兴济发掘出的那块刻有“治十五
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宫”“崇真宫”等字。
龙纹碑首与断碑上的文字合起来，正好

是“弘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种种迹
象表明，这两块断碑合在一起正是一块
完整的石碑，石碑正是为张娘娘的崇真
宫所立。

崇真宫是什么所在？为什么在此修建
崇真宫呢？关于明孝宗敕建崇真宫有两种
说法：一说崇真宫系张皇后的“诞育之乡”，
称“皇后毓庆之所”；一说崇真宫是张皇后
省亲之行宫，俗称“娘娘宫”。

据说，张皇后入宫十二年时，孝宗皇帝
派司礼太监李荣、内宫监太监李兴到兴济
督工，正式敕建重修崇真宫。历时一年，于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五月十九日完工。

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进入中兴时
期，这座崇真宫也是孝宗皇帝和张娘娘爱
情的见证。除了这块石碑，当年 9月 3日在
兴济余庆屯又出土了另外一块石碑。人们
从碑文中得知，这是张娘娘为外公家族立
的一块石碑。

石碑挖掘出土对研究明朝张娘娘提供
了更多的资料，也让余庆屯的名气大大提
高。当然，它也带来了更多的疑问，等着人
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余庆屯“石碑之谜”
赵殿超

苍老、神秘的古槐

在沧保路沿线，有一个村子叫西大汉。西大汉村隶属河间市

行别营镇，紧邻沧保路，村里生长着一棵千年古槐。古槐夏季郁郁

葱葱、遮天蔽日，冬季盘虬卧龙，更显古老苍劲，一直“守护”着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
一方人。这棵千年古槐是生
命的象征，它历经无数个春
夏秋冬，依然傲然挺立。它
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生命
的 延 续 ，更 给 人 信 仰 和 力
量。马红印告诉记者，民间
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古树救
人的故事。

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一次战斗中，一位战士因
为受伤掉了队。敌军在后方
追捕，距离他越来越近。紧急
情况下，这位战士便藏身在

大槐树的树洞里，最终躲过
了敌人的追捕。后来，他在村
里养好了伤，又重新投入到
战斗中。

看着靠近树根处那个
硕大的树洞，思绪万千。虽
然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已
经 无 法 证 实 是 真 是 假 ，但
代表着人们对于这棵古树
美 好 的 朴 素 愿 望 。千 百 年
来，这棵古树饱经风霜，一
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
着生活在这里世世代代的
人们。

记者在西大汉村，紧邻沧保路的北侧，找到
了这棵千年古槐。远远望去，古槐就像一位慈爱
的老人，迎接着远方而来的孩子。

走近这棵写满沧桑的古槐，看到它树身粗壮，
一个长约1米的树洞赫然在目。古树在距离地面约
2米的地方开始分枝散叶，树冠就像一把巨大的
伞。枝干向四周伸展着，生命力极强的向上伸展
着，好像要钩住远方的云彩；有的向下伸展，已经
贴近地面，仿佛要去触摸一下自己古老的树根。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爱惜这棵古槐，不仅用
围栏将它保护起来，还在它的枝干上系上祈福红
绸。有的红色已经褪去，应该是被系在树上很久
了，有的则是颜色鲜艳，为古树增添了一抹神秘
的色彩，也为冬日里光秃秃的枝干增添了一些生
机。

围栏一侧挂着标识牌，上边标注了古树的编
号、科属、树龄等信息。从标识牌上看到古槐树龄
已经1000年了。

面对这棵上千年的古槐，崇敬之感油然而
生，触手可及的沧桑与厚重、沉着与炽热扑面而
来。记者环视四周，古槐的北侧有一个超市，名为

“古槐商店”。记者猜想这超市的名字大概也是取
自这棵古槐。

古槐超市的老板马红印今年60岁，经营这个
超市已经35年了。说起这棵古槐，他如数家珍，就
像在介绍自己的一位家人。“以前听村里的老人
说过，这里原来地势很高，建有庙宇。现在这棵古
槐的西侧，还有一棵槐树。”马红印说。在跨越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庙宇与另一棵古树都消失在滚
滚红尘里了。如今，只留下这棵古槐，依然生机勃
勃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西大汉村的千年古槐西大汉村的千年古槐
■本报记者 马倩 摄影报道

给它生长的空间

“夏天的时候，我站在窗台前，一
开窗树枝就哗啦啦地闯进来了。”马
红印描述的这个美好场景是十几年
以前的事情了。他告诉记者，原来他
家的房子就在古槐北侧，房子的一部
分都被古槐的树枝遮挡着。“夏天，大
树遮挡着烈日，屋子里虽然凉快，但
也会比较暗。当然，大树下也是村民
们夏日聚集闲聊时最喜欢的场所。”

马红印说。
2010年，马红印重新修建房屋。为了

生活便利，也为了给古树留出更多的生长
空间，他将房子整体向北迁移。“有一些古
树会有枝干枯死的情况，这棵槐树一直枝
繁叶茂，非常茂盛，没有一点枯枝。它旺盛
的生命力实在让人感叹。所以，我们一定
要好好保护它才行。”马红印说。

春天已经来了，仔细观察，古槐那

蓬勃伸展的树枝仿佛已经透出丝丝绿
意。一辆辆汽车在古槐旁飞驰而过，
颤动的树枝也好像在招手示意。马红
印 告 诉 记 者 ，沧 保 路 原 来 没 有 这 么
宽，古槐也没有紧邻公路。后来沧保
路扩建，公路便扩展到了古槐旁。马
红印说：“当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都来查看现场的情况。路要修，但是
树不能挪。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

“守护”的传说

出土的石出土的石碑碑

西大汉村的千年古槐西大汉村的千年古槐

古槐树干上的大树洞古槐树干上的大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