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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春风和煦，暖阳轻洒，记

者踏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青罕镇于

孝子村。 这个因敬慕孝子而得名的村

落，乃元朝大孝子侯秀之故里，孝德文

化如春日细雨般绵绵不绝，源远流长，

素有“孝子故里”之美誉。 近年来，于孝

子村深掘孝德文化之深厚底蕴， 将其

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灵魂纽带， 一番

精心打造，让这座村庄既焕发了新颜，

又充盈了内涵， 宛如一幅生机勃勃的

春日画卷， 成为宜居宜业的乡村新典

范， 在和美乡村建设的道路上成果

斐然。

千年孝村

孝德流芳泽后世

于孝子村的历史， 是一篇动人的

孝德篇章， 承载着上百年的文化传承

与人文精神。 它的起源可追溯至元朝，

相传因村中诞生了一位大孝子侯秀而

得名。 侯秀幼年丧母，跟继母生活，继

母亲生有一子一女，母偏爱己出，对秀

比较苛刻， 而秀生性贤孝， 上孝顺父

母，下呵护弟弟妹妹，所以侯秀与弟妹

感情甚笃。 秀自幼聪颖，勤奋好学，进

京会试，中榜为官。 三年后，侯秀回家

省亲，然而双亲已经过世，弟弟妹妹亦

因寻兄而出走。 侯秀甚感愧疚，便在父

母墓前搭棚守孝三年，并散资放饭，救

济过往行人脚夫，以觅求弟妹回归。 从

此孝子美名在当地广为流传， 过往行

人都称此地为孝子地带。

后有一于氏来此定居，为慕孝子美

名， 故名于孝子， 于孝子村也因此得

名，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故里”。 从那

时起， 孝德文化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发芽，代代相传。

于孝子村不仅因侯秀的故事而闻

名，更因村民们对孝德的坚守与传承，

成为一个充满温情与和谐的乡村典

范。 如今，当我们走进于孝子村，仿佛

能从每一寸土地、 每一面墙壁中感受

到那股跨越千年的孝德力量。

文化铸魂

孝德传承续新篇

踏入于孝子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那面色彩斑斓的“二十四孝” 文化

墙。 墙上的每一幅画面都栩栩如生，讲

述着古代孝道故事。 村党支部书记张

洪起站在墙前， 自豪地介绍：“这是我

们村的文化名片， 也是我们传承孝德

的起点。 ”他指着墙上的“卧冰求鲤”图

说：“这些故事从小就听长辈讲， 现在

轮到我们讲给孩子们听， 孝德文化就

这样代代相传。 ”

沿着整洁的村道前行，孝德文化长

廊、写满诗词的墙壁错落有致，古韵悠

长。 村民周兰琴坐在廊下， 一边晒太

阳， 一边和邻居聊天：“以前村里可没这

么热闹，自从有了这些文化墙，孩子们放

学后都会围过来听故事， 邻里关系也更

融洽了。 ”

近年来， 于孝子村通过孝德文化多

元融合模式， 将孝德文化与文明村镇创

建、文明实践活动、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相

结合，开展孝德主题宣讲活动，设立“孝

德榜”，评选“好媳妇”“好公婆”“最美家

庭”等先进典型。 这些活动不仅树立了榜

样，还营造了“邻里互助、团结友爱、明礼

诚信”的文明乡风。

此外，村里还通过举办孝德文化节、

重阳节敬老饺子宴等活动， 让孝德文化

深入人心。 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孝

德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了“孝亲敬老、

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榜样引领

真情善举暖人心

在于孝子村， 孝德文化不只是体现

在书面上，更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村里设立了“孝德先进人物榜”，表彰那

些在孝老爱亲、 邻里互助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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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党员于秀云是村里公认的

