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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氏宗祠的传承与变迁
■本报记者 马倩 摄影报道

葛氏宗祠葛氏宗祠

步入河间东大汉村的南北向主街
道，一直向北前行。这是一条丁字街，
走到路的尽头，一座古老的建筑映入
眼帘，庄重肃穆之感扑面而来，这便是
葛氏宗祠。

祠 堂 前 是 一 个 方 方 正 正 的 院
子，四周有白石栏杆围绕，两只石狮
威严地矗立在两侧。暮春之初，院中
的两棵古槐还未吐露新芽，树干粗
壮而坚实，树枝向四周伸展着，将祠
堂衬托得更加古老、庄严。

据记载，明永乐二年，葛氏由山西
洪洞县老鸹窝迁居河间青陵乡，定居
东大汉村。民国二十年冬，经族人合
议，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
地的出地，修建了这座祠堂。

葛氏祠堂建于 1933年，为砖混结
构，建筑设计在中式传统风格的基础
上吸收了欧式建筑特点，呈现出典型
的民国风。记者看到，祠门上方眉额有

“葛氏宗祠”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门两
侧镶嵌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春祀秋尝
遵万古圣贤礼乐；下联是：左昭右穆序
一家世代源流。

祠堂眉额上方是“二龙戏珠”浮
雕，十分精致，寓意吉祥安泰。两侧立
柱之上，各有4只石狮守望，栏板之间
雕刻有花鸟梅竹，栩栩如生。祠门东侧
有一口古井，四周用六根石柱围起。祠
门西侧设有化钱炉一尊。

北方村庄能有一个保护完好、规
制完整的祠堂实在不多见。村民葛巨
顺拿来钥匙，带领记者走进祠堂。“这
就是我们俗称的‘家谱堂’了。”葛巨
顺说。

随着古朴的木门打开，祠堂内
外尽收眼底。祠堂为前后两幢房屋，
各通宽约 16 米，南北长约 28 米。祠
堂前排房内两侧各竖一块记事碑，
记载了祠堂建造以及修缮的历史。
中间有一院落，设有香炉，两侧各植
一株松树。从外形看，前排面向街道
的房屋建筑更为讲究。祠堂后排房
前廊下共有四根红色立柱，堂内无
隔间，整面北墙为悬挂家谱所用，地
上设有香案。

“家谱平时是卷起来的，只有到过
年的时候才会放下来。”听着葛巨顺的
介绍，记者站立在廊下，看着绿松掩映
下的这座近百年的祠堂，思绪万千。

岁月更迭，历史变迁中，葛氏族人
一直在用心、用情守护着这座祠堂。或
许，在他们的眼中，这座祠堂早已化成
支撑他们向上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力
量。

葛氏宗祠自建成后，先后经过
1982年、1997年和 2013年三次修缮，
现在已成为占地面积 512平方米，风
格鲜明、保护完整的祠堂。

今年 64岁的葛德仁已经退休。闲

暇之余，他致力于收集整理与葛氏宗
祠相关的资料和信息。“葛氏宗祠今天
呈现的样子，是我们葛氏这个大家族
共同努力的结果。”葛德仁说。

记者在院内，几个村民凑上前
来。“我们这个祠堂在别处可不多
见”“我们有专门的人来打扫祠堂
的，看着哪里脏了，就赶紧收拾收
拾”“钥匙也有专门的人来保管”。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流露出对祠堂深
深的感情。

葛德仁告诉记者，葛氏祠堂还
是同姓相融的典范。据记载，葛氏家
族是两支葛姓人先后到东大汉村定
居的，但两支没有各自分立，而是合
二为一，共同建立祠堂，同尊一宗、
同排辈序。两支族人几百年来相濡
以沫，形成了相互融合、村人和谐的
民风。

“我们葛氏一族很团结，谁家生活
上遇到了困难，大家都会主动帮扶。我
现在正在着手整理葛氏家族的花名
册，无论是嫁出去的女儿，还是娶进来
的媳妇儿，我们希望都能登记在册。葛
德仁说。

回望葛氏宗祠，两棵古槐的树枝
向四周延伸，在空中交织在一起，也庇
护着坐落在中央的祠堂。想必它们的
根在地下也早已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吧。

在河间市东大汉村，有一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祠堂。历
经三次修缮，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保护，它成为一座风格鲜
明、保护完好的历史建筑。

沧州老俗话

沧州话里是指一个人有能力，有魄
力，打得开，撂得下，遇事指挥若定，处理
得当，料理得明明白白。比如：“俺家老太
太，别看没念过几年书，年轻的时候可不
一般，家里家外，大事儿小情没有不找她
的，人们都说她有料量。”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知微庐主：昨天听见一个词儿，朋友说
他家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有liào量，就是有
格局和胆魄，能拾得起放得下那种。沧州话
里读liào。

冬东：常听说这个词。料量，安排、处理
的意思。

飞鸿：我觉得liào是料理的料，事情料
理得清楚。有料量，我觉得是指大事儿也能
料理得清楚，有能力、魄力。

海客：也可能就是“瞭亮”。嘴上说话是
“嘹亮”，眼睛看事、心里想事是“瞭亮”。

猜猜我是谁：料量，想得远，想得宽，做
事不只看眼前。

宁津祝华东：宁津也这么说，而且同义，
我觉得应该是“嘹亮”。

冬东：“这人有料量，让她操持这个事
儿！”

海客：我们那一带方音读liāo -liàng，
转换成普通话是liáo- liàng。

王吉仓：料量，料亮？我们那两个发音字
基本上都是四声。

王吉仓：有料量，能料量。清朝陈裴之的
《香畹楼忆语》中，有“汝一切料量安妥后，即
载其槽回苏”。《儿女英雄传》中，也有“金凤
媳妇是个细腻风光，便叫他料量盐米”。里边
的意思都是动词，指安排处理。

秦云峰：有料量，能办大事者。

曲炳国：指挥料量，是指有领导气质，管
理能力强。

冬东：料理事的能力强，办的事漂亮等
于有料量。

王吉仓：这个人挺有心机料量。

海客：料量，读音 liào- liáng，量是测
量的意思。如果写作“略量”，可以解释为“谋
略、气量”。不过词典上没有这词，查古籍库
例句，也未找到。心里豁亮、敞亮、瞭亮的人，
做事自然也大度有气量。“这人办事敞亮/豁
亮/瞭亮”，这样表达应无问题。

瞭亮，明白、懂事的样子。老舍《骆驼祥子》
中有，“曹家喜欢用干净瞭亮的人，而又不大注
意那些小过节儿；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
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

沧海粟：料量多用作动词，是安排、办
理的意思。日常说：某某人有 liào- liàng
是表达这人打得开，放得下，心知肚明，心机
缜密。

料量

葛氏宗祠位于河间东大汉村的中心位置，建于1933年，至今已有近百
年的历史。祠堂坐北朝南，有前后两幢房屋，伴有古槐、古松、古井、石狮，庄
重肃穆，古朴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