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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庄村：典韦后裔今犹在

走近典庄村，村子周围的田地
里，绿油油的花生秧正惬意沐浴着
阳光，一条新铺设的柏油路穿村而
过。

村口的典韦文化园内，图文并
茂展示着《三国志·典韦传》《三字
经》等国学经典。园区正前方立着
典韦雕像，他身披双铠，手持双戟，
威武霸气。雕像后书“功著汉代二
千年威风宛在，德垂后昆十八世余
泽犹存”几个大字，中间刻着《典氏
家谱》和典韦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公元 197年，屯
兵宛城的张绣投降曹操，曹操看上

了张绣的嫂嫂邹氏。后来，张绣起
兵造反，夜间偷袭。曹操从后门夺
路而逃，典韦率兵阻挡，因寡不敌
众战死。曹操追思典韦，封典韦之
子典满为郎中。曹丕即位后，封典
满为都尉，赐爵关内侯。

公元 220 年，典满在叶县受
伤，在附近村庄治疗期间招韩氏为
妻，伤好后又回到战场。公元241
年，年老的典满上奏请求落户叶
县。典满死后，葬于现在典庄村西
南的高岗上——俗称“老典台”。
典满子孙繁茂，到李闯王进河南之
前，全村共有3000多人。

在典庄村北的观音堂内，有一
座保存相对完好的石碑，石碑背面
字迹模糊，正面的字迹和花纹清晰
可见，写着“东韩奉村重修观音堂
创建伽蓝殿碑记”，落款“万历三十
五年岁次丁未孟秋吉旦立”。86
岁的老支书典景昌告诉记者：“这
座石碑原来立在典氏先祖墓前，后
被村民移到这里，碑帽被盗了，现
在这个是新修的。”

典庄村党支部书记典亚军说：
“村里曾挖出过典氏先祖的墓碑和
家谱，只有这座石碑保留了下来，
这些《典氏家谱》里都有记载。”

典韦后人居住地

“典氏宗族曾三次续修家谱，
如今这本家谱是2002年典姓族人
商议后续修的。”典亚军拿出一本
《典氏家谱》说。

2002年4月，典景昌、典洪德、
典合群、典叶勋出外寻根问祖。他
们在省文化厅查阅《中华姓氏由
来》《中原寻根》，在叶县县志办查
阅《叶县志》，去开封陈留、商丘宁
陵、南阳内乡探访典韦的老家及
墓地，在村上挨家挨户找长者座
谈等，历时5年修成了这本《典氏
家谱》。家谱共七卷，自明朝末年
典可建立典庄始，详细记载了十
八代典氏族人状况，包括典氏始
源、始祖画像、典氏五门世系等。

“国有国史，国史可知兴替，
悟得失，借古鉴今。家有家谱，家

谱可溯宗支，详源流，传祖规，承
家训，守家教，使子孙慎终追远，
感恩祖先功德，发扬而光大之。”
60岁的典建民说，当年他的父亲
也参与了续修家谱，族谱中这句
话是典姓一族重修家谱的愿景。
如今，续修家谱的很多老人已不
在了。

《典氏家谱》记载：典姓家族
在战乱年代经历了一次大劫难，
几乎被灭族，一名遗孤长大后娶
妻生子，其子孙繁衍至今，就是

“典氏老五门”。
自明朝崇祯五年（公元 1632

年）起河南连续八年遭水灾、旱灾、
蝗虫灾、疫情，加上起义军战乱等，
百姓死亡不计其数，东韩奉村的典
氏也深遭劫难。到崇祯十三年（公

元1640年），东韩奉村的典氏仅剩
百十口人。这些人后来去陶寨
（今湛河区陶寨村）避乱，夜间遭
闯王军袭击，仅有12岁的典可幸
免于难。他从寨墙下水道逃出，
到河山庙找到了族叔典启和尚。

后来，典可叔侄二人在村东的
一块高地（今典庄村）上建房二
间。典可在此成家，后生子崇体。
崇体生子二人，为长子维杰、次子
维士。维杰又生子三人，维士生子
二人，这五人后来分家，被定为“典
氏老五门”，后逐步壮大为典氏家
族，并建立了典氏祠堂和典堂。“村
里的典姓后人分属五门，截至2002
年8月，典氏五门共登记入谱299
户1384人。”典亚军说，现在祠堂和
典堂都没有了，老典台也被毁了。

寻根修谱树家风

□本报记者燕亚男
实习生 焦瞳瞳 文/图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典韦一定
不陌生。典韦是曹操爱将，有“古之恶来”
之称。他勇猛异常，忠心耿耿，为救曹操独
守寨门击杀上百人后战死。

叶县九龙街道典庄村，因典韦后人在
此繁衍生息而得名，村里典姓人口占绝
大多数。6月19日，记者一行沿平叶

快速通道驱车来到位于沙河之
畔的典庄村探访。

游客在宋秋英家的桃园摘桃

典亚军翻看《典氏家谱》

典韦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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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先祖，传承文化，2019
年九龙街道筹资70万余元在村里
建了典韦文化园。”典亚军说。

此外，面对历史遗留的宝贵
资源，借助平叶快速通道的便利，
依托土壤肥沃的优势，围绕“小水
果”延长产业链条，叶县九龙街道
和典庄村“两委”大力发展“特色
种植+观光采摘”的果园经济，打
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在村民李凤岭的番茄园内，市
民赵女士提着一大兜番茄从

大棚内出来，这是她本月第
二次前来，“我刷视频

看到这里有番
茄，从市

区过来也方便，周末就带着家人来
采摘，回去一尝挺好吃，就又来了。”

49岁的村民宋秋英家的桃园
也迎来一波顾客，她说：“我们的
桃树有春美、雨花露和春蜜三个
品种，五月底就开始卖了。快速
通道修好后，每周末都有人来采
摘。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草莓种植
基地建成后，吸引了大量顾客。”

典庄草莓种植基地紧邻平叶
快速通道，占地 50 余亩（1 亩≈
666.67平方米），建设草莓大棚27
座，采用集农产品种植及销售、果
蔬采摘于一体的经营模式。“今年
是村里种草莓的第三个年头，共有
20个品种，每天出果量不低于500

公斤，售果期为12月到5月。”典亚
军说，基地建成后，不仅种植户赚
到了钱，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搭
棚、育苗、打叶、摘果等务工岗位。
4月18日，叶县首届草莓文化节暨
草莓生产技术交流会也在这里举
行。如今，草莓虽已罢园，但新的
瓜苗已经种上。

典亚军表示，除了采摘，还有
学校前来研学。每天夜色降临
时，不少网红自发到园内表演节
目。“我们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
将草莓园打造成以游客采摘为
主、商超供货为辅的综合型
阳光大棚，吸引更多
游客。”

以“果”为媒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