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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盘上沧州地盘上
““铁房铁房””百年不塌百年不塌

半 个 多 世 纪 前 的 沧
州，有个村庄盖房从来不
用烧砖，纯泥土垛成的房
屋结实坚硬，能住上一二
百年不坏不塌，它就是铁
房村。

位于泊头市最西边的
黄铁房村，最早立村是在
汉 朝 ， 起 初 并 不 叫 黄 铁
房 ， 而 是 叫 李 家 场 。 当
年，东汉皇帝刘秀在村上
避雨，赐封“铁房”，后来
改成新村名黄铁房。

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和遗
存完好的李氏家族老坟，印
证了皇帝赐名的说法：“黄
铁房、大姓黄，起先不叫黄
铁房，最早立村李家场，刘
秀走国来一趟，避雨破房来
村上，走后改名黄铁房。”
相传，刘秀在河北一带游
走。一日，天空突降暴雨，
他急忙躲进附近李家场村一
处破旧土房避雨。随从侍卫
见残垣断壁的房屋墙跟，有
几处泥土脱落透孔，担心房
屋被暴雨冲垮倒塌会砸伤皇
上，于是便忠言相劝：“赶
快离开此处，以免房屋倒塌
伤及龙体安康。”刘秀闻听
后说：“此乃铁房，虽说身
置之处遭淋暴雨，岂有倒塌
之理？”雨过天晴，刘秀起
身赶脚，亲赐村名为铁房。
当时，正值大姓黄家迁至村
上，于是村民便把李家场改
为了黄铁房。

村民们还说，自从刘秀
赐名“铁房”后，村上的房
屋果然不再起碱，连厕所、
牛棚等处也不冒碱了。之后
黄铁房村盖房就不用烧砖打
碱作基，也不用泥土脱坯砌
垒，而是用最原始简易的硬
泥垛房的方式建盖。先是把
庄稼地里表层熟土拉到轧实
的宅基上，挑沟洇透后撒上
湿麦秸合成硬泥切块垛成。
垛墙时，师傅在上面负责接
泥垛垒，下面的小工负责传
递泥垛。房屋内的隔断墙、
盘垒火炕、砌锅灶台等一系
列附带零活，也都是用泥土
坯建垒，然后再用掺和上麦
秸的稀泥抹平，所有地方始
终不用一块砖头。

用纯泥土垛成的厚墙
房屋，经受两到三年的晾
晒，墙体变得坚实强硬。

最让人惊讶的是，谁
家孩子磕破了手指或蹭破
肉皮，大人们随地抓上一
把地表土捂在伤破处，立
马 便 会 止 疼 隔 夜 去 火 消
肿。甚至有人生了轻微的
火疖子、红肿疮，用烧糊
了的熟土敷在患处，不几
天也会痊愈。

在年久破旧的泥土房
内，多种小动物在此长年

累月地安家生息繁衍后，
像蜕了皮的变色长虫、长
了毛的大蝎子、深褐色的
老 蚰 蜒 、 发 了 紫 的 大 土
元、爬不动的黑蜈蚣等，
不知在舒适安逸的小巢里
生存了多少年多少代。而
它们本身，都是具有相当
医用价值的珍贵中药材，
对治疗像红肿、痈疽、火
疖子、搭背疮等毒火性很
大的疑难杂症，具有相当
高的治愈疗效。

上百年的老房子还是
珍 藏 贵 重 物 品 的 严 实 地
方。在拆扒破旧房屋时，
常常会在哪间房屋的夹皮
墙或二斗墙的犄角旮旯，
发现掖藏着的地契文书、
合同协议、古旧书籍、文
献资料或洋钱银元、元宝
铜板、大头铁币等文物及
刀枪箭等器械。

