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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楼，有名将常遇春后人

因已是深秋，孙福集乡近2万亩的国家级
湿地公园里虽没有了荷叶田田，但芦苇随风飘
动，像一片片云洒落大地；蒲草丛中，忽然间有
异动，几只小鸟鸣叫着飞往远方……

沿着湿地东行，在乡干部的引领下，我们来
到一个叫后赵楼的村，但村里仅有常姓和朱姓，
没有一家赵姓。而且，村民都说，他们这两姓和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将常遇春还有渊源。

村民常友乐拿出家谱给我们看，里面有
“明开平王常遇春像”。家谱中有一篇明洪武
二年十月（公元 1639 年），由浦江宋濂撰写的

《商丘常氏渊源说》的文章，说商丘常姓族人
是安徽怀远忠武常氏后裔，明朝开国名将常
遇春是七世祖。常遇春被朱元璋封为归德卫
世系都指挥使，迁居商丘，是为商丘常氏始

祖。之后，常氏在商丘一带开枝散叶，家族逐
渐壮大，至今已有 20 余世。

该村朱家族人拿出的家谱记载，他们朱姓
始祖朱海字天池，是山西洪洞县人，跟随朱元璋
打天下，被封为忠武公，官拜礼部。出任商丘，

“安家于城北二十五里朱老庄”，其两个弟弟，分
别在朱台和朱寨，至今也有20余世。而据常友
乐介绍，以前村北的黄河边还有一个码头，船来
船往的还很热闹。村里几位老人说，他们小时候
还在村边捡过煤块。

据村干部仵玉合讲，村北的故道内，还埋着
一条船。以前曾经有人打洞去盗挖古船的宝物，
但总是眼看挖够本了（各项准备工作的花费），
就会刮起一阵大风，风沙会把挖的洞填平。“都
没赚过钱！”

蒙墙寺，故堤在这拐了个弯

出了孙福集乡，我们继续东行进入了商丘
北部的绿色屏障——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

在李庄乡蒙墙寺村，黄河故堤在这里突然
拐了个弯。是老黄河改变走向了？但出了该村，
故堤又恢复了原来的走向。这是为什么呢？

在村民闫召民的引领下，我们来到故堤拐
弯的地方，这里有一座三间大殿的寺庙，叫蒙墙
寺，寺前有村民种的蔬菜，有数通石碑，分别记
载了蒙墙寺的历史、重修的过程。

闫召民说，这是著名的文哲大师庄子的出
生地。据记载，这里是古蒙国的都城，庄子就出
生在这里，蒙墙寺就是后人为了纪念庄子而建，
曾经很辉煌，多重院落，还有80多亩的庙产。因
敬仰庄子，所以历代在加固黄河大堤时，都十分
注意保护蒙墙寺，把这一段大堤北移一定距离，
逐渐形成了现在拐弯的形状。

在大殿东边，有一眼井。闫召民说，上世纪

70 年代，曾经在寺旁古井里打捞出了陶盒、陶
罐及瓦扫等很多东西，还有唐三彩一样的武士
俑等，这些东西还都保存在他家。这眼井后被专
家断定为汉代古井。而且有传说，隋末唐初，罗
成、程咬金等在刘口与洪天霸打仗，兵败逃到蒙
墙寺，把兵器都扔进了这井里。

在蒙墙寺的东边，故堤有一个很齐整的横
断面。闫召民说，2009年，商丘市文物部门联合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明清黄河大堤进行了考
古发掘，目的是以考古方式揭示黄河大堤的内
部结构和建筑过程。通过发掘，发现这段大堤共
有133层土，高出地面12米，其间经过了十几次
加固，并且都是人工作业。

由此也印证了“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
道”一说，同时可想象古黄河曾经是经常出现险
情，生活在黄河故堤下的老百姓曾经是怎么的
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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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武庄，刘邓大军从此抢渡

出蒙墙寺向北一公里许，有个村庄叫裴武庄，村南有一
片古柿树林。在村支书裴传伟带领下，在一片杂树丛中，我
们看到数株有铭牌的古树。铭牌是梁园区政府制作的，标明
这些古柿树是国家三级古树，树龄都在290年。抬头看树，还
可看到有红红的柿子挂在枝头，不时有小鸟飞来啄食。

