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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薪火相传的文明火种

教育，始终是芳兰村发展的基石，承
载着传承文明、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

金代，郭郛举进士后，不愿为金政权
服务，隐居东山下，一边躬耕田亩，一边
设塾授徒。他的诗作质朴自然，书法自
成一家，为芳兰村的教育事业开启了先
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明清时期，芳兰村为了倡导读书，培
养人才，先后创办了15所私塾、村塾（俗
称书房、学堂），其中较负盛名的有：明正
德、嘉靖年间的薄徽家塾；嘉靖年间的薄
世佑村塾及其在定襄城中街创办的“世
科坊”；嘉靖、隆庆年间薄延祚家塾；清顺
治、康熙年间薄建功家塾；康熙、雍正年
间薄凤仪私塾；乾隆年间薄克顺村塾；嘉
庆年间薄时澄村塾；道光、咸丰年间薄连
珠村塾；光绪年间薄西沂村塾。这些私
塾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芳兰村的
文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明
代，芳兰村考取举人5人。清代，芳兰村
考取进士1人、举人10人。明、清两代考
取贡生（岁进士）50余人，还有国学生、太
学生40余人。

民国时期，芳兰镇成为定襄县教育
管理的二区，时称芳兰学区。定襄县第
三高级小学校初定名为芳兰完小，1948
年春筹建，后与芳兰初小合并，教育理念
先进，师资力量雄厚。

薄西沂，字裕庵，曾任第二高等小学
校首任校长，从教40余年，培养约万名学
子，众多志士仁人皆出自他的门下。如
矿产地质学家薄绍宗，学者李澍茂，军事
家朱大纯，以及薄书存（薄一波）、彭伯
周、范儒生、胡仁奎、胡荣贵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党、政、军各级领导者。先生逝世
后，他的145名学生集资为其立德教碑，
碑文由薄绍宗撰，邢贵谦（道三）书。此
碑至今仍完整无损地立于蒋村村西北公
路边。

薄士璋，俗称五先生，为定襄名师，
一生从教，经他培养的学生逾万人，其中
有朱大纯、薄祯祥（史进前）、范富山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生虽年事
已高，但仍受聘于芳兰完全小学校，县政
府于1950年对其进行特别嘉奖。山西省
政府原秘书长薄越亮在给家乡捐资助教
的信函中曾感激“五先生”对其的教诲与
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芳兰学
校秉持教育初心，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
送大量优秀人才。不少学子凭借优异成
绩，考入了全国各类大专院校，有的甚至
考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顶
尖学府，还有众多学子奔赴海外，深造学
业，继续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

红色：永不磨灭的革命印记

芳兰村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
更是一片红色的革命热土，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都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
复兴的伟大历程。

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华夏，定襄大
地烽烟四起。11月下旬，定襄县抗日民
主县政府在芳兰村宣告成立，自此，这里
成为定襄抗日斗争的坚固堡垒。面对侵
略者的残酷暴行，芳兰人民毅然投身革
命洪流。1941年，惨绝人寰的“芳兰村惨
案”发生，120余名手无寸铁的村民被残
忍杀害。但暴行压不垮抗争的脊梁——
芳兰人民以血肉为刃、信念为甲，在地道
战、麻雀战中与敌周旋，于战火淬炼中孕
育出“将军故里”的荣光。定襄县五位开
国将军中，史进前、范富山两位将军便诞
生于此，其传奇人生正是革命烽火的鲜
活注脚。

史进前原名薄祯祥，字恒温，1935年
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
革命时期，他历任区队宣传委员、区队
长，镜湖中学党支部书记，参加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历
任游击队中队长、政治指导员、总队主
任，军分区宣传科长兼干教科长，团政治
处主任，团政委等职，参与了平西抗日根
据地的创建，率部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历
次反“扫荡”“百团大战”、反“蚕食”斗争
和对日寇反攻作战。他担任第1团政治
处主任期间，这个团7连涌现的“狼牙山
五壮士”英雄群体，成为中华民族抵抗日
军侵略的一个精神象征。解放战争时
期，他历任保卫科长、部长，旅政委，师政
委等职，率部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保
北、平津、太原、扶眉、兰州和宁夏等战
役，为创建新中国建立了功勋。1951年2
月，他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
役，在检查前沿阵地途中身负重伤。
1952 年 1 月后，他历任总政治部保卫部
处长、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
职，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
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
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
红星功勋荣誉章。

范富山，1936 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
同盟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山西定襄县自卫队总队部总
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自卫队区
队长，山西五台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
山西定襄县委书记。参加了石家庄、平

津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
区雁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晋军区独
立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
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兵团六十
六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6 军 196 师政治委
员。回国后，历任196师政治委员，华北
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北京军区
后勤部参谋长、后勤部副部长，铁道兵
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
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

此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芳兰村共有35位优秀儿男为国捐躯，他
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革
命赞歌。

民俗：烟火人间的文化传承

清末至民国时期，芳兰村的民俗文
化异彩纷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八音吹奏活动颇为盛行，薄家鼓房、
殷家鼓房的吹奏家薄小毛、殷肉三、殷肉
四等人，凭借超群技艺，演奏出悠扬动人
的乐曲，为乡村生活注入了无尽的欢乐。

在北路梆子表演领域，芳兰村人才
济济。薄铁虎、薄皂银、薄隆贞等凭借扎
实的功底和独特的表演风格，为村民奉
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让北路梆
子这一古老的戏曲艺术在当地得到传承
与发扬。

值得一提的是，芳兰村的纸杂技艺

在全县独树一帜。薄九九及其孙薄忙不
断创新，将纸杂技艺与绘画有机结合，形
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们揽下阎锡山府
第的彩绘装饰工程，以及其父亲丧礼的
纸杂活计，凭借巧夺天工的手艺，让芳兰
村的纸杂技艺声名远播。

在芳兰村，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民
间传说和故事。隆登娘娘显灵降雨、郭
息轩先生显灵为民疗疾等传说，反映了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薄征薄鸾薄世
佑三代居官、薄匡宇戏太监等故事，展现
了芳兰村人的智慧与风采；祁九斤大娘
智救基游队战士的故事，则体现了村民
在革命时期的勇敢与担当。还有蠢骨劣
的故事、乔家坟的故事，以及梁薄举人的
故事等，这些传说和故事，不仅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世界，也成为芳兰村文化传承
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文明的赓续与新生

从宋金时期的农耕聚落，到抗日烽
火中的红色堡垒，再到新时代的乡村振
兴典范，芳兰村始终是三晋文明的生动
缩影。它的街巷肌理镌刻着晋商的驼铃
声，红色碑林铭记着民族的抗争史，现代
转型书写着文明的新篇章。

这座被时光淬炼的古村，以“传统为
根、创新为魂”的姿态，在太行与滹沱的
怀抱中，续写着属于中华文明的永恒传
奇。在未来的征程中，芳兰村将继续传
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不断创新发
展，为三晋文明的繁荣乃至中华文明的
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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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芳兰村全景 史建英摄 ②薄西沂和学生的合影 薄振宇提供

③薄承砚的《傲霜园诗钞》 薄振宇提供 ④德教碑正面 史建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