“好婆婆”。 她用全身心的爱让家庭始终

保持祥和温馨的气氛。 有一次，儿媳突发

高烧，于秀云毫不犹豫地出门找来村医，

并不分昼夜地照顾儿媳，直到儿媳康复。

她常说：“只要孩子们健康，全家和睦，吃

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 ”她的事迹在村里

广为流传，成为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好媳妇”李春艳也是村里孝德文化

的代表。 她多年来无怨无悔地照顾高龄

的婆婆。 去年，婆婆摔伤需要手术，李春

艳日夜照料，最终让婆婆恢复健康。 她无

微不至地照顾家人，不仅让家庭和睦，还

带动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成为村里和谐

家庭的典范，深受村民赞誉。

“好孝子”刘汉梓同样是村里孝德文

化的践行者。

2022

年， 他的母亲因膝关

节手术住院， 刘汉梓精心照料， 端水喂

饭、擦身洗脚，无微不至。 他的母亲逢人

便夸赞儿子孝顺。 多年来，刘汉梓从未离

开父母太远，始终践行着“父母在，不远

游”的传统美德。 他高贵的品质，孝尊父

母的品格为村民们树立了榜样。

在于孝子村， 孝德文化不仅是一种

传统，更是一种力量。 这些榜样人物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孝德文化的深刻内涵，他

们的故事在于孝子村口口相传， 激励着

更多村民以孝为先、以德为本。

如今的于孝子村， 正以孝德文化为

笔，以实际行动为墨，描绘出一幅乡风淳

朴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孝德文化是我们

村的根和魂，我们会继续传承下去，让于

孝子村成为真正的‘孝子故里’。 ”张洪起

满怀期望地说。

（董政柯 王玉佩）

在贵州榕江，“村超”国际范儿越

来越足；在四川崇州，川派盆景艺术

不断走向世界；在浙江嵊州 ，来自世

界各地的戏迷共品越剧韵味……中

国各地乡村文化生活不断出新出彩，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不

少来华外国人士切身感受到中国乡

村生活新气象，在中国乡村收获越来

越多的幸福感。

“从一张张笑脸上， 我看到了村

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

绿茵场上， 中外球员各施其技；

比赛间隙，侗族琵琶歌、苗族芦笙舞

等表演轮番上阵……回想起自己观

看贵州大学留学生足球队参加榕江

“村超”的情景，该足球队的啦啦队队

员查达说：“比赛刺激， 文化展示精

彩，太有看点了。 ”

来自泰国的查达是贵州大学农

学院植物保护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

后。 来黔一年多，除了奔走在贵州的

田间地头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治工作，

她还对当地的乡村文化格外喜爱，

“贵州乡村不但风景美， 还有浓郁的

文化气息”。

榕江“村超”赛场上展现的多彩

民族风，让查达深深着迷。“足球比赛

哪里都有，但这里的很特别。 ”查达表

示，借助“村超”舞台，贵州积极对外

展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让乡村文

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也给更多外国民

众提供了一个了解贵州乡村文化、民

族文化和体育传统的窗口。

看完“村超”后，查达又迫不及待

地邀约同伴前往榕江县忠诚镇乐乡侗寨

采风。 在那里，他们走村串户，与当地村

民交流互动，与村民一起喝米酒，学唱侗

歌，深深陶醉在苗乡侗寨里。

至今，查达的足迹已遍及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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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个 村 。 芦 笙 吹 奏 、 苗 族 蜡 染 、 侗 布 制

作 ……每到一处查达都充满好奇， 每一

项技能都跃跃欲试， 但说起最让她难忘

的， 还 是 村 民 脸 上 洋 溢 的 自 信 和 幸

福 的 笑 容。

“从一张张笑脸上，我看到了村民对

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 无论是歌舞

表演、房屋建造还是体育赛事，他们始终

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 ”

查达说。

“见证了一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蝶变’”

