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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固村自宋代初期王氏二世祖王
士安定居至今，已有一千餘年

歷史，在宋朝，馬固王氏先祖幾
代都為國之重臣，曾創造「三朝

樞密」、「九子進士」之輝煌。彭保
紅告訴記者，馬固村不僅能人輩出，還保

留了很多古建築，比如如今剩下的王氏家廟和
馬固大廟，以及已被拆的王德魁故居、王廣林民居、
張連偉民居、王洪順民居、馬固村教堂等，其中，王德
魁故居規模最大，馬固村教堂係中西合璧建築風格，為
鄭州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
「去年，為配合上街智能電器產業園建設，決定整體
拆遷。」在前往馬固村的路上，彭保紅說。
記者一行驅車下了上街高速口，再行進10分鐘左右，就到了這片傳說中的「古村落」。如果不是彭保紅引
路，很難相信眼前的這片土地就是「千年古村」所在地。放眼望去，除了道路旁邊有一座規模較大的鋁廠，就
是散落在地上的廢磚爛瓦，以及剛剛被挖得坑坑窪窪的道路。如果說還有什麼能證明這裡曾經是個古村落
的話，就只有遠處兩座看着破舊不堪的古廟了，也就是當地村民口中的王氏家廟和馬固大廟。

記者遂跟着彭保紅一路顛簸來到了王氏家廟，正趕上當地幾個村民在此商討怎麼保護村子裡
僅剩的兩處建築。被村民們推為村子裡最有文化的王德安向記者介紹，馬固村有很多精美的
古代建築，在河南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不可移動文物名錄中，馬固村有7處，其中一處
就是建於明朝萬曆41年（1613年）的王氏家廟。記者看到，這座家廟門樓正中的匾額書
曰「三朝樞密」。王德安接着介紹說，「三朝樞密」說明王氏的祖先曾三代在樞密院
掌職，而樞密使的職能特點相當於現代國家國防部部長一職。

村民憂修路令家廟牆體脫落
走進王氏家廟，正對着的是一座影壁，影壁上的磚雕刻的是
一個吉祥瑞獸麒麟欲吞噬上方的太陽。王德安告訴記
者，這幅圖的名字叫做「貪」，「你看這個麒麟，
它踏着金，踩着銀，身邊還有棵搖錢樹，但它猶
未知足，又想把天上的太陽吞下，結果被燒死掉
到海裡。」在影壁兩邊的對聯曰：「大梁清和狀
元古門第，京洛魚陵樞副舊世家」，橫額是「朝笏

滿床」，「這是意在告誡後人，儘管家族在朝廷裡做
官的人多，下朝歸來時的笏板都能放滿一張床，但是做

官要為國為民，不可貪贓枉法。」王德安說，「在家廟中留
有這種影壁的，全國少見。」
再往前走，便是王氏家廟的正殿，這座殿不僅是明代建築，而

且是一座無樑殿，整個大殿沒有一根樑，這種建築如今十分罕見。因
為正在修建的道路離廟太近，村民擔心機械操作引起的震動會讓本就脆弱

的王氏家廟牆體脫落。

近日，內地多家媒體報道，有着「千年古村」之稱的河南鄭州市上街區馬固村遭

拆，整個村7處珍貴古建築僅剩下兩處。昨日，在鄭州文物保護志願者彭保紅的帶領

下，記者來到馬固村拆遷現場，發現原本佔地500餘畝的馬固村，房屋已幾乎被拆除

殆盡，路面上挖掘機和工人正在作業，偌大的村莊一眼望去只剩下王氏家廟和馬固大

廟兩處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朱娟，實習記者 許成舉 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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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文化遺產
搶救工程的倡導者馮
驥才說過這樣一段
話：「中華文化的
根、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載體都在古村落
裡，我們現在普查、
保護的民俗、民間戲
劇、歌舞、音樂、手

工藝都在其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
這些村落，這些民間文化遺產也就沒有了。」
對於一輩子居住在馬固村的村民們來說，馬固村是個
「標準的文化村」，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古村，這裡有他

