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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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桥人范景文吴桥人范景文：：
不受嘱不受嘱、、不受馈的不受馈的““二不尚书二不尚书””

■何庄

范景文，字梦章，

吴桥铁城镇范庄人，是

明代有名的政治家、文

学家。范景文26岁中进

士，官至东阁大学士

（宰相）。他为官品行清

廉，多有作为，爱民如

子，为世人景仰。

崇祯十七年二月，范景文入阁任东阁
大学士，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时的明王朝已
摇摇欲坠，范景文已独木难支。

崇祯十七年三月，城池失陷，起义军
涌入京师。闻此讯，范景文急速赶往宫
门。宫人说：“皇上已经出去了。”他又急
速赶到朝房，可是起义军已经堵住了道
路。随从请他换下朝服赶紧回家，范景文
说：“如此危难之际，我怎么能回家呢？”
他就在道旁的庙中草拟遗疏，用大字写
道：”身为大臣，不能够灭贼雪耻，死有余

恨。”随后跳入双塔寺旁的古井而死。
到了清代，顺治皇帝表彰前代忠廉之

臣，在吴桥城关镇南偏西建范公祠。范公祠
由照壁、大门、仪门、大殿、寝宫等组成。大
殿内悬挂四块匾额：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

“冰心玉节”，巡差使刘灏题的“沧桑砥柱”，
湖北布政使胡献徵写的“千古完人”以及吴
桥知县谭湘镜题的“二不风高”。

范景文一生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刚
正不阿，用忠和廉写就了其美名传扬的
一生。

“二不尚书”声名初显
范景文的父亲范永年，曾任南宁知府，

在乡里享有声望，人称“佛子”。范景文自幼
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极富胆识，为人宽
厚。他为童生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读
书，想要有所作为。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范景文高中
进士，被授予东昌府推官职位。他为官清正
廉明，在任东阁大学士时，亲友多登门相

求，他一一婉拒，并在门上张贴“不受嘱，不
受馈”六个大字，以明心迹。老百姓对此交
口称赞，尊称他为“二不公”或“二不尚书”。

同僚中的正直之士以范景文勤政廉洁
的行为内容撰成一联，上联是“不受嘱，不
受馈，心底无私可放手”，下联“勤为国，勤
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

爱民如子 文武双全
《明史列传》中记载，有一年，东昌遭受蝗

旱灾害，老百姓衣食无着。范景文向朝廷提出
到民间调研，给出若干救灾建议，并从自己家
中拿出钱物，尽心竭力赈济穷苦百姓。

事后有人要归还他钱物，范景文一律
不要。他说：“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现在我
衣食无忧，实在是拜你们所赐。我给予你们
一点是应该的。”

范景文解民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他帮
助生活困难的百姓，帮助有劳动能力的百
姓恢复生产，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
低限度。经过他的努力，数以万计的百姓得
以重建家园。范景文在任期间，还致力于冤
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为很多以前审判有误
的“犯人”平反昭雪。

崇祯元年，魏忠贤缢死，皇帝召范景文
回京，担任太常寺卿。崇祯二年（1629年），
清兵南下，京师告急，当时在河南的范景文
率领部下 8000 人出兵勤王，兵饷都是自
理。在多个勤王的部队中，唯独范景文部队
所到之处秋毫无犯。

部队进入涿州后已是寒冬，有人给范
景文送茶，他却拒绝了，说：“将士们冒着冰
雪风霜来解国难，冻裂了嘴唇，冻伤了指
头，我怎么能在这里喝茶呢？感谢你的好意
了！”将士们听了，无不感动落泪。

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范景文升为
兵部左侍郎，在通州练兵。士兵都是招募的
新兵，范景文练兵得当，培养了一支极富战
斗力的队伍。

临危受命 以身殉国

沧州老俗话

瞎障

也作“瞎账”或“瞎帐”，沧州话里

是白费心力，干毫无功效的糊涂事。比

如，“糊涂姥娘瞎障姨，要说明白是妗

子”。

（知微庐主）

\ 你说我说

淡墨秋山：这个词表示没眼力劲儿，办事
不明白，迷迷糊糊。

飞鸿：瞎障，做事分不清主次，理不出头
绪。

赵健民：我们这里，瞎障指办事无头无
脑，干糊涂事。

曲炳国：瞎仗毛儿头，指瞎指挥、乱作为，
做不到点子上，也有不成熟的意思。这可能是

“瞎仗”和“毛头小子”的合用。

淡墨秋山：和这个词相近的还有一个“瞎
头魔障”。

郭长新：瞎胀。瞎，指盲目，随意性很强；
胀，膨胀，逞能耐，过度表现。民间有这样一个
歇后语：“糊涂姥姥瞎胀（障）——白疼。”

秦云峰：瞎障，盲目，有些不通事理，该管
的管，不该管的也管，惹人嫌。

王玉营：瞎胀，某个人做事越过了约定俗
成的边界，做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比如，有
次我们叔伯家办白事，有个哥们儿看人家办
事有点乱，结果就出面给安排事。大家都说他
干瞎胀事，费了劲，人家也不感激，主事的还
烦，这就是瞎胀。

知微庐主：《汉语大词典》收了瞎账、瞎
帐、瞎头子三个词。

瞎账：指没有适当的人继承管理的财产。
不过，《河北方言词典》也收了瞎账，认为就是
烂账的意思。

瞎帐：比喻白费心力毫无功效的蠢事。引
《西游记》第三十二回：“行者暗笑道：‘这呆
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会还礼，
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

瞎头子：没头没脑。个人觉得，沧州俗话
中的瞎 zhang，是干白费心力毫无功效的蠢
事，所以按照词典，与“瞎帐”最吻合。但我觉
得“帐”字不符合，而“障”字更接近。另外，这
个词还有可能是“瞎整”的白读而已。如同沧
州话里把“魔怔”读作“魔障”，“懵怔”读成“门
障”一样。

祝华东：宁津还有个说法儿叫瞎障好人，
指这个人心眼儿不坏，但做事说话都差点劲，
就叫瞎障好人。

徘徊村是河间市束城镇的一个下辖
村。“徘徊”的意思，是在一个地方来回走
动，比喻犹豫不决的意思。那么，这个村子
为何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关于徘徊村的来历有几个说法。一个
是，据传明朝燕王扫北时，带领大军来到此
地，进退犹豫不定，在此地徘徊，故取名为
徘徊村；另一种说法是明朝永乐年间，山西

洪洞县大移民，张、李二人行至此处时，突
然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他俩五里一反顾，六
里一徘徊，踌躇难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
村名。

还有一种说法，徘徊村西南原有一个古
村落，称为“庄户顶子”，村名为兴隆庄。后来，
兴隆庄遭受战乱、天灾，村民废弃原址，选在
今天的徘徊村定居。后人为了纪念这段搬迁

的历史，将村庄命名为“徘徊村”。
其实，这几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核

心的意思都是因犹豫不定而选的这个
村名。巧合的是，不光河间有徘徊村，
山东章丘也有徘徊村，而且当地人的
读法与河间徘徊村一致。在章丘，人们称
徘徊为 pei hui，束城镇一带的居民提起徘
徊村也读作pei hui。

地名里的沧州

河间有个徘徊村
■史河间

范景文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