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陆苗和他的顺口溜村史

一位69岁的老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庄，打小便对家乡的历史、名人、奇事、古庙、遗址充满兴趣。退休之后，集中精力搜集整理，用四年
时间，编撰成《更乐民间轶事》一书，首印3000余册，填补了古村空白，让古村的历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更乐村，位于河北省南部的涉县，有

“华北最大的村庄”之誉。该村始于春秋

时期，名曰“上党”。春秋末年，赵简子屯

兵于此，以攻邯郸；元末明初，朱元璋追击

元顺帝，于此地发生大屠杀；明末，李自成

率兵攻村，因城墙坚固而撤军；清道光年

间，赵鸿举高中探花，全村引以为傲；抗日

战争时期，日军进军古村，杀戮无数，名将

陈赓进驻更乐，古村儿女纷纷涌向抗战一

线，可歌可泣……

绵绵数千年，这里的大事要事、奇闻

轶事、名人典故、古迹庙堂数不胜数。然

而，由于诸多原因，与更乐村有关的文字

资料鲜有记载，更未编纂成书。进入二十

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位只读过四年书

却有着丰富经历的老人挑起发这副担子。

此人名叫张陆苗，现年69岁，一辈子

没离开过更乐，打小便对家乡的历史、名

人、奇事、古庙、遗址充满浓厚兴趣，退休

之后，集中精力搜集整理，编撰成书，而后

毫不停歇，继续挖掘古村历史。

梳理张陆苗的人生履历，可谓“丰

富”。他从12岁起便扛起锄头种地，“五分

劳力”干的是“七分活”，且干劲十足，用更

乐村人的话说就是“不赖生生地”。20多岁

担任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30多岁担任又

上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人年轻，有闯劲，在

他带领下多次被省市县评为“文明村”、“先

进基层党支部”，40岁时进入企业从事管理

工作。

9年前，张陆苗退休，目睹家乡经济迅

速发展，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步

入花甲之年的他很是欢喜，同时又很担忧，

那一座座比他不知大了多少岁的老房子老

建筑相继被拆，古老的街道日渐消失，古老

的婚庆习俗日渐远去……张陆苗着急、揪

心，这么大的村子，这么悠久的历史，再不

记一些东西传下去，后人恐怕再也不知道

家乡的过去了。

起初，张陆苗很想挑起书写更乐历

史的担子，这个念头刚一萌发，旋即扑灭

了。他坦言：“村里有很多笔杆子，咱算

什么，只上过四年小学，肚里 没 几 滴 墨

水。”

张陆苗上小学时，不知何故，一进教

室立马头晕、呕吐。无奈之下，年仅 12 岁

的他被父母领回家，从此结束了读书生

涯。在担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村党

支部书记期间，张陆苗陆续识了一些字，

读了一些和工作有关的书。但，想要靠

着这点文化根基编纂古村的历史，显然

太欠缺。

但是张陆苗并未放弃。几番苦想后，

他邀请村里的资深人士聚在一起，决定集

体完成这项“工程”，众人一致同意。但仅

仅过了三天，他们相继打来电话：“爷们儿，

这活咱干不了，不成不成……”

那一刻，张陆苗很无助，却不绝望，深

思之后，他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干成。

搜集古村的史料，无疑是一项

极为烦琐的工作。张陆苗踏遍古村的

每一条古巷、每一座古庙、每一处遗址，

不厌其烦地询问一个又一个老人，打听

一件又一件陈年旧事。回去后张陆苗

还要多方求证，确保准确无误，向

人们提供真实的史实。

让张陆苗欣慰的是，村里很多

年长的老人知道他的举动后兴奋不

已，九十高龄的赵明凤、赵火榜等老前

辈纷纷出谋划策，把知道的东西和盘

托出，且语重心长地叮嘱：“陆苗啊，你

在给更乐办一件大事，要办好！”

