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6.18 星期四 编辑 尹家祥 校对 吴怡蒙

A

B

C

□本报记者 邢晓蕊/文 张鹏/图

“沙河环村过，千年银杏树，圣人停留
地”说的就是妆头村。这个位于叶县邓李
乡东北部的古村落，和孔子有什么渊
源？银杏树是孔子亲手种下的吗？妆头
村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村庄魅力，吸
引着人们前来寻古探幽，和孔夫子来一
场穿越之旅。

村名有故事

村中留圣迹

古村新变化

任克彬介绍“晒书回顾”石碑

鲜花装扮村中道路

千年银杏树

传说孔子和弟子们下榻的楼阁，位于
妆头村东北角的河堤旁。随着院门“吱
呀”一声打开，向里望去，杂草丛生，一片
荒芜。

圣人阁在庭院最北面，是一幢两层小
楼，砖石结构，硬山顶式建筑，室内木梯结
实厚重，蒙着厚厚的尘土，透着岁月沧桑。

妆头村党支部委员任克彬说，圣人阁
并非孔子当年居住的阁楼，而是后人为纪
念孔子所修建的房屋。

从圣人阁出来，沿着一条小路南行，不
远处就是银杏广场。广场上安装着健身器
材，是村民健身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银杏树的树根已经伸到了沙河边，受
河水滋养，这棵树长得枝繁叶茂，越看越觉
得美！”杨慧民说，银杏树被村民视为神树，
他驻村两年多了，从没见村民上树摘银杏
果。只有果子被风吹落后，村民才会捡拾。

银杏树东面有一块近水平台，据说孔
子曾在此观月，被后人命名为观月台。如
今，观月台上种着庄稼。孔子曾晒书的2米
高台也变成了良田，只不过比周围田地稍
高一些罢了。

任克彬说，村里晒书台上曾立着一块纪
念孔子的石碑。如今，这块石碑保存在村民
任增耀家的院子里，上面刻有“晒书回顾”的
字样，立碑时间是“民国十二年冬”。“这块石
碑以前当墩儿坐，要不是放到院子里，早就
没有了。”任增耀说。

任克彬说，中国孔子基金会考察团
多次来到妆头村，参观了孔子游叶时的
遗迹——溺车处、晒书台和圣人阁，观赏了
千年银杏树，一致认为妆头村文化底蕴深厚。

妆头村距离叶县县城15公里，从市区出
发半个小时左右便可到达。 5 月 29 日上
午，漫步妆头村，道路平坦，绿树成荫。村
子南面是千亩林果基地，桃园、葡萄园内硕
果累累。

“妆头有三奇：沙河、银杏、孔圣人。”村
民程文金刚刚浇地回来，衣服几乎被汗水浸
透了。这位60岁的老人是一个“村史通”，
三言两语就把妆头村的神奇之处一一道来。

程文金说，妆头村地处沙河湾中，沙河
从西北向东南环村而过，实乃“藏风聚气之
宝地”。得天独厚的位置，吸引着古代先民
在此繁衍生息。一代代村民口授心传，村子
的故事流传至今。

说话间，便来到村里的银杏广场。千年
银杏树就长在广场东南面的河堤旁，粗大的
树干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久经风霜犹有
蓬勃昂扬之势。这棵树的一个粗大枝丫形
如龙爪，人皆称奇。

“有人说银杏树是孔子和弟子们亲手种
下的，我觉得不一定属实。”程文金表示，孔
子从妆头村匆匆路过，不太可能种树。

“以前沙河涨水是常事，有可能是河水
冲过来的白果在岸边生根发芽长大的，也有
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孔子栽种的。”他说，岁月
久远，银杏树的来历已无法考证。不过，古
树为一代又一代人遮风挡雨，庇护着村人。

妆头村与孔子颇有渊源，有关孔圣人的
传说妇孺皆知，也为妆头村增添了古老神秘
的色彩。

“孔子到过俺村，留下可多的故事。”在
树荫下乘凉的几位老人说起村子的故事，绘
声绘色。

“孔子在俺村晒过书，晒书台就在俺家
地里。”81岁的杨迷娃老太太认真而又神秘
地说，“晒书台鼓起来的那块地，比周围高不
了半尺，但历来涨水没被淹过。1975年发恁
大的洪水，也没把那片地淹着，你说神奇不
神奇？”

“俺村东北角那座圣人阁就是孔子住过
的地方。”从小听着老一辈的故事长大，70岁
的程黑金老汉对村里的传说深信不疑。

“妆头，意思就是‘梳妆打扮’，在这里又
有梳理的意思。”市委统战部派驻妆头村第
一书记杨慧民对妆头村的历史、文化颇有研
究，他娓娓讲起孔子游叶的历史。

据叶县县志记载，公元前489年春夏之
交，年过六旬的孔子自陈蔡进入楚地前往叶
邑。渡过沙河后，突降滂沱大雨，孔子一行
衣服、书简尽被淋湿，车轮深陷泥沙中，无
法前行。百姓慷慨相助，冒雨把车推出。后
人为纪念孔子，起村名曰溺车，又名泥车。

“泥车村在妆头村北边两三公里处，它
曾是妆头村的一个自然村，后来划出去成为
一个单独的行政村。泥车村至今仍保留着
沙河古渡口的遗址。”杨慧民说，孔子和弟子
由泥车村南行至妆头村精疲力竭，便在这里
休整、盥洗，晾晒书简，晚上留宿此地，次日
重整装束，挽好头发，继续南行。“妆头村”由
此得名。

走进叶县妆头村 追寻孔夫子足迹

在妆头村走访，追寻孔子当年留下的足
迹，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在荒草掩
映的河堤古道上，仿佛看到孔子坐在马车
上，风尘仆仆而来，大雨淋湿了衣衫浑然不
顾，书简被雨打湿，他痛惜不已。

孔子游历列国14年，疲马凋车，受尽冷
遇。在宋国讲学时，险些被害；与弟子离散后，
只身一人跑到郑国，被当地人说成是“惶惶如
丧家之犬”；在陈蔡之间又被吴国的士兵包
围，七天没有吃饭……到达叶县遇上大雨，
车陷泥淖，心中定然十分凄苦。

“在观月台上，看着滚滚流淌的沙河水，
想到自己年过六旬仍无建树，孔子不由慨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杨慧民说，听村
民讲述孔子的故事，便觉得自己和孔子又走
近了一些。

孔子一路游历，一路传播自己的思想、
学说及政治主张。听村民讲述孔子晒书的
故事，一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的圣人形象就在眼前，让人不由得肃
然起敬。

时光荏苒，孔子游叶的历史已成为遥远
的过去，圣人的思想却影响着一辈辈村民。
任克彬说，孔子的仁爱、孝道、诚信等思想在
村里发扬光大。乾隆年间，村里还出过武秀
才，村中原有一座旌表孝道的牌坊，“破四
旧”时被拆。

孔子崇文尚礼的思想，也影响着村里
一代代年轻人。据任克彬介绍，村里从前
出过秀才、举人，如今考上大学者大有人
在，还有在读硕士、博士。

程文金说，如今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
村里发展起林果种植，环境越来越美，村民
日益富裕，妆头村成了叶县知名的美丽宜居
古村落。

圣人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