們一生的生活印記，也有令
他們驕傲萬分的歷史。老人
們如今沒事就聚在大廟前，
你一言我一語，互相訴說他們
逝去的生活印記。
80多歲的王雲天（化名）看起來消

瘦文弱，但年輕時的他為了保護村裡的
文物，刀架脖子上都沒怕過。他站在那座頗
有來歷的影壁前向記者介紹，文革時有人要砸
了這個影壁，我擋在影壁面前不讓他們砸，後來
他們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說要砍了我。王雲天（化
名）邊說邊用手比劃着，但他並沒有被嚇倒，仍舊
站在影壁前。影壁這才被完整保存下來。

在河南省上街區委、區政府的公開回應中，他
們以「所拆文物」屬未定級文物點為由，認為鎮
政府的拆毀行為並不違法。然而，記者了解到，
早在去年一月份，鄭州市便下發通知，明確要求
對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記中未定級的古建築，
一律不得擅自拆除。
河南省文物局一名負責人告訴媒體，在文物保護
中，往往採用分級來區分文物所攜帶的歷史信息量
的大小、傳承文明能力的強弱。但實際上更多的文
物是未定級的，包括古遺址、古建築和近現代代表
性建築等。未被定級，有些因為某些文物的文化價
值沒有被及時發掘出來，但不等於說這個文物就喪
失了價值。對待未定級別文物的保護問題上，不能
將文物保護簡單地實行等級化、片面化、隨意化。

地方借發展經濟擅自拆除
一位從事河南文物考古研究的專家告訴記者，

事實上，這種處於「真空地帶」的建築佔大多
數。而目前儘管各地都出台規定或通知，要求地
方政府不得擅自拆除文物點，但由於缺乏明確
的處罰及違規細則，使得個別地方對此類文物
的保護「視而不見」，甚至個別地方政府負
責人頂住「輿論壓力」，以發展經濟為
由，一拆了之。
對此，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教授湯國華在此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林徽
因故居被拆事件時便呼籲制定《暫定古
跡條例》，「這個條例應規定，只要是
民眾舉報有人拆除古建築，無論是不是
文物，政府都應規定1年內不能動，在
此期間勘察它的價值。如果1年後證明
無文物或歷史價值，才可拆除。」湯國華
說，這個條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文
物，又能兼顧開發者的利益。

專家：未定級文物保護陷「真空」

據河南省
第三次全國
文物普查名
錄顯示，馬
固村共有 7
處文物名列
其中，分別
是王廣林民
居、王德魁

故居、王氏家廟、馬固大廟、張連偉民居、馬
固村教堂、王洪順民居。
記者在馬固村拆遷現場看到，王廣林民居、

王德魁故居、張連偉民居、馬固村教堂、王洪
順民居已全部被拆除，只留下些許磚瓦碎片。
而另一處還未拆的馬固大廟則靜靜矗立在一堆
廢墟中央。
馬固大廟坐北向南，東西寬38米，南北長55
米，佔地約3.13畝。主廟係關帝廟，東西長10
米，南北寬6米。從院中的石碑中可以看到，
關帝廟主殿重修於明萬曆二年，牆厚一米。門
由青磚券成，拱形外邊有磚雕麒麟兩隻，口銜
牡丹，花枝相連，莊重美麗，栩栩如生。
60歲的村民王海生稱，聽說前段時間上面規

劃了一條路，這條路如果修下來，正對着馬固

大廟，這樣一來，馬固大廟就
不保了。他讓記者看看已經挖到馬
固大廟門前門後的兩條斷頭路，「這兩條
路設計分明是要從馬固大廟穿過去，連接到一
起啊！」有村民接着話茬說：「最近聽說
馬固大廟又能保住了，這全都是大伙
辛辛苦苦爭取來的，要是沒人管
這事兒，連老祖宗最後這
點東西都沒
了。」

對於馬固村的村民來說，這裡的古
建築不止是他們祖先的故居，曾經居
住過的民居，更是有價值的文物。73
歲的老人王保金是清代咸豐年間著名
將領王德魁的曾孫，他告訴記者，他
的哥哥為了保護曾祖父的故居，主動

提出自己掏三萬元自己拆遷，「如果
讓別人拆，肯定一下子就用機器推沒
了，自己拆還能將一些磚瓦小心留下
來作個念想，以後若是有機會了說不
定還能重新復建起來。」
王保金說，分家的時候曾祖父的故

