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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赵庄镇木中营又叫魔

冢营、魔塚營，是个文化积

淀深厚的村落，古有“远应

龙山”“近接将汩”“汝水作

带”“虎狼为壁”四个寨门，

地处宛洛古道。现村内还

有建于盛唐年间的云水禅

寺，寺内碑刻 8 通，卷棚墙

壁上有魔术壁画2幅等；村东南500米处有魔王冢，据

说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养由基之墓，具有较高

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目前该村人口约

6000多口，人口规模之大在我县屈指可数，是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赵庄魔术传承村之一，2013

年被评为河南省传统村落。

近日，该村一通距今已有149年的断案碑引起了

众多人士前去观看。

4月21日，本报采编一行也前往探访，见到了该

石碑的保存者赵占增和他的近邻李进朝。

赵占增说，这通石碑是他家盖房子时在老家宅院

里挖出来的，目前它已经静躺了149年。整个石碑呈

长方形圆顶状，高173厘米，宽65厘米，厚20厘米，系

大清同治十三年的一块断案碑，当时由办案者制作，

并送与木中营村（原魔塚營）。

每每谈及此碑，村民们在由衷敬仰先人依诉讼解

决争端、确保用水智慧的同时，更为断案者心系农业、

心系农民做出公正判决的智慧赞不绝口。他们创造

并延续了人与政治、人与人、人与水、水与农业的历史

文化故事，石碑代替其他材料这种特殊的判决书，实

属罕见，也吸引了众多对法治文化有兴趣爱好的人前

来观看。

碑文分右中左三个部分，上下书写、自右向左排

列，中间字体较大：“悠久无疆仁明舒大老爺断案碑”；

右边是主文，列明当事人、案由及判决结果：

汝旁旧有重修渠一道魔塚營路家寨兩村居民均
食其利輪流灌溉毫無爭執同治甲戌路家寨霸水偏澆
七月間復又私捏碑文因控舒仁天案下十二月初十日
蒙訊詰知此渠共夫貳伯零玖名魔塚營現有夫陸拾柒
名路家寨現有夫壹伯肆拾貳名斷令按定夫名酌為三
分一輪三日每輪魔塚營使水一日路家寨使水二日以
後使水視夫名多寡為增減至公至允卷存工房恐世久
年湮伊私碑仍存復起爭端謹勒貞瑉用誌不朽

左边是尾部，列明办案者和时间：“承辦差役 姬

文章 史文典 焦泮 大清同治拾叁年歲次甲戌十

二月 穀旦”。

判决的内容源于上下游两个村庄用水引起的纠

纷，上游路寨村（原路家寨，现属汝州市小屯镇），下游

木中营村（原魔塚營，现属宝丰县赵庄镇），这两个村

庄因拥有天然引用汝河水灌溉的便利条件，秋作物多

以种植水稻为主，是当时有名的“鱼米之乡”。

“木中营大米”作为一个品牌在方圆50公里范围

内享誉多年，吃过该大米的人在描述细腻的口感、香喷

喷的味道时，也往往带着一种自豪感。小满节气后，小

麦颗粒逐渐饱满成熟，这时候便开始为种植水稻截留

屯水，并培育稻芽，麦收过后紧接着便是插秧的时节，

从浇灌、插秧开始，一直到稻谷长熟，需大量用水，往往

是沟满河平。插秧的黄金时间大概是一周，时间短、任

务重。路寨村位于用水上游，一旦与其发生纠纷，下游

用水必受影响，造成需要用水时，上游确保自身使用，

不往下游放水，不需要用水时，上游却大量放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水稻的命脉。149年

前两个村庄为了自身生存因用水问题发生的纠纷，最

终由官府来确定出工的义务和用水的权利。碑文显

示，“以后使水视夫名多寡为增至公至允”，判决结果

为动态的，能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积极

性，100多年来该判决从未被推翻，彰显了办案者的智

慧和艺术。

赵占增说，小时候听祖父讲，为确保这块石碑的

安全保管，防止丢失已将其深埋地下，知道的人不

多。当时他年龄小，对这样的事情无任何兴趣，只是

听听而已，也不愿过多打听，更不知道这样的石碑由

他的祖上保管，就埋在自家房后。

先人们世代以耕种为生，视土地为生命，视水利

为血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老老实实带头履行判决确

定的义务，以便实现用水的权利，并世代延续，成就了

这份判决书的效力长达120年之久。

赵占增回忆说，1983年、1984年冬天，那时正上初

中的他，两次随父母到“重修渠”处参加清理河道淤泥

的义务劳动，当时按每个家庭人口多少承担劳动任

务。上了高中以后便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义务劳动，但

这种清理淤泥的义务劳动，被其他村民们一直延续到

1994年、1995年。此后，随着农作物种植的多样化以

及土地流转后现代化耕种模式、劳动力的输出、汝河

水量减小等原因，两个村庄均不再种植水稻。过去的

“重修渠”已被平整后另作它用，两个村庄再也不会因

用水问题发生纠纷了。

凝视石碑，令人沉思，判决书主文共171个字，中

间无标点符号，言简意赅，后人虽能推敲知道大概意

思，但个别词语的真正含义仍把握不准，让观看者在

各执己见中略有遗憾。

穿越了历史的星转斗移，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

打，此碑由地下转为地上，慢慢进入了后人的视野。

先人们曾经耕种的土地如今还在，曾用作

灌溉的汝河还在，汝河水依然缓缓流淌，

偶尔还会泛起几朵浪花，但围绕石碑而忙

碌的世代先人已相继过世，当年发生的故

事也随他们而去，但他们成就了一份判决

的公正和智慧，成就了一份跨越几个朝代

的判决书的效力。

采访结束，感慨之余，土生土长的该

村村民李进朝当场吟诗一首《汝河颂》，表

达了自己对悠悠汝河的那份情怀：

汝水长长
她润泽了两岸万物
洁净了少女的衣裳
汝水流淌
她丰盈了百姓粮仓
撑起了房屋幢幢
汝水南岸
昔日的鱼米之乡
恩惠群众无法称量
……

一通跨越149年的“断案碑”
○ 赵占增 梁国强 陈永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