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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酒，可谓妇孺皆知，家喻户

晓。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旷古悠

久，源远流长，如同中华民族许多经

典文化遗产一样，在华夏上下五千

年的文化宝库里大放异彩。从楚庄

王的绝婴之宴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

权；从关云长单刀赴会到王导的东

晋新亭会；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在这浓浓

的酒典文化里，无不彰显着帝王将

相的洒脱与谋略、英雄侠士的睿智

与 豪 帅 、文 人 墨 客 的 儒 雅 与 风 采 。

这一桩桩因酒而成就的历史故事，

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们心中

不可超越的文化经典。

说到酒文化，我们就不能不说

酒的礼仪。在我国古代，酒这种常

用来祭祀的贡品，具有严格的礼仪

规范。早在周朝时期就设立了专门

的官职去掌管这些礼仪。什么场合

喝什么酒，什么人喝什么酒，用什么

酒 器 饮 酒 ，饮 多 少 ，都 有 一 定 的 规

范。《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中

记载：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

材，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

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

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

器量。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饮

于 宾 客 之 礼 医 槽 ，皆 使 其 士 奉 之 。

凡 王 之 燕 饮 酒 ，共 其 计 ，酒 正 奉 之

……从以上这段文字的描述中不难

看出，什么场合用什么器皿、什么人

给王送酒、喝多少等都有严格的礼

仪规范。对于这些古礼，我们大可

不必遵守，但不能不了解，现在的一

些年轻人，在同桌饮酒时，常常认为

先干为敬是待客之礼，其实这并不

全对。在古代，即使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以前，在酒桌上你先干并不

是敬人，特别是有尊者长者在同桌

吃酒，你先干那是不尊的表现。西

汉礼学家戴圣的《礼记·曲礼上》中

记载：“待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

于 尊 所 。 长 者 赐 ，少 者 ，贱 者 不 敢

辞。”这段话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你

陪长者饮酒，看见长者将给自己斟

酒就要赶快起立，走到放酒樽的地

方拜受，长者尚未举杯饮尽，少者不

能饮。这种严格的酒桌礼仪，穿越

历 史 ，传 承 至 今 ，深 深 地 影 响 着 我

们，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前，在民间举办的酒宴上有着广泛的

传承和体现。民间的酒宴有多种形

式，最常见的是喜宴和丧宴。喜宴一

般有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嫁娶喜宴，

一是满月喜宴，一是庆寿喜宴。而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婚喜宴。

新婚喜宴在民间习俗中有着严

格的礼仪规范。办多少桌喜宴因家

族的大小及亲朋的多少而定，一般

家庭办上十几桌乃至几十桌或上百

桌喜宴是常有的事儿。但，无论办

多少桌，喜宴必须用八仙桌，圆桌是

万不能上台面的。桌序的排布也很