据裴传伟介绍，该村以前叫淤洼，后来改名大武庄，住
有武姓和赫姓两族。这些柿子树就是武家先人栽种的，现存
活的还有30多棵。

后来，赫、武两家起争端打起来了。但武家打不过赫家，
吃了亏。至今，这里还有“赫武不邻”的俗语。于是武家就从
刘口集请来了裴家帮忙。裴家先祖裴千斤当时武艺很好，就
把赫家打跑了。为了防备赫家返回来报复，裴家就在这里安
家常住了。再后来，裴家出了个名医叫裴志武。出门总是说
自己在裴武庄，逐渐地，大武庄就被叫成了裴武庄。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曾有一支部
队从这里过黄河故道往南行军。而这里，当时有国民党驻商
丘保安旅的一个连驻防，当时在柿子树林里，还有他们的被
服厂、弹药厂等。

一天凌晨，解放军一支部队从这里路过，驻守的国民党
部队听到有大部队路过，但不敢出门，就躲在柿树林里冲外
乱放枪。解放军部队就冲着柿树林还击，掩护大部队通过。

听老人讲，战斗打了有一个时辰（2个小时）。天明了，有
村民出去看，地上有很多子弹壳。75岁的村民武步领指着几
棵老柿树说，上面还都枪眼呢。在一棵老柿树上，确实能看
到几个类似枪眼的洞。

当店王，当铺兴村 将军故里

告别枪眼斑驳的古柿树，我们一行顺着故堤继续往东
行驶。在刘口古镇东北，有个著名的红色村庄——当店王
村，该村的孙场是我市唯一的开国少将孙端夫的故里。

车子一进当店王村，就看到村口当店王村史博物馆。博
物馆青砖垒墙，白灰勾缝，飞檐走兽，仿古似古，门头正上方
一个旧体的“當”字诉说着这个村庄的历史沿革，唤回了古
黄河岸边这个村落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百年记忆。

走进馆内，一部承载着“奋斗”与“拼搏”的史篇，一部书
写与贫穷抗争的画卷展现眼前，它见证了一个村庄从贫困
到富足的辉煌历程。

据史料记载，清朝雍正三年，王氏自曹县东南解庄迁此
建村，得名王庄；清嘉庆三年，施氏自山东单县高老家乡施
庄迁此开当铺，得名当店王。

孙场村，清乾隆三十七年，由孙氏自平安寨迁此建村，为
码头货场，故名孙场。1938年至1941年，孙场建孙场寨，为刘
口乡民间武装力量“连庄会”四大寨之一，镇守刘口集东北。村
民以孙姓为主，另有李、王、杨等姓，开国将军、曾获二级独立
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少将孙端夫故里就位于此。

名人辈出，历史深厚。当店王村，这个因当铺兴盛起来的
村落，曾以“当一物济安渡危康复来，典三日消灾弥祸劫自去”
一副对联闻名遐迩，以大道之行严守商业道德警醒后人。

如今，人们为了更好地传承丰厚的村史文化，继承性地
建造了村史博物馆，旨在铭记历史，牢记祖训，让勤劳、贤
孝、谦让、和睦的淳朴民风发扬光大，让村中悠久的历史文
化源远流长。

昔日悬河大堤 今朝生态走廊

黄河，是世界最有名的“悬河”，河床高出地面3米~5米，有的甚至高出
10多米。古时候，“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可以

说，昔日的黄河大堤，是悬在堤下百姓头上的一把“利剑”，它随时会爆发，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和财产。1855
年，黄河在开封市兰考县东坝头改道以后，流经商丘部分的黄河就留下了一段130多公里的故河道和故河
堤。但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河水虽然不泛滥了，但风沙、盐碱又成了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面积植
树造林，生态环境才逐渐好转，尤其是近10多年，市、县（区）政府科学规划，实施黄河故道生态长廊建设，昔
日悬在头上的“利剑”，现在成了商丘人民的绿色屏障和生态走廊，旅游、休闲、娱乐的乐园。

在梁园区境内，就有一段保存比较完好的黄河故堤。近日，京九晚报“游遍商丘”大型旅游采访组就专
程驱车走了那段故道、故堤，欣赏堤上自然美景，探访堤下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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