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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花径寻幽

14 悦览——不要置顶他人的想法

15 非遗——黑旗高跷

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试图打开记

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事、沧州风物、

老街旧巷、老物件、传说故事等栏目，欢迎广大
读者来稿，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

投稿邮箱：czwbrw@sina.com

沧县仁和村沧县仁和村：：七村合并人和睦七村合并人和睦
■本报记者 马倩

运河沿岸的沧县姚官屯镇仁和村原
本是 7 个自然村，王辛庄、肖家院、大庄
子、盐店、陈家铺子、李辛庄、吕家楼。7个
村子面积都不大，犹如星子般从南到北沿
运河依次排列。

仁和村位于姚官屯镇西北方向，南
北狭长、紧邻运河、交通便利。仁和村是
何时所建？7 个村子又为何合并成一个
村？

今年 60 岁的张维华原来在仁和村
学校工作，今年刚刚退休，“2012 年的
时候，村里要编写村志。村里的老人张
殿荣将自己记录的和听到的仁和村故
事梳理出来，我们就一起帮着整理。最
后写成了仁和村的村志。”张维华说。

仁和村原名褚官屯。褚氏家族于明洪
武三年（1370年）随燕王朱棣扫北，在此圈
地为界，占地立庄，居住在此地。相传褚家
曾在朝为官，又紧靠进京津的官道，故将
村名定为“褚官屯”。褚官屯村水陆交通便
利，地理位置优越，还曾被设为褚官屯辅
(相当于现在的镇)。

1929 年，村中的两个大户人家，刘
家和李家发生纠纷打官司，闹到了县
衙。随后，县衙的李师爷出面调解。李师

爷建议依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的道理，说服两家化干戈为玉帛。
最后刘、李两家和好如初，为彰显两家
的和睦，将村名改为“人和村”。那时，每
个村都要根据官府的要求出车出人，负
担较重。于是大家就商量将 7 个村合并
成一个村，共同负担以减轻各村压力。

自此，“人和村”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
的眼前。

1981年，沧县相关部门规范地名时，
又将村名中的“人”改成了“仁”。“虽然仁
和村是由几个村合并而来，但是村民们相
处和睦，传承仁和精神，一直以来都秉承
着文明的乡风。”张维华说。

李冀北村（原交河县李道湾村）在泊
头市西南约7里，正处在大运河由东南向
西北转弯处，因形成一个地势低洼的大湾
而得名。

明嘉靖十六年（1537），进士冯时雍
在此地创建了董子书院。冯时雍，字子
际，原交河县李道湾村人，是明弘治乙
丑科 (1505)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海运
副使等职。进士及第后，冯时雍一直在
外为官。嘉靖年间，他休养在家，当时
河间府方圆二三百里的文人学子、故
友 旧 交 纷 纷 登 门 探 望 、求 教 。在 谈 到

“学以静为主，理趣得以养心”这个话
题时，冯时雍十分推崇诸葛武侯“学须

静 也 ，非 学 无 以 广 才 ，非 静 无 以 成 学
旨”的观点。

当时，冯时雍苦于家乡学子没有求
学之所，决心建造书院。他主动捐出田
地 12 亩，供建书院之用。书院选址在一
片旷野上，即当时的李道湾村一带，此
地林木葱茏，少有人至，正是治学居业
的理想之地。

建造书院时，冯时雍亲自监督，还捐
出自己的俸银采买材料，又动用自己家中
的木料、壮丁和佣人。从嘉靖十四年（1535
年）秋动工，一年半后书院修建完成。

书院竣工后，冯时雍在与学子商议
为书院命名时，想起了自己崇敬的“道

谊两言传世教，天人三策致君才”的汉
代大儒董仲舒。冯时雍建议，董仲舒为
西汉儒学之宗，又是景州（今景县）人，
与泊头“封壤相接”。书院距离董仲舒的
家乡不足百里，所以书院命名为董子书
院。

董子书院占地 12 亩，建筑规模恢
宏，气派非凡，其中祠堂五间，以祭祀董
子。讲堂三间，是院长的憩息之处。学舍
六间，供诸生用。其次还有沐浴房、伙食
房等东西厢房各四间。建造这些房屋的
大部分费用由冯时雍捐献，也有一些是
由热心教育的人士和家境富庶的求学
青年捐赠。

冯时雍自己既为学院的“院长”，又是
主讲，另聘几位主讲人。学生少时三十几
人，多时达一百多人。其教学内容一是讲
解必要的文化知识和文学知识，如《诗三
百》、唐宋诗词等；二是讲些理学著作、儒
家经典，如《四书》《五经》之类；三是指导
学生实践，注重讲明义理，在修身养性上
躬亲实践，以正己身，强调学而为用，坚守
节操，廉洁清正。

教学方式上，书院提倡独立研讨，教
师对学生注重启发引导，学生则注重自身
的道德修养，师生关系融洽。书院还订有

《学规》，共 10条，由冯时雍亲自抄写，贴
于北墙。其中包括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学
习意志等，如“精诚为学，以正其心，以广
其才”“敬师不傲，谨虚为人”“勤功自励，
博学穷理”等。

董子书院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四方学
子都来求学，学术氛围浓厚。但可惜的是
董子书院清初时坍塌，但冯时雍嘉惠后学
的精神至今让人敬佩。

马倩

地名里的沧州
沧州老俗话

沧州话里读“老mie”，是“最后”的
意思。

（知微庐主）

你说我说

吴树强：“末（音近似‘咩’）后”这个词好
像也有点特色。

王吉仓：末了，也有说灭了。有些家里说
最小的孩子，老末（灭），末（灭）拉拉。

海客：小时候叙述事情、讲故事，有句口
语“到末后……”末后、末了，都是最后的意
思。比如：《儒林外史》第二一回：末了一名，
便是他自己的名字——卜崇礼。

彩云：我们也这么说，只是发mie(灭)音，
到灭后，到灭了，现在我才知道是“末”字。

马金铃：末，土音 mie，我觉得老末更好
一点。

飞鸿：老mie，最后一个或最后一名。

刘之龙：归期末了。

秦云峰：末了，最后，倒第一。

马金铃：最后、末尾这个意思和我们这
完全一样，不过我们平时说的时候儿呢，就
是末了儿说得比较多。

飞鸿：末了，读mo。

想飞：临期末了，归其末了，末乎了，都
是最后的意思。

知微庐主：老mo、老mie，我们都说。

有守株者：有的把最小的孩子叫末末啦
（拉）。

李双盈：我们喊老mo。

孙克升：把末尾说成 mie 尾，最后的意
思。如：“他在这行儿里算是老末（mie音）。”
用于人的排行，说老小。

冬东：很多年前，对排行老末的，叫老末
mo儿、老小儿、老疙瘩。目前，老末儿、老小儿
普遍，老疙瘩用在一些特定语境。

马金铃：老生子，“老”是重音。一般别人
问几个孩子啊？这是老几啊？回答说这是“老
灭”，这是老生子。

冬东：老疙瘩用于男丁，一般上面有姐
姐的，最后老来得子，称为老疙瘩。

刘之龙：老生子都通用，应该就是最后生
的孩子，父母年纪大了才生的孩子也这么说。

知微庐主：我叔叔排行最小，就叫“老
生”。

老 末

李冀北村的董子书院

沧州风物

村边的雕塑村边的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