讲究，首先，选择一座宽敞的庭院，

用布帷搭建一座能容纳几十桌或上

百桌的临时庭堂，而后，在庭堂的中

心位置，摆设首席，其他桌位以此为

中心，分左右依次展开摆放，最后用

红帖标注贵宾首席、贵宾二席等字

样，所有桌位都必须依次标注。这

样布局，桌序严整，座次分明，礼仪

规范。接下来就是宾客的安排及桌

位的分配了，什么样的宾客，落座什

么桌次和席位是有讲究的。但安排

宾客的总体原则是：先亲后朋，先近

后远，先尊长后年少。所谓先亲，也

就是说，姻亲为尊，族亲随之，而后

才能安排亲朋、同学、战友、街坊邻

里。当然，亲朋、同学、邻里等宾客

中 的 尊 长 者 也 要 尽 可 能 地 优 先 安

排。在宾客的席位安排上，送亲的

宾客是关键，而他们之中的正客又

是重中之重，依礼安排至关重要，来

不得半点疏忽。正客成员一般有四

至六人组成，不能是单数，所有的成

员必须能够体现和代表新娘家直系

血亲三代人，像姨夫、姐夫等人是万

不能做正客的，甚至是不能参加送

亲 赴 宴 的 。 正 客 成 员 有 新 娘 的 娘

舅、祖父、叔伯、兄弟等人组成。在

宾客就位的同时，安排主陪也是关

键。每张八仙桌一般只坐正客和送

亲宾客三四人，那么，陪客就要相应

地安排上主陪、副陪和三陪。俗话

说的好：主陪靠威望，副陪靠酒量，

三陪靠胆量。也就是说，主陪必须

能镇得住场，他同主宾地位、身份相

应，或者高于主宾。主陪的主要任

务不在于饮酒，而是陪客人聊天、沟

通、调节氛围、活跃气氛、洞察和及

时化解宴席上宾主可能出现的各种

不和谐因素。副陪角色主要是陪客

人喝酒，社会地位和年龄一般低于

主陪，逐一与同桌客人猜拳赌酒是

副陪必做之事，这就要求副陪不仅

要有酒量，还要有高超的划拳技巧，

不然，在陪酒划拳的过程中，既能使

客人满意，又能完美过关是有较大

困难的。三陪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为

本桌宾客奉茶添水、递烟斟酒等服

务工作，他作为陪酒的后备力量，地

位更低于副陪，不管能不能喝酒，都

要敢喝，该上的时候就要义无反顾，

宗旨只有一个，做到优质服务，陪得

客人满意。

接下来是新娘新郎及新郎父母

逐桌为宾客敬酒，在敬酒环节中，陪

领人员是关键，此人一定是本族中

德高望重之人，地位及身份都要高

于或等于新人的父母，不仅精通礼

仪，而且还善于交际，在指导敬酒的

过程中，能睿智地调节氛围、活跃气

氛 ，及 时 化 解 可 能 出 现 的 酒 礼 矛

盾。可以说，新婚喜宴中的每个环

节都在严格的礼仪规范之中，一旦

不慎，礼数不周，就会事倍功半，整

个家族就会贻人笑柄。

丧宴与喜宴不同，丧宴有很多

忌讳，比如，酒席上所用器具不能出

现双数，尤其酒具更为重要，用餐也

很讲究，不管上多少道菜品，每道菜

品都必须是单，且大多以素食为主，

以示对亡灵的尊敬。与喜宴最大的

不同还在于，免去了逐桌敬酒这一

环节，原因是首七大祭这一天，孝子

孝孙们只能在坟墓前为亡者敬酒，

为宾客敬酒是大不敬，是严重违礼

之举。孝子孝孙们在看酒看饭环节

里，必须面向娘舅和所有宾客，五体

投地行叩拜大礼，只有娘舅一声“免

礼平身”，孝子孝孙们才能立身，否

则 是 万 万 不 能 随 便 结 束 叩 拜 之 礼

的。孝子看酒后，所有的宾客都要

看首席上娘舅的态度，如果他们没

有喝酒的意愿，所有宴席上是不能

率先饮酒，更不能猜拳喧哗的。这

一切都表现着姻亲为尊、娘舅为大

的礼仪规范，同时也表达了对亡灵

的哀思和尊重。

酒同人们如影随形，充斥着生

活的方方面面。酒可以壮行色：临

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

可以感悟人生：自古圣贤多寂寞，唯

有饮者留其名；酒可以为友践行：劝

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

还可以排解忧愁：莫道有酒终需醉，

酒入愁肠愁更愁；酒更可以寄托对

亲人亡灵的哀思：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

魂舞……

酒虽有如此之功能，但它同“月

有阴晴圆缺”一样，也会受到抵触和

非议。由于人们的修养格局不同，

认知感受不同，而对待酒的态度和

