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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花园——四月

14 悦览——心静 福来

15 非遗——五虎断门枪

一代名臣与一代名臣与““十官庄十官庄””
地名里的沧州

河间沙河桥镇，有10个以“官
庄”冠名的村庄，简称：“十官庄”。
这 10个官庄分别是方官庄、孟官
庄、杨官庄、齐官庄、盖官庄、胡官
庄、李官庄、牛官庄、周官庄、官庄
店。10个村庄之间有着紧密的关
系，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
故事。

明朝建文四年，那是一个
风云变幻的时期。燕王朱棣，也
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当时他的

侄 子 建 文 皇 帝 坐 镇 南 京 统 治
着 江 山 。燕 王 朱 棣 篡 位 ，攻 下
南 京 ，这 一 事 件 引 发 了 一 系
列 的 灾 难 。建文皇帝手下名臣
方孝儒，因其辱骂燕王朱棣，遭
受了极为残酷的惩罚——被夷
灭十族。这一事件犹如一场巨
大的风暴，几乎将与方孝儒沾
亲带故之人全部席卷其中，杀
光殆尽。

然而，在这场风暴中也有幸

存者。方孝儒的叔父有个孙子叫
方琬，当时他远在闽广之地，因
此幸免于难。方琬听闻这个凶信
后，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于是
领着身边可能会受到株连的孟、
杨、齐、盖、胡、李、牛、周八姓八
家，仓皇出逃。他们一路奔波，最
终逃到了河间沙河桥这片土地
上。

到达这片陌生的土地后，他
们并没有被命运的苦难打倒。

他们开始垦荒种地，凭借着自
己的双手和坚韧的意志，在这
里慢慢建立起了方官庄、孟官
庄等 9 个叫官庄的村子。而那第
10个官庄——官庄店，它的来历
稍有不同。它是后来建立的，是各
个官庄的佃户所聚居之处，原名

“官庄佃村”，可能由于岁月流转
中的口口相传，逐渐讹传为“官庄
店”。

这些村落的存在，一方面

反 映 了 当 时 政 治 动 荡 下 人 们
为 求 生 存 而 被 迫 迁 徙 的 无 奈
之举。10 个官庄的名字以及它
们背后的故事代代相传，让当
地 居 民 铭 记 自 己 家 族 的 起 源
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当人们提
及这些官庄的名字时，不仅仅
是在称呼一个地理区域，更是
在 诉 说 一 段 家 族 的 历 史 风 云
变幻。

侯成伟

当古老建筑邂逅文房四宝

沧州古城的沧州古城的““笔墨纸砚笔墨纸砚””
■本报记者 马艳 通讯员 寇金星

关于沧州古城“文房四宝”这一妙趣横生的说法，最早
源于孙玉山、魏新民、耿建华编著的《闲话沧州》。在这本
书中的《古沧州建筑趣事》一文中，有这样生动的记载：沧
州大地像一张平展展的白纸，县衙门院内高九丈九的旗
杆像一支刺天穿地的毛笔；闻远楼像一块墨；清真北大寺
像一个气势雄伟的笔架；坐落在狼烟台上长方形的文昌
阁，像一方端砚；笔壶则是处于“笔、墨、纸、砚”中间的苦
水井。

文房四宝本是中国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宝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符号。将沧州古城的建筑形象地比喻成文房四宝，是沧州人对文化传承的

执着坚守与别具匠心的浪漫情怀。

这种独特的文化意象，将冰冷的建筑赋予了灵动的文化生命，使得沧

州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那么，沧州城内的文房四宝都是指的哪些地方呢？让我们走进沧州古

城，去探寻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文化密码，领略这别具一格的城市文化魅力。

笔——沧县县衙门旗杆

沧县县衙位于现在的新华路北侧，县衙门前立有高
耸入云的九丈九旗杆，就像一支巨型毛笔。

沧县县公署，曾是明清两代知州的办公地点。1949年
以后，州衙建筑被拆除，目前仅一座补山楼。

墨——闻远楼

闻远楼是沧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闻远楼高三层，就
像一块巨墨。

闻远楼俗称鼓楼，据《沧县志》记载，鼓楼始建年代不
详，清光绪八年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因为鼓的声
音传递距离短，就改用钟，钟声传递的声音很远，所以更名

“闻远楼”。
当年鼓楼的位置就在现在鼓楼广场的正南方，新华路

的中央。光绪八年重修的闻远楼高七丈，雄伟高大，曾是沧
州老城内的制高点。闻远楼二层供奉着魁星像，参加科考
的举子都来这里膜拜，盼望能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砚——文昌阁

文昌阁位于现今荷花池以东，在沧州古城的东边。相
传，文昌阁建于明万历年间，供奉文昌帝君（和鼓楼供奉的
魁星是同一位神仙）。在鼓楼东侧、文昌阁北侧是贡院，如
此布局，使得考生前往文昌阁与鼓楼祈福非常便利。科考
之前，他们祈求魁星庇佑，高中榜首。

笔壶——苦水井

笔壶就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容器，将苦水井比喻成笔壶
也是再恰当不过了。相传，建沧州老城时曾在此处挖井，因

水苦而得名。苦水井就在原来的苦水井胡同，在原蔡家胡
同以南。

笔架——清真北大寺

清真北大寺建于明永乐年间，历时十八载，于1420年
建成，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其大殿侧有三亭，中间高，
两侧低，类似笔架，形如秀峰，雄伟壮丽。

从县衙门前旗杆化身为如椽巨笔，到闻远楼化作的竖
直墨锭；从文昌阁象征的古朴端砚，到苦水井寓意的别致
笔壶，再到清真北大寺形似的雄伟笔架，沧州古城的“文房
四宝”承载着先辈的期许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岁月流转，这些建筑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但它
们所蕴含的文化力量却从未消散。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它
们就像历史的坐标，提醒着沧州人从何处而来，也激励着
人们在新时代继续书写辉煌。

“文房四宝”在沧州古城的位置 曾经的沧县县衙曾经的沧县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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