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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新韵话芳兰古村新韵话芳兰
薄振宇

关于定襄县芳兰建村的时间，金
代赵元的《进士郭息轩墓碑》中有所提
及。“定襄之芳兰里，则其乡也”，碑文
中寥寥数语，表明宋金时期，芳兰村就
已初具规模，成为一方居民聚居孕育
文明的地方。明清两朝，凭借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芳兰村的商贸得以繁
荣发展。彼时，街道上车水马龙，店铺
鳞次栉比，粮食物产堆积如山。作为
定襄四大集镇之冠，芳兰不仅在县内
首屈一指，更是吸引了周边各县商贾
纷至沓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芳兰村干部
群众以农工商融合发展为路径，积极
壮大集体经济，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如今，村里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一幅宜居宜业的
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地灵：自然与人文的交响

芳兰村位于定襄县东北部，距河
边镇镇政府仅 5 公里，距忻保高速公
路也不过 2 公里。村内地势东高西
低，错落分布着万亩耕地，起伏的旱
坡地与开阔的平川地相得益彰，孕育

出高粱、糜谷、玉米、豆类等农作物以
及各类瓜果蔬菜。

锻造业与建材运输业作为村里的
支柱产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13户锻造企业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
更 是 拉 动 当 地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为破解村民办事难题，减少往返
县城的奔波次数，芳兰村引入“村村
通”服务机制。依据地域分布，将全
村划分为 8 个网格，并借助微信等即
时通讯平台，推动信息精准高效进行
推送、传达。

芳兰村的街巷布局别具一格，通
往五台县的驿道穿村而过。这条古
老的驿道，不仅是历史上商贸往来的
交通要道，更是承载着芳兰村繁荣过
往的文化长廊。风口巷、枣坡街、坡
子巷等众多街巷，都有着独特的历史
渊源和人文内涵。此外还有祖家街，
因薄姓祖先在此居住而得名；寺前街
位于功德寺前，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
息；西堡街、西楼底街则与明代薄涛、
薄徽父子相关，见证了家族的荣耀与
辉煌。

村内建筑也是当地的文化瑰宝。

三贤祠（程婴祠）历史悠久，可惜在清
末逐渐废弃，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
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城隍庙，同样在
清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东堂寺
规模宏大，民国初期改为芳兰完全小
学堂。郭郛祠又称“六角楼”，始建于
金，清代重修，内有石碑数通。

薄氏家庙建于明代中期，坐落在
南边街北端西侧，大门坐西向东，上
悬皇帝钦赐的“荣封累世”蓝底烫金
字匾额，两侧各有一旗杆，尽显威
严。刘氏祠堂位于南边街北端东侧，
可惜在抗战时期被日寇烧毁。此外，
村中还建有大仙阁、玉皇阁等多座亭
阁，以及五道庙、真武庙等建筑，极大
丰富了当地民俗文化，构成起芳兰村
独特的人文景观。

（下转第三版）

定襄县芳兰村 张存良摄

开栏语

在忻州广袤的土地上，散落
着许多独具魅力的村落。雁门
关下的古堡默诵着金戈铁马的
边塞诗行，滹沱河畔的老槐见证
着商旅驼铃的千年回响，五台山
麓的庙会延续着梵音与市声的
交响，黄河岸边的窑洞珍藏着农
耕文明的密码。青砖黛瓦镌刻
岁月纹理，社火秧歌跃动生命温
度，每一道夯土墙的裂痕都在讲
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即日起，本报推出《忻州魅
力村落》专栏，以行走的笔触探
访散落乡野的文明基因库。让
我们循着石径古桥的纹路，触摸
村庄的温度；在面塑窗花的褶皱
里，解码先民的生活美学；于非
遗匠人的指尖，重拾土地馈赠的
匠心。在这里，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更读得懂生生不息的乡土
忻州。

忻州魅力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