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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村“文物保护神”孙华国

□晨报记者 李丹丹 实习生 牛明慧 /文 张志嵩 /图

坐落在淇河西岸的高村，古称淇水关，有着悠

久的历史积淀。 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到殷商纣王

时期乃至清代，地面的碑刻、石雕、古建筑，地下遗

址、城址都十分丰富。

谈起该村的文物遗迹，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到该

村村民孙华国。75 岁的他半生精力都投注在村文化

遗存的收集和保护上。 迄今为止，共收集 80 多件文

物、3000 多块淇河奇石、30 多幅碑文拓片等。 在他

的倡议下， 村里先后成立了淇水关书画奇石艺术

馆、高村殷商淇水关文化协会和淇水关民俗古物馆

等；此外，他还动手编纂村史，目前已完成 10 万字，

村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文物保护神”。

30 多年来，他每天都要翻泥土找文物

8月 24日下午，记者在淇县高村镇高村见到了孙华国

老人，今年 75 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他告诉记

者，30年前建李河屯古石滩提灌站时， 他在现场发现了三

四个先民所用的石铲、石斧等文物。“当时我看到这种玩意

儿很新奇，就收藏起来。 ”孙华国说，自此之后，他就盯上了

新挖掘的地下土，总是要翻翻瞅瞅。

1985 年左右，孙华国回到村上从事电力安装工作，当

时村附近的头畛地和二畛地有许多烧砖窑，材料是就地取

材的泥土。 孙华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天几遍往这两

个地方跑，拣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比如先民用石头做

成的斧子、铲子等，还有带孔的贝币，卜骨是他最喜欢的一

件，“卜骨是夏商时期的珍贵文物， 被占卜人用来预测未

来。 ”

“到现在为止，我收藏了 80多件有价值的古文物。 ”孙

华国说。为了弄清楚捡到的东西是不是文物，他还订了《收

藏》杂志，与自己所拣的文物一一核对。 最近，他又有一个

新的重大发现———捡到类似石箭头一个。

收藏奇石 3000 多块，组成“中华五岳”

除了古文物之外，孙华国还喜欢收藏奇石，目前已有

3000多块。 这么多的奇石并不是零零散散地堆在家中，他

突发奇想，买来五座名山的详细图纸，按照这些名山的构

造，把这些奇石一块块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五岳”模型。

在孙华国家的院子里，记者见到了他花费 5 年时间用

奇石塑成的“中华五岳”，泰山岱顶玉皇庙、华山峭壁、嵩山

少林寺、衡山庙宇林立、恒山十八景……这五座“大山”像

5 个守护神一样立于院中央。 孙华国一边跟记者介绍，一

边用手抚摸着“山上”的一石一景，眼神里是父亲看孩子般

的慈祥。“一年一座‘山’，2002年底五座‘山’建成，每块石

头都有用处。 ”

高村的“文物保护神”

记者在高村采访时，村民提起孙华国无不

竖起大拇指，称其是高村的“文物保护神”，这

不单指他收藏文物，更多的是因为他还主动承

担起了村里古桥、古建筑等遗址的保护。

高村的北大庙曾经是黄飞虎镇守淇水关

时的练兵营，它北面两座唐宋时期的石狮在上

世纪中期曾被人恶意推倒。 1976年，在孙华国

的建议下，两座石狮被嵌入北大庙内部，妥善

保护起来。 孙华国在庙前树起一块“殷商朝歌

淇水关简介”石碑，提醒大家保护古文化。

高村最著名的桥当属“走桥不见桥”，相传

建于商代。 桥面是普通的街道，从上面经过时

一点都感觉不出这是一座桥。为了保护这座独

特而珍贵的桥梁，高村村委会在孙华国的提议

下出资修墙将桥围了起来，还将已经干涸的桥

洞清理干净。

一块“淇水关”石碑，他找了 10 年

在高村南门外，孙华国指着一座刻着“淇水关”字样的

石碑，激动地说：“这块石碑我找它找了 10 年，俺村的石头

都快被我摸遍了。 ”

据孙老介绍， 这块石碑是宣统三年修淇水关南门石板

坡的碑记， 是殷商淇水关文化分量最重的证据，“俺村经常

被外人质疑：你们说高村以前叫‘淇水关’，有啥证据呢？ 现

在有这块石碑在，谁还能质疑高村的淇水关文化呢？ ”

除了“淇水关”石碑，孙华国和他成立的殷商淇水关文

化协会还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同治七年的“淇

澳绿竹”残碑、百忍堂的“善积百祥”石门额、修淇水桥石碑

等重要历史文物十多件。

一己之力

建起淇水关书画奇石艺术馆

1988 年，孙华国以自家为基地，建立淇水关书画奇石

艺术馆，将自己 10 多年的收藏公之于众，免费让村民们参

观，让村民从中感受故土博大精深的厚重文化。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淇水关书画奇石艺术馆现藏历史

文物 100余件，其中有旧石器、新时期时代的石斧、石刀、石

铲等工具，古生物化石、骨器化石、殷商甲骨和古代金属器

物等共计七八十种；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片瓷片 300 余件；书

画 30余幅；各式奇石 3000余块。 这些藏品可以清晰地勾勒

出淇水关历史演变的轨迹，同时又兼具观赏性，吸引了很多

人前来参观。

1998 年， 孙华国又组建了高村殷商淇水关文化协会，

同时创办淇水关民俗古物馆，侧重收集高村本地文物遗产，

将高村的文化事业进一步做大。从那年起，孙华国开始着手

收集有关淇水关的历史资料，他跟熟悉村史的老人聊天，从

他们口中得知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写就 10 万余字村史

孙华国的辛勤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省、市多家

媒体对他的收藏品多次刊登报道， 远近各地前来观赏的人

越来越多。省设计院专家、安阳甲骨文专家及市县文化界领

导也曾多次登门拜访， 对其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给

予了高度评价。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

到高村历史文化的事业中，在孙华国的建议下，5 月 20 日，

一支拥有 20 多名会员的研究队伍———鹤壁市殷商文化淇

水关研究会顺利成立。“希望能通过研究会将高村的历史祖

祖辈辈传下去。 ”孙华国欣慰地说。

2009 年，孙华国操笔编纂高村村史，共 10 万余字，近

日已完成，不日将出版。

孙华国在介绍古淇水关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