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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一名土生土
长的济宁人。大学毕业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发
展，却难割舍乡愁，选择回了济宁。在济宁生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一丝厌倦，却更喜爱这城
市。

济宁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人文景观不胜枚
举，这其中就有老城区南部的南池公园，这是
以唐代南池王母阁遗迹重修并扩建的景区。

公园占地面积34.3公顷，水面超过12公顷，是
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古典园林公园。它荟萃
了运河文化、李杜文化、王母文化，又建造了新
的王母阁、少陵祠、南池荷净、九龙跌水等南池
十二景。

那里玉树琼枝、鸟语花香，亭台轩榭、碧水
粼波，仿佛世外桃源，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南池
走走。我家住在老城区东边，距南池有十多公
里，特别喜欢步行去那里。一路经过新世纪广
场、运河城、通信大厦、古运河、太白楼、东大
寺，既有现代地标性建筑，又有历史文化古迹，
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就是走完了一部老济宁的
历史。

周末是去南池的好日子，忙完了一周的工
作，带着孩子去嬉戏玩耍，或邀上几个朋友漫
步聊天，游玩之后，到附近古运河畔的老菜馆
里，点上几个小菜，喝上几口小酒，品味老济宁
的特色，真是难得的享受。

小时候，我就住在南池附近。那时的南池
就是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长着芦苇、莲藕，还

有一些野生的鲫鱼、鲢鱼。池塘周围是一片荒
地，零散座落在着一些老旧的房屋。后来池塘
里的鱼儿、植物也慢慢消失了，周围杂草丛生，
还散落着许多垃圾，那景象真的没了盛唐的

“南池荷净”。到了2000年，市政府要建南池
公园。2007年开始面向社会征集规划方案，
2008年9月立项，2010年7月开始动工建设，
2011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周边的小南门、竹竿巷、古运河也修缮治
理，新建了龙行路、高架桥、购物中心、酒店、学
校和高档住宅，打造了集旅游、娱乐、购物、居
住于一体的南池商业生活圈。原来的这片老
城区，已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华闹市。

不光这些，老城区更大更美了。常去的太
白湖景区、廖沟河湿地公园、市民公园、凤凰台
植物园、少康湖公园等大型主题公园就有十几
处，城市正在被绿色覆盖，天更蓝了，水更清
了，空气更好了。我更爱这城市，也最喜欢我
的徒步南池游。

■刘建新 摄影

我最喜欢的还是徒步去南池
于海

畅游济宁

发现

汶上县城东北十余公里的白石镇境内，有
一座远近闻名的昙山，西北麓雩娄峰安葬着春
秋时期的高士荣启期、厌次岭安葬着孔子七十
二贤弟子荣旗，“两荣子墓”由一堆一米多高、不
到两平米面积的灰白石块堆成，很不显眼，如果
不是两通石碑的矗立，难以辨识。

春秋时期的荣氏先贤相继去世后，后人以
丘陵为坟，不占耕地，不栽大树。这践行了当时
的中都宰孔子倡导的“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
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荣氏后人也一直继承
先人的遗愿，未再修葺扩建墓地、栽种树木绿
植，只每年前往祭奠。

荣氏由来与“两荣子墓”

据《荣氏宗谱》记载：荣氏“肇基汶水，源发
昙山”。荣氏祖先本与西周姬姓同宗，“周成王
卿士荣伯食采于荣（今河南巩县西），因以为姓
氏”。周庄王四年（公元前693年），荣叔公“奉
王命见鲁桓公，有功社稷，封为上谷大夫，始迁
于鲁，宅居郕邑，是为鲁宗之始”。郕邑，即今山
东省济宁市汶上县西北，周时置郕国。