评价也出现了较大差异。让我们来

看看古人是如何评价酒的。北宋时

期 有 个 叫 佛 印 的 和 尚 ，曾 作 诗 曰 ：

“ 酒 色 财 气 四 堵 墙 ，人 人 都 在 里 面

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

长。”看得出，作为和尚的佛印，从佛

家空性的观点出发，对酒色持屏蔽

之态，提倡完全同酒色绝缘。而他

的好友，大文豪苏东坡，却针对酒色

另有所思：“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

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

不生气自消。”很显然，苏东坡是从

儒家的中庸之道出发，对待酒色的

观点是把握一个度。北宋明相王安

石对此也有自己的评价：“无酒不成

礼 仪 ，无 色 路 断 人 稀 ，无 财 民 不 发

奋，无气国无生机。”可见王安石是

从贤相者的眼界，从酒色对国家社

稷的正面作用来谈，充分肯定了酒

色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

不管人们对酒作如何评价，它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展至今，已成

为人们生活一部分。酒桌上的学问

大，喝酒的真正意义不在酒，《醉翁

亭记》中有句话说得好：醉翁之意不

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从这个意

义 上 来 讲 ，可 以 说 ，喝 酒 是 一 种 礼

仪 ，喝 酒 是 一 种 风 度 ，喝 酒 是 一 种

修 养 ，喝 酒 是 一 种 情 趣 ，喝 酒 更 是

一种文化。喝得尽兴，酒逢知己千

杯少，能喝出风格，喝出品位，喝出

氛 围 ，喝 出 需 求 ，更 能 喝 出 社 交 与

商机，真可谓“杯中乾坤大，壶中日

月长”。

藏风纳气丁李庄
□ 张振营

郏县安良镇丁李庄被确定为美丽乡

村试点村，我想知道她究竟有什么魅力，于

是在夏日一个明媚的日子里前往探访。

商道上的风水宝地

远山眉黛，近水灵动，丁李庄是山坳

里的一枚朱砂。时值盛夏，满目的绿从田

畴铺向远处的山峦。长方形的村落，西有

大刘山，南有二刘山、红石山，北有凤翅

山，东有肖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村子

就像在一把罗圈椅里安卧，簇簇苍绿的山

峦和着灰瓦红石墙，颇有一番韵味。

村子的中部和西部是传统建筑集中

的地方，精致的古建筑沿着保存相对完好

的老商业街两旁修建，独居魅力，这是最

吸引我的地方。

在村子偏东的地方，有一条两米宽的

南北通道，这就是古代的商道了，商道延

伸到村南，在槐树林里隐去。据村干部李

宪朝介绍，出村的这段还在用，是村民下

地干活的生产路。

这条商道经郏县县城向南可以通长

沙，向东南可以通南京，村里老人说，过

去 他 们 称 这 条 路 为 南 京 路 。 从 南 边 过

来，经丁李庄再向北就是山路了，因而丁

李庄就成了歇脚之地。南方的食盐、茶

叶等通过这里北上，神垕的瓷器、药材等

通过这里南下。这里除了为客商提供食

宿的驿馆，各种物资交易也多了起来，渐

成集市。丁李庄能有连片的豪宅，得益

于这条商道，丁李庄的繁荣富足，凝结着

昔日马帮挑夫们的血汗。如今大街两旁

石墙上的拴马石，依稀可以看到过往的

热闹和繁华。

而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这里还是

一片荒芜，一支从山西洪洞迁徙而来的

丁姓人家见这里群山环抱、绿水缠绕，认

为是藏风纳气的风水宝地，遂在此安家

筑村，取名丁家庄，久而久之，被叫成了

丁庄。丁李庄现在共有 519 户 1591 人，

主要姓氏有李、丁、张、孙、刘、韦、赵、王

等，其中李姓占了 70%，丁李庄之所以姓

氏众多，是因为这里成为商道之后，在此

地经商的一些人落户下来。

其 他 姓 氏 的 人 究 竟 是 何 时 来 到 村

里的已无从考证，唯有李姓始祖李元美

的故事流传久远。明神宗万历年间，禹

州 神 垕 镇 闫 家 沟 来 了 一 个 衣 衫 褴 褛 的

少年，说是父母双亡，他是逃荒出来的，