黄 铁 房 的 泥 土 “ 铁
房”，成为国内农村建房史
上独一无二的奇观和奇异
现象，同时也引起了建筑
行 业 内 人 士 的 兴 趣 与 好
奇。曾先后有施工者到村
上取土化验，然后得出结
论：村上的土质为黏沙混
合性、酸碱综合性、黑红
土掺和为一体的土质，最
大的特性一是粘、二是不
碱。比如，下个地皮湿的
小雨，行人的鞋上便会粘
上厚厚的泥，不容易清理
下去。如果自行车车轮粘
上一层层泥就会不打转、
推不动。至于盖成房屋后
的泥土结实坚硬地粘成一
体，必然是自然中的必然。

后来，某邻村村民对
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做了
一个大胆的尝试性试验，
想要验证一下黄铁房村房
屋千百年来始终不碱的真
假。他把黄铁房村地里的
好熟土与自己村地里的好
熟土置换，用同样的操作
方式分别在两个村上各盖
一处房屋。待到第二年开
春，取自异地村泥土的房
屋，影影绰绰地就发现已
经冒出了白白的碱花，果
真应验了刘秀当年的金口
玉言。

千载光阴，岁月流逝，
随着国家的富强和农村生活
条件的逐步改善，虽然黄铁
房村名还是叫黄铁房，但与
过去相比，村庄已经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是
净土无砖的裸土房，如今，
富足起来的家家户户，早已
翻盖成钢筋水泥混合型纯砖
房或二层别墅小楼。

而关于铁房子的历史
传说，也留在了人们的记
忆中，回味无穷。

李占武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在运河两
岸，于要害之处，设卫所，开荒屯军，守
护河运。故此，卫、屯、所开始为军队驻
防营地。当时，德州北以运河为界，河东
设正卫左所十屯，河西设中所十屯，每屯
112人，驻军屯田，后来军户留此落户，

从南往北，按前后顺序，取村名为第某
屯，沿用至今。

这些屯原属山东省德县。1937年后
为德县三区，分布在安陵以南的运河两
岸，河东的中心乃桑园 （此时桑园属德
县）。在西街清真家庭餐馆胡同，原有一
块刻有“山东济南府德州卫柘园镇第九
屯”的碑碣，现移到第九屯大运河民俗文
化展馆。

始建这些卫所屯时，兵源从哪来？其
祖籍何地？经考察得知，他们都是沿运河
从南向北而来，江南人多，有相当一部分
是江西的，从在此地落户的军屯足以证
明。

运河进入吴桥的第一站，便是第六
屯。屯内大户刘氏，集中在屯东南角，也就
是第六屯四村，简称“六四”，就是当年从江
西贛州而来的，后来分到大第九屯一支，大
地主刘启华就是这个家族。后来，第九屯
刘氏中又有人去了桑园街上居住。所以
讲，第六屯，第九屯，桑园街的刘氏，凡在

“培（16世）、启（17世）、联（18世）、宗（19
世）、宪（20世）、乃（21世）、以（22世）、绍
（23世）、嘉（24世）、怀（25世）”字以内的都
是一个宗亲。

他们的祖坟在第六屯东，大桥的东南
角，即第六引水渠以东，现在105国道路
南这个地方。第六屯人烟旺，已到了 24
世，而第九屯 16世仍有人在，第六屯、
第九屯，九辈同世。

原来的第五屯，在现在的第五屯村南
高岗上，也是来自江西的代氏、朱氏立的
村。后来断了香火，留下的只有代家坟、
朱家坟、官坟三块墓地。曾、闻两家是从
山西移民过来的，后又来了陈、赵、张、
刘几姓。

大第八屯是徐氏、宁氏立的村，从景
德镇而来，后来的其他姓氏大都是从山西
洪洞、山东即墨迁来。第四屯同第八屯的
情况一样，先是来自九江的宋、杨两家立
村，其他姓后来从外地迁来。后来，宋氏
一些人去大第九屯给刘家大地主当长工，
成了佃户。清光绪年间，故取村名为宋家
院。