茅檐石壁的传统民居，造型多变的川

派盆景，位于四川崇州市观胜镇的严家弯

湾，人和、景美、风光好。 沿着蜿蜒曲折的

小径，走过几处民居，便来到加拿大盆景

师查德·辛克莱（中文名“白熊”）的小院。

受外婆影响，白熊自小便对中国传统文化

充满好奇。 因热爱中式盆景，他来到中国

潜心学习研究，一晃已过去

20

多年。

严家弯湾是川派盆景民俗文化发源

村之一， 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资

源，村民以传统盆景制作为生。“以前村子

交通不便，只有狭窄的泥路连通外界。 ”从

事盆景种植已有

40

年的村民严刚回忆

道。 如今路通了，一株株盆景随着通达的

公路销往全国各地。 近几年，严家弯湾在

保留独有的川西盆景文化基础上，还利用

现有院落、巷道和林盘进行保护性升级打

造，环境日益优美，名气大增。

“我见证了一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蝶变’。 ”白熊说，在村里生活，他最爱

的活动之一便是逛当地的盆景集市。“集

市很接地气，走在各种盆景、根雕、绿植

之间，和认识的村民邻居寒暄，感觉很亲

切。 ”白熊回忆说，他刚搬来村里时行李

很多， 隔壁的几位村民看到后主动来帮

忙。 在村里的生活让白熊更加确信，真诚

和友善深深地融入当地的乡村文化中。

在

2024

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白熊被评选为“世园推广大使”。 今年，他

计划建造一个更大的盆景园， 积极参加

更多盆景展。“村里和我签订了初步协

议，计划开办系列盆景教学课，吸引一批

新的‘盆景发烧友’。 ”白熊说，近年来，严

家弯湾通过创新制作技术和销售模式 ，

吸引了多种业态入驻， 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而来，盆景年产值达到

1300

万元。

“这不仅仅是一场乡村戏曲比赛，更

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体验”

“鹿山队，加油！”去年

10

月，第二届

“越嵊州 越有戏” 乡村越剧联赛冠军赛

（以下简称“村越”）在浙江嵊州文化馆举

行。 被现场观众的热烈气氛所吸引，来自

俄罗斯的小伙子马克西姆和越剧戏迷们

一起为鹿山队加油助威。 了解到“村越”

的参赛选手均为本地业余戏迷， 很多人

是当地乡村居民后，马克西姆大为赞叹。

去年， 马克西姆和女朋友叶卡捷琳

娜来华感受中国文化， 被网上一段越剧

唱腔吸引后，来到越剧的发源地嵊州。 近

年来，嵊州以“村越”的形式推动越剧传

承与创新。去年

6

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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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选拔赛

在嵊州的乡镇（街道）掀起热潮，也在网

络上火爆了起来，“圈粉” 了不少像马克

西姆和叶卡捷琳娜这样的游客。

“我们不会中文，更不懂越剧，但它

真的很好听。 ”仅靠手机翻译软件，两人

就“闯”进了越剧的世界，感受江南文化

带来的山温水软、柔意绵长。“参赛者各

具特色，我们很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是真正的中式爱情。 ”叶卡捷琳娜不仅

喜欢越剧， 还对越剧精美的戏服兴趣浓

厚。 在比赛现场设置的戏服体验区，叶卡

捷琳娜扮上祝英台的装扮， 沉浸在越剧

的世界里。 叶卡捷琳娜还仔细研究每一

件戏服的细节， 从精致的刺绣到华丽的

头饰， 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妙绝伦无不

让她惊叹。“这不仅仅是一场乡村戏曲比

赛，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体验。 ”叶卡捷

琳娜说。

“村越”举办的这两年，嵊州各地居

民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很多， 鹿山队的乐

师倪永庆感叹，“以前村民们消磨时间的

方式很有限，现在一有空，大家就聚在文

化礼堂里，排戏、练戏，生活充实多了，乡

村的夜晚也热闹了起来。 ”

在嵊州的这段时间里， 马克西姆和

叶卡捷琳娜还参加了越剧工作坊， 学习

越剧的基本唱腔和身段动作； 参观嵊州

的越剧博物馆， 了解越剧的发展历程和

代表性剧目。 在结束嵊州的旅程前，马克

西姆和叶卡捷琳娜特意购买了几套越剧

戏服作为纪念。“我们会把这段经历分享

给更多的朋友， 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和丰富的乡村文化生活。 ”叶卡捷琳娜

说。

（黄娴 王明峰 刘军国 周輖）

孝德之花绽放和美乡风

———走进河北故城县青罕镇于孝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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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乡村文化生活“实力圈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