闫家老爷收留了他，让他当了羊倌。他

每 天 放 羊 干 活 ，很 少 说 话 。 这 年 过 年

时 ，闫 家 请 来 一 位 私 塾 先 生 写 春 联 ，正

当 众 人 啧 啧 称 赞 时 冷 不 防 听 到 有 人 哼

了一声，闫老爷转身一看，见是李元美，

他 一 脸 的 不 屑 。 闫 老 爷 生 气 地 说 ：“ 你

哼什么哼，有能耐你来写写试试！”没想

到李元美真的拨开众人来到案前，红纸

一 展 ，饱 蘸 浓 墨 ，提 笔 就 龙 飞 凤 舞 起

来。他写的第一幅春联是“满门天赐平

安 福 ，举 室 人 迎 富 贵 春 ”。 闫 老 爷 见 他

写的字行云流水、寓意美好、赏心悦目，

惊愕不已。待闫老爷回过神来，逼着李

元 美 说 实 话 ，李 元 美 见 瞒 不 过 去 ，就 将

父亲被奸臣陷害死在大牢中、母亲一气

之下一命归天、自己无奈逃难求生的遭

遇 和 盘 托 出 。 闫 老 爷 见 李 元 美 眉 清 目

秀，为人忠厚，又能识文断字，甚是喜欢，

就 把 小 女 许 配 给 他 ，还 对 他 悉 心 培 养 。

李元美也很争气，十八岁时考取县学“邑

庠”成为秀才。因当时的丁庄有闫家的

土地和门店，李元美 20 岁时和闫家小姐

结婚后，夫妇搬到丁庄安家。

自李元美迁丁庄起五世单传到五世

祖李建，李建生了五个儿子，李氏人远远

超过了丁氏，村子遂改称丁李庄。

深宅古院故事多

丁李庄的古宅老院基本上都是明清

建筑，显著的特点就是“群组”的空间布

局，一个家族集中在一大片。受“天人合

一”思想影响，这些建筑就地取材，比如

丁李庄就利用靠山的有利条件，墙体基

本上都用大块的红石垒砌，在选址上也

十分讲究，房子都建在地势较高的坡地

上，村前的河道，有利于排水。营造的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环境。

丁李庄的宅院多是二进、三进的四

合院，纵深最长是五进院，院落两头都有

大门，大街南的宅院北门是正门，大街北

的宅院南门是正门，临街大门旁一般是

商 铺 ，南 街 上 的 大 门 ，是 大 车 门 的 牲 口

院。体现出“深奥曲折、通前达后”的特

点。老大的宅院地基要高于老二，相邻

院落两山墙之间有夹道、角门，一则供下

人平时行走，二则有匪患时为防御逃生

之道。建筑中二三层楼房较多，木雕、砖

雕、石雕随处可见，图案精美，蕴含着富

贵吉祥的寓意。

在丁李庄，我最喜欢的还是走进那

些古老的宅院，走进村民的家里，去寻古

探秘，去辨识老宅上留下的文字，去抚摸

那些断垣残壁，去聆听那些远去的或平

凡或神秘的人生往事。

丁李庄最气派的五进院为李元美七

世孙李景前所建，李景前有三位夫人，六

个儿子，七个孙子，全家出了 11 位监生。

当时李家有田 48 顷，南到邢楼，东到碾盘

李，李家人到禹州鸿畅街赶集，不走别人

家的地方。李家是名门望族，李景前也

是 郏 县 有 名 的 乡 贤 名 宦 。 清 嘉 庆 二 年

（公元 1797 年），李景前病逝，自家中到墓

地，地上铺着金黄色的地毯，上面盖着白

布搭的帐篷，绵延一里多地。这种丧葬

形式叫作“铺金盖银”，象征着来世还要

享受荣华富贵。来吊唁的官员豪绅车水

马龙，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李家的奢华

通过这个葬礼得到充分展现。

李 家 宅 院 中 还 出 过 习 武 之 人 李 凤

山。李凤山是清末民初人，卒于民国六

年 ，清 末 武 庠 生 ，学 艺 少 林 寺 ，曾 开 办

武 馆 授 徒 。 民 国 初 年 ，匪 患 四 起 ，因 在

丁李庄防匪有功，李凤山被推举为郏县

保卫总团副稽查、城北区保卫团团长。

他 把 郏 县 城 北 36 座 村 寨 联 合 起 来 ，互

为 犄 角 ，一 寨 来 匪 ，数 寨 策 应 ，使 蹚 将

流匪没有可乘之机，保护了一方平安。

李家大院厚重的榆木门上有几处枪

眼清晰可见，那是烽火岁月留下的痕迹。

说 起 丁 李 庄 的 革 命 史 要 先 从 武 圣

学说起，武圣学是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在

安良北部一带出现的群众组织，供奉关

羽，平时习拳练武，乱世护卫村庄。

