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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8月份，长安马自达零售
销量突破 1.5万辆。其中，随着新用户口
碑的发酵，新Mazda3 Axela昂克赛拉销
量连续第四个月突破万辆，并继续保持攀
升态势。长安马自达深耕中国市场已有
十年，品牌力、产品力、市场影响力不断提

升，这也成功印证了长安马自达“特色精
品战略”对市场与用户的正确判断与洞
察。随着下半年多款全新车型的入市，长
安马自达将进一步巩固在运动型细分市
场的领导地位，为更多追求出行品质的用
户带来更多精品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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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马自达8月销量突破1.5万辆

自 5月中旬以来，债市进入反弹通
道，数据显示，自 5月 22日至 9月 13日，
中 债 综 合 财 富 指 数（C01000）上 涨
1.33%。债券基金收益率亦随之回暖，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混合债券
型二级基金今年以来平均收益为2.61%，

其中，长信利丰 C 今年以来回报为
4.26%。长信基金固收团队认为，尽管债
市后续走势仍存在分歧，但综合基本面
和当前收益率水平来看，债券具有一定
配置价值，中长期看好债市的同时严控
风险，把控个券的投资风险。

债市风险机会并存 二级债业绩回暖

顺一浅沟村道逶迤西行，不久，
即见一座巍巍的“山门”横亘在眼
前。“山门”有十多余米高、横跨20余
米，两层结构，上边有箭垛城墙，有古
典骑楼，门首镌刻“万全寨”三个大
字。大眼一瞟，这仿古建筑，真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冯留钧介绍说，这一建筑，款款
伫立在东西村居的龙脉吉穴之处，下
边有南北相通的水泥村道，上有村人
东西来往的跨沟道桥，这是 2002年
村民集资修筑“致富路”时修下的万
全寨“致富山门”。比照国家大型建

筑，这山门当然不足为奇，而在偏僻
山村，这“万全寨”山门可算得上是别
具一格的宏伟建筑。

它显示了古寨灵气，也彰显了万
全寨冯氏后人装点家乡、改扮家乡的
的几分豪迈气派。

大家踏着春光漫步乡野，浏览着
一处处蕴含着历代先人生活奋斗的古
迹，很是感慨——笔者在高高的山崖
上向东眺望，冯留钧说那是老龙窝，那
是九龙口，那是万全寨……隐隐约约
看到那万全寨及伫立的寨门。据有关
典籍记载和老人口传，万全寨所处的

南山是宋朝京城建筑所用的石料场，
当年人叫马嘶，上好石料从这里源源
输往汴京，而处于荥、郑、密的这条沟
下大道，也成为中州的“丝绸之路”“茶
马古道”。笔者眺望明媚的山间，那南
北走向，车来人往，曾经的繁忙古道盛
景似又呈现在眼前……

返回，进村，一偌大院落前伫立
着一个碑亭。冯留钧介绍说“这是
‘世颂亭’”，这是万全寨冯氏宗亲缅
怀始祖的地方……那亭子两边楹联
镌刻着“勋业有光与日月同辉，功名
无间裕子孙绵延”……

深山腹地，鸟儿啾啾兮花香飘
2013年金秋，笔者在《荥阳老年》报社供

职，冯留钧先生造访，赠笔者一本由他呕心
沥血编就的《冯氏族系大典》，数十万字，
记述了在荥阳南部、贾峪摩旗山下万全
寨冯氏族人数百年的生息繁衍足迹，饱
含了对家乡深情讴歌，我捧读再三。那
偏山一隅的贾峪万全寨村累累故迹、件
件轶事，都充盈着当地历史风云的优美
传说，都凝结着历代冯氏先祖们为故土
之昌盛而搏击的汗水和热血。不日，《荥
阳老年》报刊登了署名作者“冯留钧”的
敦厚历史记述文章《历史风尘笼罩中的
万全寨》，引得好几位挚友打电话问笔者：
“万全寨在哪儿？”

次年阳春，笔者沐浴着荡漾的春风驱车
前往，一条左折右拐的乡村公路兴致勃勃
地把我们引领到贾峪镇的深山腹地，蓦然
出现在眼前的是柳暗花明的好一番景象：
路悠悠兮风景遥，鸟儿啾啾兮花香飘。不
知名的野花有红的、有黄的、有粉色的，在
道边、在山脚向我们招手；那白似雪、灿若
霞的杏花、桃花还有梧桐花，在那漫山岗
地上扑面而来。身处山野，微暖的阵阵山
风沐浴着我们，把我们簇拥到一个林荫深
处的农舍群前……在门前热烈相迎的冯留
钧说：“到了，这就是我文章中介绍的‘万全
寨’，这就是我的故乡！”

顺山间土坡来到村中，老人们在艳阳墙
角闲话，穿红戴绿的孩子们在花叶间嬉戏，
一群欢快的雏鸡在鸡妈妈的带领下叽叽喳
喳四处觅食，一派温馨的乡村自然景象。

乡史乡风，流连忘返
——《万全寨纪实》一书全景记录“万全寨”，不妨“登陆”转转

人民江山丽日月，锦
绣大地展宏图。祖国大地
是由一方方国土组成的，
荥阳市贾峪镇的万全寨就
是这一方方中的一片热土，
在这片热土上展演了一幕
幕神秘的历史画卷……

而由冯留钧编纂的
《万全寨纪实》一书，内容
丰富，值得“上去转转”。
王永襄

宋时“马嘶”好石料源源输汴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和冯
留钧同在荥阳县委大院供职，相识相
处近 20年，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生活简朴，对人忠恳，是一位重情、重
义之人。他花甲还乡，老骥伏枥，驻
情乡梓。他几年奔波，编纂出版《冯
氏族系宝典》之后，又走遍家乡的山
山水水，查史料，访翁妪，呕心沥血，
挑灯伏案，把家乡古今的古迹、传说、
民俗和当代人们的奋斗业绩编纂成
书，名曰《万全寨纪实》。

《万全寨纪实》是一本详尽入微、
引人入胜的乡土历史书籍，凭其搜集
的一篇篇难得的史料，向世人叙说了

万全寨 1000多年的历史，为后人传
承了珍贵的民俗文化、族系文化。这
本书有乡间医生的行医、拯救山民于
危难的事迹，有乡人年节游艺娱乐的
戏坊楼故事，还有乡村商贾交往的
“摸码”“煤码”和旧时学堂旧事等；也
有今贤时进俊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带
领村人共同致富的行迹；还有让人耳
目一新的鼓励村人依托诸多古迹，兴
办“乡村旅游”实业的“万全寨发展设
想蓝图”。

这本书是一位赤子呈现的故土
情结，是承前启后的历史传承。

笔者作为“保护民间文化遗产，

建设文化特色村”的工作顾问，若干
年来，一直关注有关建设文化特色
村的趋势和潮流。前几年，房拆了，
人走了，厚重的乡村文化留下的是
村中文化老人们的几多唏嘘。现在
好了，冯留钧此作把先祖留下来的
宝贵乡土文化遗产搜集了、成书了，
传承了，他把乡人寄托故土乡愁的
传统情结概括了，留下了、传承了。
试想，待到百年千年后，万全寨的后
代子孙“回首乡梓地，能不忆故
乡”？而散发着淳淳乡土气息
的《万全寨纪实》不就是他们翔
实的历史教科书吗？

纪实“回首乡梓地，能不忆故乡”

万全寨 村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