居分給了他哥哥住，「去年，一聽說
要拆遷，哥哥立馬就從河北回來了，
說什麼也不讓拆，但終究沒能拗過拆
遷隊。沒辦法，為了保護曾祖父的故
居，他便想了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自
己掏錢拆。」
「現在，拆掉的那些建築構件還完

好無損地放在我們家，希望有一天能
看到曾祖父的故居重建吧！」說完之
後，看着曾經的故居已成一片廢墟，
王保金又無奈地歎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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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馬固村散落着很多珍貴文
物。其中，2006年馬固村發掘出土
的兩隻唐青花塔形罐是目前中國
最早、工藝最複雜、最精湛、
器形最大的有明確出土單位的
唐代青花罐。它的出土將中
國青花瓷的起源向前推進了
1000年，填補了中原地區乃
至內地長期以來未發現完整
唐青花的缺憾。
另外，在王氏家廟的一座偏

殿裡，當地村民向記者講述，
這個殿裡面有一個看上去比較新的
碑，是為宋朝樞密副使王疇而
刻，「以前王疇的碑一直沒找

到，直到前幾年，一家農戶拆房子的
時候才發現，這個碑被他們家當入門
的墊腳石用了。可惜發現的時候碑已
損毀很嚴重，後來我們便想辦法照原
來的複製了一個新的放在這裡。」
馬固村處處是文物，自然也會遭

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惦記」。為
了保護村裡的文物，王海生便義務
做起了守護王氏家廟的志願者，他
說，能守護老祖宗的東西很開心。
但令他痛心的是，由於自己一個人
的力量太弱，還是沒能守護好，讓
家廟中的三塊清代匾額被盜走了。
他希望通過媒體的報道，讓大家共
同行動起來保護古建築。

村裡處處是文物 村民志願護家廟

近日，上街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對外發佈了「關
於媒體反映上街區馬固村文物保護問題的情況說
明」。值得注意的是，「說明」否認王氏家廟（也就
是王氏宗祠）有400多年的歷史，只說「村中最古老
的建築為清末的王氏宗祠，距今約100多年」。
這段說明中稱，2007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村
中最古老的建築為清末的王氏宗祠，距今約100多
年，村民居住房屋多為六七十年代以後翻修改建的一
般住宅。馬固村列入文物普查名錄的只有7處，其中
馬固王氏宗祠被列入鄭州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他6
處（馬固關帝廟、王德魁故居、王廣林民居、張連偉
民居、王洪順民居、馬固村教堂）未被評定為文物保

護單位。
上街區對馬固村錄入普查名錄的7處

建築採取相應的措施進行保護。對市級文
物保護單位馬固王氏宗祠進行原址保護，
上街區主幹道許昌路西延時繞道，主動避讓王
氏宗祠。其他6處未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建
築，也採取了有針對性的保護。對馬固關帝廟進一
步完善了保護方案，經專家評審確定後按方案進行保
護。其他幾處損壞嚴重無法反映原貌的建築，對有價
值的構件進行了保存，特別是對王德魁故居，文物部
門進行了專業測繪，並幫助其後人對建築構件進行妥
善保存。

憶往昔保文物：刀架脖子都不怕

馬固大廟險被拆 村民力保

官方否認王氏家廟400多年歷史

■■老人當年為了保護影壁老人當年為了保護影壁，，
刀架脖子都不怕刀架脖子都不怕。。 劉蕊劉蕊攝攝

■馬固大廟 許成舉 攝

■■馬固村已幾乎被夷為平地馬固村已幾乎被夷為平地。。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王氏家廟又稱王氏宗祠王氏家廟又稱王氏宗祠，，
圖為其正殿圖為其正殿。。 許成舉許成舉 攝攝

■■當地村民向記者當地村民向記者
講述義務看管保護講述義務看管保護
王氏家廟故事王氏家廟故事。。

許成舉許成舉 攝攝

■■馬固大廟內的關帝廟馬固大廟內的關帝廟。。
許成舉許成舉 攝攝

■■馬固村發掘出土馬固村發掘出土
的兩隻唐青花塔形的兩隻唐青花塔形
罐罐。。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7373歲的王保金歲的王保金（（右二右二））是王德魁是王德魁
的曾孫的曾孫，，他的腳下曾是王德魁故他的腳下曾是王德魁故
居居。。 許成舉許成舉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