1944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向

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随后以皮定均为

司令、徐子荣为政委的豫西抗日先遣队

强渡黄河，接着，中央决定组成以王树生

为司令员的河南人民抗日军。1945 年 2

月，两支队伍在禹郏汝边界一带会师整

编，开始开辟抗日根据地。武圣学成为

支持八路军的重要力量，竖起了抗日、抗

税、抗粮的大旗。

1945 年 6 月 20 日，丁李庄武圣学与

日伪爱乡自卫团进行了殊死搏斗。丁李

庄的李马头是骨干成员，李马头身高一

米 八 ，力 大 无 比 ，老 百 姓 传 言 他 是 人 身

马头，平时的武器是一把大铡刀。此次

战 斗 中 见 对 方 的 中 队 长 董 汉 光 向 李 家

院 内 蹿 去 ，李 马 头 大 喝 一 声 ，掂 铡 刀 紧

随其后一刀砍在董汉光的机枪把上，董

汉 光 急 喊 ：“ 马 头 舅 ，饶 命 啊 ！”“ 喊 舅 也

不 中 ！”说 话 间 将 董 汉 光 的 护 卫 兵 张 根

头一铡砍死，董汉光翻墙逃脱。后在八

路军 12 团赶来参战的情况下，日伪爱乡

自 卫 团 败 走 。 此 战 中 ，丁 李 庄 的 李 林

柱 、李 青 川 战 死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二 人 被

追认为烈士。战争的硝烟散尽，李马头

家建在十字街一角的抹脚瓦房尚在，李

马头的英雄事迹依然在传颂。

皮 定 均 部 当 年 在 丁 李 庄 入 住 的 往

事，现在还被老年人津津乐道。他们指

给我看：丁家老院是八路军的指挥部，大

房屋是枪械所，李顺听家院内的红薯窖

是校枪地，李俊峰家是军需处。在皮徐

支队来村前，有一个八路军侦察员范文

曾在李保罗家住了三年，范文常年帮助

李家拾粪种地，直到部队来后才公开身

份，后随部队一起离开。

在村西头又一个李姓大车门院里，

我 见 到 了 74 岁 的 宋 玫 ，他 家 的 院 子 有

棵 古 桑 树 ，树 冠 遮 住 了 大 半 个 院 子 ，她

说 她 24 岁 嫁 到 这 里 ，公 公 活 着 的 话 也

有 100 多 岁 了 ，公 公 说 他小时候树就是

这 样 子 。 他 们 家 几 代 人 都 很 爱 护 这 棵

树 ，初 一 、十 五 还 给 树 烧 香 ，也 不 是 迷

信 ，就 是 个 心 愿 ，祈 祷 人 和 树 岁 岁 平

安 。 春 来 一 树 黄 白 的 花 ，夏 来 遮 阳 送

爽，秋后采桑叶泡茶治病。平时不舍得

动桑树的一根枝，几年前树枝碰触房顶

上的瓦，无奈砍去一枝。树下的一盘石

磨，伴随宋玫 50 多年，推磨养活一家人

的 岁 月 历 历 在 目 ，如 今 已 不 用 的 石 磨

扇 ，就 立 在 院 子 一 角 ，仿 佛 是 时 间 的 年

轮 。 两 个 儿 子 搬 出 去 了 ，闺 女 嫁 人 了 ，

而 他 们 老 两 口 舍 不 得 这 棵 大 桑 树 的 陪

伴 ，不 愿 搬 出 去 ，人 与 树 就 这 么 和 谐 地

相伴共生。

丁李庄的龙之迷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表达了华夏

民 族 期 盼 强 盛 的 意 愿 。 但 专 家 学 者 认

为，神话传说中的龙是不存在的，而丁李

庄上了年纪的人众口一词，且言之凿凿

说他们村就发现过龙。在宋玫家里，她

还拿出一块儿龙骨，让我们看。

李 宪 朝 带 我 去 村 西 头 看 挖 出 龙 骨

的 地 方 。 这 是 个 半 亩 见 方 ，西 边 宽 ，东

边 窄 的 大 坑 ，这 个 地 方 古 时 就 叫 五 龙

泉，当年出龙骨的地方就在坑底部的水

井 中 。 所 谓 的 井 就 是 大 坑 里 挖 出 水 之

后用石头砌成拱券盖起来，然后拱券两

头 留 两 个 井 口 供 取 水 用 。 如 今 村 里 用

的 自 来 水 管 道 就 在 井 下 。 79 岁 的 李 留

记说他是当年挖出龙骨的见证人之一，

那时他才 20 多岁。

在李留记介绍挖出龙骨的过程中，

身 边 的 几 位 老 人 在 旁 补 充 。 通 过 几 位

老人的描述，当年发现龙骨的场面是这