这些军屯建立后，随之引来了家属和
亲朋到桑园一带落户。西街孙红旗一家，
就是从江西赣州府兴国县迁来的。“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依运河建了茶馆、洗
澡堂子，维持生计。

桑园南街谢家，是明朝初期从江西迁

来。
第四屯第三大姓吴氏，是苏杭一带人，

当年在此落户，出了翰林吴华年。他 1868
年中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1876-1884
年，光绪帝正值 6-14岁，受教于吴华年。
后来吴家老二去了桑园东南角，建小吴庄
（现小李庄），繁衍生息，英杰辈出，当世吴
宪、吴胜利就是代表人物。

直到晚清，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军队
都是江南人，他们沿运河北上，讨伐满清
王朝，失利后，南撤到连镇，结果被清军
围困，遭到歼灭。入连镇前，就有一小部
分人脱下戎装，混在洪家寨、戈家寨和温
家寨，隐姓埋名，秘密留下来。

由此可见，从第六屯到八大寨，沿运
河东岸的江南老乡还不少呢。

地杰人灵的地方，必出优秀人才。江
西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王安石、黄庭
坚、解缙、文天祥、朱熹等。名胜有庐
山、三清山、景德镇……

明朝开始，我们这一带就迁入江南人
了，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交融。听人
说，沿运河岸边的人聪明，其实，他们的
祖先多是南方人，早就存有聪明的基因
了。

一架珍贵的梯子

60 岁的李天华世代生活在李家营
村，他的家中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宝
贝”——一架宽约 0.5 米、高 2 米多，
用杉木制作而成的梯子。梯子的顶端
已经有些损坏，但这并不影响它背后承
载的革命故事。

“战争年代，八路军战士在我们村曾
用这架梯子在房顶间躲避敌人的追捕、
传送情报。青沧战役时，它又作为攻城
的工具被带上战场……”时至今日，李
天华依然记得父亲讲述的关于这架梯子
的故事，也忘不了父亲那句嘱托：“让更
多的人了解梯子的故事。”

记忆的闸门被打开，关于这架梯子
的秘密，也随着老人的讲述，渐渐清晰
起来。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1943 年左右，青县共产党组织遭到重
创，八路军干部、时任二区区长刘敬修
来到李家营村，秘密发展党员，传播红
色思想。

当时，村里的百姓对日寇暴行深恶
痛绝，一心想要把日军打跑。爱国热情
激荡在村民的心中。

“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刘敬修在村
里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许多村民秘密
加入共产党。俺们村也成了附近有名的
红色堡垒村，总有伤员被秘密运送过
来。”李天华说，村里的抗日热情高
涨，战争年代曾涌现出很多抗日英烈。
他的四伯就是在青县半截河战斗中牺牲
的。

那时的李家营村，军民一条心，家
家有地道，户户都相连，房屋鳞次栉
比。因此，县大队提出，做一架梯子，
方便战士们在房顶活动。

李天华的父亲李其芝因为入党早，
思想觉悟比较高。听说要做梯子，他拿
出了家里的农具耙和板凳。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连木料都很
缺乏。”李天华说。

就这样，在李家人的帮助下，一位
会木工活的八路军战士制作了这架梯
子，梯子上还留有耙上面的铁环。

白天，梯子立在墙上；到了晚上，
八路军依靠它躲避敌人的追捕，传送情
报……

李天华指着一片老房子说：“原来，
房屋间的距离连两米都不到，八路军来

了，从梯子爬上房，顺着房屋走，能直
接跑出村去。这种斗争方式叫‘高墙堡
垒’，和地道战、青纱帐一样，都能出奇
制胜地打击敌人，梯子就是高墙堡垒的
工具。俺们村可以说是下有地道，上也
可以爬房顶。”

后来，解放青县的战役打响，这架
梯子作为攻城的工具，被战士们带到了
战场上。

李天华说，他的父亲李其芝当过很
多年村干部，解放青县时，李其芝曾在
村里组织了一支担架队，到战场上运送
伤员。他还曾多次向城内的敌人喊话，
宣传我党的政策。

说来也巧，就在青县城解放后，李
其芝在城墙附近又找到了这架梯子，将
它抬回了家。从此以后，便像“宝贝”
般珍藏起来。梯子背后的红色往事，也
被李家人一代代传诵下来。