老人们的殷殷嘱托带来很大

动力，亦有很大压力。那段日子，

张陆苗常常来到赵明凤、赵火榜等

老人家中，缠着老人彻夜长谈，顶

着星星月亮回到家，顾不得休息及

时整理。在张陆苗的抽屉里，存放

着一摞特殊的餐巾纸，餐巾纸上记

录着他的灵感、启示。很多时候，

他突发灵感，手边没有稿纸，口袋

里的餐巾纸便派上了用场。

收集了大量资料，考证及参阅

历史书籍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书

写古村的历史呢？张陆苗的文化

水平不高，更未经过专业的写作训

练，如何才能写出一部让人们喜闻

乐见的作品呢？

冥思苦想几个日夜，张陆苗忽

然脑洞大开。更乐村的人们喜欢

顺口溜，为何不用顺口溜的文学样

式来书写呢？用更乐人乐于接受

的方式来写更乐的历史，才更易传

播，更易理解，更具更乐特色。

对于张陆苗而言，编写顺口溜

是他的拿手好戏。平常日子里，他

用地地道道的更乐话随口就是一

段雅俗共赏的顺口溜，逗得村民们

捧腹大笑。

张陆苗还对戏曲极为痴迷，豫

剧、平调、大落子、小落子、上党梆

子……他博闻强记，大凡更乐人爱

听的剧种，听了无数，学了无数，出

口成戏，一字不差。

文化的外延很广，并非专指读

了多少书、识了多少字。从这个意

义上说，张陆苗是更乐村“特殊的

文化人”，他的“文化”，来自于多年

的生活积累，来自于这座古村的滋

养，飘着土气，接着地气。

经过1200多个日夜的煎熬，张

陆苗三易其稿，不断充实，第一稿

仅有五千多字，第二稿达到两万

字，第三稿为六万八千字，书名定

为《更乐民间轶事》。

写作时，张陆苗不会操作电

脑，不会图片处理，不会文字编排，

让他备感欣慰的是，村里的年轻人

赵乾龙觉得张陆苗的所作所为对

于这座千年古村意义重大，主动请

缨，发挥自己熟悉电脑的特长，绘

成了《更乐古村龟形图》，拍摄制作

照片 400 余张，承担了全部文稿的

校对、打印。

书稿完成后，张陆苗并未松口

气，他捧着稿子来到村民中间，一

字一句诵读，请大家“挑刺”，发现

错误立即修订。他要把一部真实

的村史还原给古村的人们。

《更乐民间轶事》全书共12章，

分为概况、古迹庙堂、民俗风情、古今

人物、奇闻逸事等内容，介绍了更乐村

的九门九关、探花府、简子城、白马庙、

碧霞祠等36处古迹，描述了分家、暖

房、坐月子、订婚、请亲家、装板笼等

100多项民俗，生动记述了对古村影响

重大的27位名人和46位奇人、艺人，

真实记录了38件重大历史事件。

在第一章《古村概况》中，张陆

苗用了88句顺口溜：春秋上党古大

村，斗转星移定乾坤。丰字大街棋

盘路，祭香游行八卦阵。龟形村庄

几千载，金龟探海南河伸……

在《闯王进村》一节中，张陆苗

写道：明末闯王李自成，吞并天下

有野心。有年想占更乐村，城墙坚

固不好攻。将士禀报城难进，只好

离开更乐村……

《陈赓进驻更乐村》一节，详细

记述了开国大将陈赓在更乐村的

经过：一九三九立了冬，陈赓进驻

更乐村。陈首长住李元家，李元正

好住探亲。老友重逢院相见，深情

厚谊手足情。两人都是黄埔生，前

后校友都有名……

在又上村的支持帮助下，《更

乐民间轶事》付梓，首印3000余册。

消息一经传开，更乐村民纷纷向张

陆苗索书。这部凝聚多年心血的作

品，飞入寻常百姓家，赢得诸多赞

叹：“想不到，咱村的历史这么厚！”

面对赞誉，张陆苗出奇地冷静，

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认识，这

只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更乐历史，无

数已故老人带走了无数故事，无数

口耳相传的宝贵资料再也找不回

来，他需继续搜集、挖掘、整理。

“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

姓，说的是老百姓的话，干的是老

百姓的事儿。做这件事，已经上了

瘾！”张陆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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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盯上了
村里的“故事”

无奈肚里没几滴“墨水”

忽然让“顺口溜”活起来

做这件事已经上了瘾

张陆苗张陆苗（（右右））刻制的古村龟形图刻制的古村龟形图

张陆苗（右）与年轻人交流古村史料

张陆苗张陆苗（（右右））来到小寨垴简子城遗址来到小寨垴简子城遗址

张陆苗（左）向村民搜集村史资料

特约撰稿 江志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他们更与
众不同。让我们来记录那些独特、传奇、
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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