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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尚礼居”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
心中称绝。望着面前即将封顶的建筑，房
子的主人杨敬国说：临时取一个名字，正式
的名字待定。

“待定？”又给我无限遐想，更增添了
“尚礼居”的魅力。

从“尚礼居”出来不足百步，便到了河
边。宽阔的水面上，我看到了树的倒影、天
的蔚蓝、云的旖旎。河的北边，一排民居前
黄灿灿的油菜花在春风中摇曳生姿，四月
的北孔庄温柔美丽。

杨敬国说：我打造这座“尚礼居”，目的就
是让客人在享用了“居”里的美食后，走出家
门，移步河边，站在桥上看风景，午后可以到
绿树林中发呆，在静谧的北孔庄享受不一样
的生活。这是杨敬国的初心，这初心饱含游
子对家乡的热爱，对乡村游的深度解读。

70后的杨敬国曾经是游子，高中毕业
后，他出去闯世界，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近三
年的疫情，他都赶上了，一度让他资产归
零，一败涂地。这时，是朋友送他的几本
书，让他走出了困顿。

杨敬国说：这些年在外打拼，除了结交
朋友，书籍是支撑他前行的动力。这么多
年他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书。

看到他旧居里满壁的书籍，听着他的
游历和对当今社会、对人生的思考，目睹他
娴熟的沏茶技艺，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被岁
月打磨、被书香浸润过的人。

看多了外边的天地，目光不俗的他说：
北孔庄的变化，惊艳了他。特别是引来的
活水，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孔庄的形象，还有
建设第一家文化合作社，这些都是功在当
代、造福子孙的大事。

是呀，北孔庄像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杨
敬国重回北孔庄，正是看中了这棵大树。
这样的人重回北孔庄创业，将会带给北孔
庄更大的惊喜，应该是北孔庄之福。

而北孔庄也有了这样的底气和实力。
“尚礼居”首期投入资金100多万元，

今年秋天将迎接第一批客人的到来。届
时，在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里，土洋结合的
居住空间，有摩登的现代宾馆，有温暖舒适
的东北土炕。古今兼备的私厨技术，时令
的果蔬菜品，抚琴绘画皆有的雅室，“尚礼
居”在带旺人间烟火、留得住游人的同时，
将成为北孔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华夏儿女的心中，故乡始终存在于
某个角落，这是心结，是故土家园、是心灵
栖息地。返乡创业的杨敬国，结束漂泊不
定的生活，将心安放在这里，在实现自我的
同时，更多是对“礼”的切磋。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仓
廪实而知礼节。”“尚礼居”距离北孔庄村孔
子问礼园仅一步之遥。两千多年前孔子问
礼的遗风犹在。如今，仓廪已经殷实，知礼
才是王道，乡村振兴是必然的结果。

马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的杨氏祠堂始建
于清朝时期。数百年来，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全
村人都会来这里祭祖。今年76岁的杨林福是杨
氏族长，他说，北孔庄村的名字源于孔子，在这
里生活的杨氏后人世世代代谨遵孔子教诲。岁
月更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经过世代传承至今
已有2000余年历史。如今的村民自发弘扬文明
礼仪新风，家家户户生活幸福和美。

从春秋时期到现在，2000余年间经历了那
么多个朝代，北孔庄村是如何将儒家文化传承
下来的？杨林福说，言行举止都是传承。村民
都是杨氏后人，从古至今推崇儒家文化，敬重祖
先，大家用行动和语言传承孝道等传统文化。
如今，村委会将国学经典制作成教材发给村民，
组织唱诗班颂唱《诗经》等国学经典，传承传统
文化。

村民杨联合的母亲尚凤英今年92岁。杨联
合和妻子卢菊香悉心照顾母亲，老人过着含饴
弄孙的幸福生活，安享晚年。卢菊香是村里公
认的好儿媳。而在北孔庄村，如卢菊香这样的
好儿媳比比皆是。

图① 村子中心的杨氏祠
堂。

图② “读书做人”那些从
古至今的道理，引领着村民们
祖祖辈辈和谐幸福生活着。

图③ 村里评选的好媳妇
正在为婆婆梳理头发。

图④ 俯瞰北孔庄村。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北孔庄村
传承孝道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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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县许良镇大新庄村自古有爱
惜树木的传统，村内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清真东大寺内一块清代古碑上就记
述了村民爱护林木的历史。

东大寺有一棵近 400 年的桂花
树，每年花开季节，香气弥漫整个村
庄，是远近闻名的古树名木。近两年，
这棵古树患病了，一半叶子枯萎变黄，
另一半树叶也是黯淡无光，长势一年
不如一年。

网名“千年老妖”的登封市人靳红
军年近五旬，他对古树保护充满了情
怀，是国内古树保护专家。截至目前，
他通过各种方式保护古树万余棵，制
订古树保护方案并亲手操作保护过的
古树1000多棵。久而久之，他和古树
结下不解之缘，从此走上了古树名木
保护公益之路。他先后被聘请为中国
林学会古树名木分会理事、河南林业

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等。
4月6日，靳红军来到焦作。他听

说东大寺这棵桂花树的情况后，马上
来到东大寺查看，与村里沟通，制订了
古桂花树的救治方案。

4月7日至8日，靳红军指导村民
清除了古树地表和地下的建筑垃圾等
有害物质，清除了腐烂的树根、树下的
水泥垫层和青石铺装，用蚯蚓土替换
树下的土壤，并安装了根系透气呼吸
装置，补施了有机营养物刺激新根生
长，希望通过以上措施来促进古树重
焕生机。

“保护古树名木，不仅因为它们是
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更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
践。希望救治的这棵老桂花树，明年
能长出新的树叶，再次开花。”靳红军
说。

本报记者 王龙卿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图① 古桂花树的
一半树叶枯萎变黄。

图② 配制促进生
根的营养液。

图③ 冲洗老桂花
树。

图④ 树下敷设透
气管道。

图⑤ 清除老桂花
树地下的有害物质。

本报记者 王龙
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