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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吉寨：西流湖畔，百年古村寨期待新生
原址将迎来一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西流
湖畔的青芜与柳荫，伴着保吉
寨倒映在水面的影子，一起摇
曳荡漾了百年之久，曾经的村
民迁至对岸，记忆和乡愁留在
草木间。

斑驳的寨门和厚重的寨墙
犹在，不远的未来，一个全新打
造的保吉寨历史文化街区将呈
现在大家眼前。

百年古村寨留在村民记忆里

站在中原路北望，西流湖东岸一处高
地上，一座青砖垒砌的两层门楼矗立着。
走近时，可看到门匾上镌刻着“保吉寨”三
字，取“永保吉祥”之意。

保吉寨原是一个伸向湖中的半岛，东、
北、西三面环水，南侧留有小路进出，周围
是贾鲁河形成的芦苇荡和沼泽。史料记
载，保吉寨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在时任鲁
山县教谕宋应午倡议下修建。

如今，曾经供村民进出的道路已被围
挡封闭，透过洞开的寨门见到的是一片平
地。绕行东侧 10多米高、数百米长的夯土
寨墙，原本用来防御的高台历经百年依然
草木葱茏。

岁月悠悠而过，村民们指点着经历烽
火硝烟的寨门和围墙留下的痕迹，感叹“保
吉”的应验。

两扇护寨有功的木门斑驳破损，但表
面的铁条和宝盖钉尚能清晰辨认。“一代又
一代的村民，都打开过这两扇门，还数过上
边的钉子，现在它留在大家的记忆里，还是
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已迁至别处安居乐业
的村民王女士说，保吉寨留下的不止一个
名字，也不止记录了一段历史，只要寨墙和
寨门还在，有关村寨的记忆就不会消散。

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过去郑州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侵
扰，不少村子周围都会用土夯筑成高
达数丈的围墙，墙上还会栽种酸枣树
等灌木。

郑州有“砦”也有“寨”，俩字发
音 、读 音 均 相 同 ，但 叫“ 寨 ”的 村
子大多建有寨墙，“或是土夯的，

或 是 木 制 的 ”，叫“ 砦 ”的 村 子 一
般建在地势稍高的地方，却不一
定有寨墙。

“除了保吉寨，高皇寨、林山寨、
南阳寨原来都有寨墙保留，或者是有
修建寨墙的文字记载。”中国地名学
研究会首批会员、河南省地名档案室
原调研员楚战国说。

保吉寨是黄河以南中原地区土
寨的代表，相关研究者称赞它是“绝
无仅有的中原地区土寨文化活态博
物馆”，仅存的寨墙和寨门是承载着
100多年厚重历史的实物见证，它们
的存在和保护对于继承郑州的悠久
历史和体现百年老郑州风情有着重
要意义。

期待！
原址正在建设特色文化街区

盛夏时节，围挡中的城寨散
发着持久的魅力。有游客在保
吉 寨 的 寨 门 下 进 出 ，在 青 石 铺
砌 的 道 路 上 徜 徉 打 卡 ，仿 佛 正
穿越时空倾听现代与历史的对
话 ，也 感 受 着 百 年 来 湖 畔 居 民
的淳朴生活。

“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建造
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供人们寻古
探幽、寄托乡愁！”保吉寨紧挨西
流湖公园，新建的宝吉阁与曾经
的村庄相呼应，如何依托寨墙、寨
门及村庄旧址建设富有中原特色
的历史文化街区，利用文物保护
与历史文化优势打造城市的“西
游”休闲故事，是近年来村民关心
的话题。

2016年 1月，保吉寨被省政府
命名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此后，村寨进入拆迁改造阶
段，村民迁至别处安居，原址将建
设一个富有中原特色的历史文化
街区。

2018 年 12 月，中原区称“围
绕展示中原土寨文化，将其规划
为融民俗展演、居民文化、民俗
活动、商贸旅游功能为一体的历
史文化旅游街区”，且已委托相
关机构做保护规划和展示利用方
案，并进行项目对接。

2022年 6月，保吉寨文物本体
防汛工程正式开工。

2023年10月，保吉寨寨墙及寨
门保护工程一期项目开工。

不远的未来，漫步西流湖畔，
游览历史文化街区，是保吉寨村民
和郑州人民的共同期待！
记者 汪永森/文 马健/图

中原地区土寨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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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宝吉阁铭刻着村民记忆

保吉寨夯土寨墙延伸向西流湖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