李天华说：“父亲在世时，每年都要
用桐油把梯子刷新一遍。梯子虽小，但
故事可不少，它对于俺们家有着特殊的
意义。”

惨案死伤近20人

行走在李家营村，一棵老树、一口
老井、一栋老房子……总有讲不完的故
事。

在一处废旧的房屋前，李天华驻足
许久。他说，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

“李家营惨案”。
当时，李家营位于木门店、曹寺、

盘古 3 个据点之间，日寇经常来村里
“扫荡”。1942 年 5 月后，敌人更加猖
狂。在齐营、大盘古、北孙庄等地增设
据点，修炮楼，加剧了对百姓的残害。

1942年 6月 17日拂晓，驻木门店的
日伪军包围了李家营村，把全村百姓赶
到了一处空地上，并逼问百姓：“为什么
不砍玉米、高粱？”大家沉默不语。见没
有回应，日军头目恼羞成怒，举起军
刀，把保长代金奎砍倒在了血泊之中。

随后，日伪又把村里 70多名男子赶
到一户村民屋里，放起了毒瓦斯。顿
时，刺鼻的毒气弥漫开整个房间，人们
赶紧捂住口鼻。几个伪军手持刺刀枪在
门口守着，人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屋内咳嗽声不断，处境越来越危险。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敌人以为屋里的人
都不行了，才撤离了现场。眼见敌人走
了，屋里几个人开始跳窗、砸门，中毒

轻的跳进了旁边的水坑里，重者直接昏
倒在地……最终，这场惨案死伤近 20
人，村民们悲痛不已。

这段往事，被李其芝记录在党史资
料中，也镌刻在李家营每个村民的心中。

为什么不砍玉米和高粱？李天华道
出了原因：“成熟后的玉米、高粱是天然
的‘青纱帐’，我们的八路军战士能够以
此为掩护，躲避敌人的子弹和追捕。”

他还讲述，当年，二区区长刘敬修
来村里就是顺着村西黑龙港河河堤过来
的。

“刘敬修与村里联络有一个特殊的信
号——河堤上一块三四十厘米高的老土
坯。如果土坯立在河岸上，就说明有危
险，不能进村；如果土坯倒放没立起
来，就说明村里没有危险。”

这个联络人就是李其芝，那些年，
他冒着危险，偷偷地跑到河堤上，给刘
敬修传递信号。

村中故事如同电影情节

李天华说，战争年代，村里发生过
很多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
部电影叫《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影片
里的很多情节令人浮想联翩，与村中
往事十分相似。村民们甚至觉得，这
部电影就是以李家营村的故事为原型
拍摄的。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主要讲述了
1942年 5月，日寇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
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八路军率领军
民与之斗争的故事。在一次掩护主力部
队转移时，八路军遭到敌人夹击。一位
叫阎志刚的排长受重伤，在寻找组织的
途中被李大娘救下。李大娘与儿媳凤霞
对他细心照料，养好伤的阎志刚在一次
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跟踪，给八路军造成
损失。各村利用地道战和敌人展开斗
争，让狂妄的敌人吃尽苦头。上级决定
拔掉敌人在刘家营的据点，阎志刚献
计，智取刘家营。冀中军民齐心合力消
灭了敌人密布的岗楼，恢复扩大了根据
地，壮大武装力量，冲破了残酷的“黎
明前的黑暗”。

这部上映于 1956年的电影，后来曾
连续几十年在乡间播放。在李家营村露
天放映时，不仅广受欢迎，还引发村民
热议：“这电影演的不就是咱们村的故事
嘛。”