样 的 ：1969 年 冬 天 ，生 产 队 组 织 壮 劳 力

挖 井 ，挖 到 五 六 米 深 时 ，突 然 挖 到 像 白

石 一 样 的 东 西 ，细 看 又 不 像 石 头 ，于 是

他们就小心翼翼地剥离周边的土，越挖

坑 越 大 ，最 后 竟 挖 出 一 个 完 整 的 龙 骨

架 ，长 约 三 米 ，头 部 左 右 两 边 有 角 ，角

对 称 ，略 呈 弧 形 ，在 龙 头 上 翘 出 ，显 得

格 外 醒 目 。 龙 身 呈 弯 曲 形 ，直 径 有 50

厘 米 ，有 四 只 脚 深 入 泥 土 中 ，就 像 年 画

中龙的模样。

丁李庄挖出龙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邻

八村，有很多人赶来观看。传说龙骨是

名贵药材，有止血治肚疼治失眠等功效，

虽然队长李榜娃说先不要动，可还是挡

不住有人私偷龙骨。怎么处理挖出的龙

骨成了难题，最后开会商议，决定按户分

了 ，于 是 ，龙 骨 被 砸 成 碎 块 ，分 给 了 各

户。分到户以后，县医药公司来人十元

一 斤 ，从 村 民 手 里 买 走 了 大 部 分 龙 骨 。

当时一只猪蹄才一毛五分钱，十块钱可

不是小数目。

82 岁的李春是李榜娃的儿子，他说，

当时县里对私分龙骨的事不愿意了，怪

罪下来后，他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愁得不行。村民们开玩笑说：“县里要龙

头，队长发了愁！”

好在接着又挖出一条龙骨，这次李

榜娃没敢再分，交给了县里，此事才不再

追究。这次挖出的龙骨，前半个身子被

道路占压，没有再挖，实际交给县里的是

后半截。究竟交给县里哪个部门了？因

当事人李榜娃已去世多年，已没人能说

得清。

他们当年挖出的是龙骨还是其他生

物的骨架，因没有专家现场鉴定，成了未

解之谜。

村民们之所以认为他们挖出的是龙，

还源于一个传说：五龙泉及周边有九个

隆起的高地，被称为“五龙九疙瘩”，丁、

李、尚三家时，尚家户大业大，人丁兴旺，

经常欺负丁、李二家。五世祖李建与丁

家密谋设计压制尚家，他们请来一个风

水先生，故意神神秘秘地在村子四周勘

察，知道尚家派人隐蔽跟踪后，风水先生

说：“怪不得尚家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啊，

是他们家占了龙脉的边，如果把土地庙

从南边搬到西边就更不得了了，说不 定

还 会 出 朝 廷 嘞 ！”李 家 人 赶 紧 说 ：“ 小 声

点，别让尚家人听见了！”尚家盯梢的人

回 去 一 说 ，尚 家 族 长 赶 忙 召 集 众 人 合

计 ，连 夜 搬 了 土 地 庙 。 然 而 没 多 久 ，尚

家 却 出 现 了 做 生 意 赔 本 、种 地 绝 收 、年

轻 人 不 断 死 亡 的 事 ，没 过 几 年 便 败 落

了 ，现 在 村 里 已 没 一 户 尚 姓 人 。 而 李

家 自 此 时 来 运 转 ，自 嘉 庆 至 光 绪 近 百

年 间 ，李 氏 一 门 出 了 15 位 监 生 、20 多

位 贡 生 、庠 生 等 ，五 品 六 品 官 员 6 位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出 了 30 多 位 大 学

生 。 村 民 们 把 李 家 兴 起 、尚 家 败 落 归

因 于 尚 家 搬 迁 小 庙 压 住 了 龙 脉 ，把 龙

给 压 死 了 。 尚 家 的 衰 落 ，世 事 难 料 ，而

李家代代人才辈出，应当归因于历代重

视 教 育 的 结果。本来有龙脉的传说，又

在叫五龙泉的地方挖出了龙骨，丁李庄

人对龙深信不疑。

郏县北魏时曾改称龙山县，也曾称

龙凤之乡。丁李庄村南的大刘山、村西

的二刘山也叫大龙山、二龙山。郏县以

龙 命 名 的 村 庄 13 个 ，以 龙 命 名 的 山 两

处，以龙命名的水 8 处，以龙命名的寺庙

5 处 。 郏 县 人 钟 情 于 龙 文 化 ，丁 李 庄 出

土 的 龙 更 是 给 这 种 龙 文 化 增 添 了 神 秘

的色彩和想象的空间。

（本版图片均由张振营提供）

幽深小巷

深宅大院

老街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