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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正直、不畏强权的苏继欧
苏家桥下还有两通石碑，碑文是

清末江南正主考、日讲起居注官（也
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杨佩璋撰
文。其中碑文写有“其所以绵世泽而
播庥（xiu，庇荫），声绚未有涯涘（si，水
边），而许之苏桥。”道明了苏桥名字
的来历。“为积善馀庆之，吉徵已余，
靓兹善举，倍景慕苏君，令德遂忘。”
碑文结尾，对修桥人苏继欧歌功颂德
了一番。

苏 继 欧 到 底 是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人？在苏根庆的讲解中，一个忠义正
直、不畏强权的苏继欧展现在记者眼
前。

苏继欧曾自拟对联“七尺躯担名
节忠义；一片心质天地鬼神”借以明
志。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都宪杨
涟揭发魏忠贤 24 条恶行。魏忠贤以
皇帝的名义申斥杨涟，将杨涟等一干
东林党人全部罢斥。当年十二月，魏
忠贤派锦衣卫将已经罢官返乡的杨
涟逮捕，押送京城听候审讯。

斥责魏忠贤在当时是诛九族的
重罪，很多人马上跟杨涟划清界限。
苏继欧认为杨涟是一个正派、清廉的
官员，他对杨涟的遭遇十分同情。当
得知杨涟被拘捕赴京，监车路过许州
时，苏继欧不但面见杨涟，而且冒死

盛情款待他。杨涟感慨地说：“我生
平知交，今日仅见一苏郎中耶！”

魏 忠 贤 党 羽 扬 言 要 逮 捕 苏 继
欧 。 苏 继 欧 怕 连 累 家 属 ，天 启 七 年

（公元 1627 年）四月自缢而死，年仅 53
岁。后崇祯帝朱由检为其平反昭雪，
追赠太常寺卿，敕修苏太常忠义祠。
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葬于许州西
南榆林。

苏家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苏家桥在明朝的许都可谓首屈

一 指 ，不 光 坚 固 耐 用 ，而 且 工 艺 精
湛。”苏根庆说，该桥建筑风格古朴，
为 三 拱 桥 ，拱 券 石 雕 精 美 。 记 者 看
到，该桥桥洞上方雕刻有龙头、鱼、人
物等精美图案。这对研究我国古代
建 筑 雕 刻 艺 术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价 值 。
2005 年，该桥被许昌县（现建安区）公
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村村民回忆，旧时这座古桥下
的 小 河 和 石 梁 河 相 通 ，河 水 清 澈 见
底，鱼儿成群。村民们汲水而用，经
常在河边捶洗衣物。后来河水干涸，
美景就此消失。

据《许昌县苏桥乡地名志》记载，
1852 年苏桥四周筑有土寨，1895 年进
行了重修，名为安保寨。寨墙被寨河
环绕，河水清澈，风景怡人。石梁河

故道从寨子西北隅进入，至村中竹园
折向南行，抵达苏家桥后又向东南方
向流去。

民国《许昌县志》记载，石梁河上
有石梁桥、肖桥、苏家桥、高桥、王月
桥、七里桥、八里桥、三券桥、碾子桥
等桥梁。1957 年，石梁河许昌县段实
施截弯取直，自苏桥镇湾湖改道折向
东南，经靳庄、石寨后下穿京广铁路，
在泘沱村注入清潩河，近年又改道许
昌新区直接汇入清潩河。石梁河原
先的下游河道使用别名——清泥河。

史料记载，该桥于明万历四十三
年（公元 1615 年）重修。重修此桥时，
拆栏翻板，皆以方石圈，紧拱固基，雕
龙、狮、麒麟等瑞兽于其上，以期吉祥
护佑。苏家桥建在古时禹州到开封
的官道上，既方便了官差、商人往来，

又方便了百姓出行。它的重修和复
修，是造福万代的善举。

如今，苏家桥西侧还立有一块五
六十厘米高，明代吏部郎中苏继欧重
修此桥的残碑。苏家桥虽经几百年
风雨侵蚀，但桥拱石上雕刻的内容仍
清晰可见，有“龙卷伸缩”“二狮争绣”

“双麟竞标”“鱼游水中”“鲤跃波上”
等复杂图案，还有飞马、卧鹿、龙首、
人像、瓶花等简单图案。桥的合券石
是四块完整的巨石，整体看上去十分
美观。

由于该桥中间北侧桥墩的石缝
中生长过一棵柏树，历经多年不倒，
且该桥为三孔桥，遂被群众称为“一
柏单三孔”。如今，人们还能清晰地
看到那棵柏树的残根，并据此想象出
其当年的风姿。

苏桥镇得名于苏继欧修建的苏家桥
东汉时期，苏桥名为太丘乡。元

末明初，苏英迁移至此，修建村中石
桥 ，并 命 名 苏 家 桥 。 苏 桥 镇 因 此 得
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座桥是明朝修建的，2019 年
我们捐款对损毁的桥栏杆进行了补
修。”当日上午，在北村社区原书记苏
景昌地带领下，记者见到了位于石梁
河故道上的苏家桥。该桥桥头立有
两块石碑，一块上面写有“苏家桥”字
样，一块记录了苏家桥的来历和重修
苏家桥的捐款名单。

说起苏家桥，我们还得从苏继欧

说 起 。 记 者 查 阅 史 料 得 知 ，苏 继 欧
（1575 年 —1627 年），是 苏 英 的 八 世
孙，字文默，号抑堂。苏继欧从小天
资聪敏，9 岁能文，14 岁中秀才。明神
宗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进士
及第。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死后追
赠太常寺卿。

苏 继 欧 一 生 为 官 清 正 、治 理 有
方。饥荒年间，他平粜救荒，煮粥赈
饥 ；旱 灾 时 节 ，他 劝 民 打 井 ，引 水 灌
田。在其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

熹宗天启元年（公元 1621 年），苏
继欧调职吏部，任考功司郎中，专门负

责考核官吏。当时魏忠贤窃权，官场
黑暗，卖官鬻爵，贿赂盛行，朝臣多趋
炎附势。但是苏继欧在考核官员过程
中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不得
已辞官归里。

“苏继欧考上进士后，先在定县
做了知县，第二年回乡对村里的小石
桥进行了重修，命名苏家桥。”苏根庆
告诉记者，原来这里有座青石板搭建
的小石桥。河水水位上涨时，会漫过
桥面，来往居民都要蹚水过桥。苏继
欧当官后不忘乡邻，出资对小石桥进
行了重修，使得保留至今。

石梁河别名
清泥河、五汲河，
是清潩河的又一
源头，也是其最
大支流。千百年
来，它滋润了大
片土地，也留下
了诸如苏家桥、
华佗古墓等历史
文化遗存。

4 月 21 日 ，
记者再次来到建
安区苏桥镇北村
社区，以苏家桥
为原点，探寻“三
苏”文化在这里
传承、发扬的故
事。

□ 记者张铮

石梁河畔的“三苏”文化

苏家桥 记者孙江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