村民们的怀疑不无缘由。

李天华说，影片里的故事主要集中
在一个叫刘家营的村落，村里家家有地
道，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八路军打击日
寇。影片里有一段抢粮食的情节，目标
就是刘家营、赵家营、李家营等，像这
样周围几个村落都为“营”的，在全国
也不多见。

“李家营村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二联
营’之一，据传当年是官方的聚兵之
地。如今的李家营村附近依然有 12 个

‘营’村围绕，分别是张家营、代家营、
柳家营、齐家营、达子营等。”李天华
说。

不仅如此，电影中，主人公凤霞为
传递情报，躲进了村旁一处庙宇里。而
李家营村附近确实曾有一座大庙，李天
华查阅资料发现，这座庙就在村西南不
远，叫广胜寺。

影片里讲述的大娘救治伤员的故
事，李家营也曾有过真实事件，就发生
在 1942年。村中李宝龙的妻子段雨珍照
顾伤员、掩护八路军，曾被传为佳话。

“我父亲在世时曾说，县大队的很多
八路军战士都来过我家，其中就包括负
责宣传的同志。从故事情节、地名等方
面看，这部电影很有可能就是以李家营
村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李天华说。

为了梳理李家营村的历史，李天华
重新整理了家谱、搜集各方面的史料，
他也搬出了那架珍贵的梯子，打算捐赠
给相关部门。他希望，透过这个老物
件，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李家营村在革命
岁月中的贡献，铭记历史。

运河东岸几屯店运河东岸几屯店 祖籍原来是江南祖籍原来是江南

青县李家营的红色记忆青县李家营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海利

从青县县城向西南方向行驶10多公
里，就来到了盘古镇李家营村。这里西
邻黑龙港河，是个静谧偏僻的小村落。
这里的村民勤勉朴实，生活安逸祥和。

然而8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却并不
安宁——村庄地处 3个据点之间，日本
侵略者曾在这里制造了“李家营惨
案”。但村民们并没有被恐吓吓倒，战
火纷飞下，他们掩护八路军干部、组织
动员群众、筹措物资、开展武装斗争
……这个二百来户的村庄，军民同心，
顽强地抵抗了日军侵略，成为青县地区
坚强的抗日堡垒。

本报讯 （杨静然） 在
虎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关爱困境儿童健康成
长，传递社会各界对他们
的关心关爱，1月 19日至
21日，沧州市慈善总会携
手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
部分区县民政局、爱心协
会等社会组织以及众多爱
心人士，共同开展了关爱
困境儿童“爱心礼包”新
春送温暖活动，为我市 60
名困境儿童送去关怀和祝
福。

在孟村回族自治县爱
心协会会议室内，副县长
刘国练、市慈善总会会长
孙丽萍、孟村爱心协会会
长田雨生及爱心志愿者一
起，将爱心礼包发放到 20
个困境儿童的手中。孩子
们穿上礼包内的御寒羽绒
服，戴上帽子、手套，拿
着学习用品，幸福的笑容
洋溢在脸上。随后，孙丽
萍和运河区民政局的相关

工作人员，冒着凛冽寒
风，又走访慰问了辖区内
10 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儿
童。在丽景社区困境儿童
小萌 （化名） 家中，孙丽
萍为孩子穿上了御寒羽绒
服。

1 月 21 日，市慈善总
会与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
来到沧县，先后看望慰问
了 20名困境儿童，将“爱
心礼包”送到孩子们的手
中。

此 次 新 春 送 温 暖 活
动，是沧州市慈善总会
2021年 99腾讯公益日“关
爱困境儿童”募捐活动所
募款项的具体落实，共发
放价值 2 万余元的爱心礼
包 60个。通过慰问走访不
仅为困境儿童送上物质的
帮助，更重要的是为孩子
们送上精神的鼓励，传递
了社会各界的爱心，使他
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爱心礼包爱心礼包””暖童心暖童心

市慈善总会为市慈善总会为

困境儿童送温暖困境儿童送温暖

李天华讲述李家营的往事李天华讲述李家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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