叔公后人荣启期，字昌伯，生于周定王十二
年丙寅（公元前595年）。精通音律，博学多才，
有韬略而不得志，老年以后常于郊野“鹿裘带

索，鼓琴而歌”，自得其乐，被后人称为高士或贫
士。

《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闲暇时游览泰
山，路过郕邑郊野，见荣启期一边鼓琴一边歌
唱。孔子问荣启期为什么这么快乐，荣启期回
答：“值得我快乐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三
件：天生万物，只有人最为尊贵，我能够作为一
个人生活在世上，这是一乐呀；世上男女有别，
男尊女卑，以男人为贵，我既然身为男人，这是
二乐呀；有的人生下来，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太
阳，或在襁褓中就不幸夭折了，我现在已经活了
九十五岁了，这是三乐呀。贫穷是士的常态，死
是人生的终点。我在常态之中走向终点，还有
什么不忧虑的呢？”孔子听了这番高论，赞许说：

“好啊！是一个能自己宽心的人。”
这就是“知足者常乐”典故的由来。知足常

乐，成为人们处世的一种放达。周敬王二十年
（公元前500年），荣启期去世，葬于汶上昙山西
北麓雩娄峰，后来东汉书法家王次仲为启期公
撰写碑文，载于《荣氏宗谱》。

荣旗，字子祺，生于周景王三年（公元前
542年），小孔子九岁，早年跟随孔子学习，精通
六艺，帮助孔子删《诗》、赞《易》、序《书》、定
《礼》，“共维斯道于不坠，名列七十二子之中”。
唐玄宗时封为雩娄伯，宋真宗时赠为厌次侯，明
世宗嘉靖年间追称为先贤荣子，曲阜孔庙东庑
供奉其牌位，列第二十位。宋朝荣諲第一次修
《荣氏宗谱》，即尊荣启期为鼻祖，尊荣旗为一世
祖，至荣諲为第四十六世。

荣旗“老年正心修身，抱道自处，存心养
性”，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0年）去世，葬于昙
山西北麓厌次岭。荣氏长支“以先人之庙堂在
此，先人之庐墓在此”“思存宗祧而供祭扫”，辗
转汶上厌次村、小汶河堤口美化大庄、东周村，
至清初居汶上城东演马村，一直未离开汶上。

明代万历年间，在荣旗墓前立高碑一通，邑
人尚宝寺正卿王命新所书碑文为“唐封雩娄伯
宋赠厌次侯先贤荣子之墓”。清康熙二十三年，

“缘古碑文风雨损坏，字迹平毁，故重勒石以垂
不朽”。此碑于上世纪被毁，现仅存墓碑基座在
墓旁。

演马庄村内有荣子祠堂，是清朝康熙年间
皇帝下旨祭祀孔子七十二贤弟子，由官府修建
的三大间硬山顶龙脊祠堂。后来，曲阜衍圣公
会同山东巡抚上疏，康熙皇帝下圣旨“钦赐奉祀
生四员，蠲免一切差役”，负责荣子祠堂和荣子
墓的祭祀。2008年6月12日，荣子墓及荣氏祠
堂被公布为济宁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观昙山“两荣子墓”，为春秋时期墓葬，已
存留2400多年，各仅有几平方米，没有修饰，周
围也没有松柏，与当今“保护耕地，保护环境”一
脉相承。追根溯源，概与孔子宰中都的理念有
关。

孔子宰中都遗风及其影响

今之汶上，古之中都。春秋战国时期，汶上
称中都邑。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
都宰，《史记·孔子世家》《礼记》《孔子家语》《汶
上县志》等古籍文献均有明确记载。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定了使老百姓生有
保障、死得安葬等制度，施行一年后，各诸侯国
纷纷效法，也吸引了后来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
游览访古，寻觅圣迹。

孟子先后两次到过当时的平陆（今汶上县
北部），高度评价孔子宰中都的政绩；西汉司马
迁“观孔子之遗风”，来汶上实地考察，写下了
《史记·孔子世家》，概括了孔子的政绩。唐代书
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诗人李白、高适，北宋
真宗皇帝赵恒、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明代永乐皇
帝朱棣、大学士杨士奇，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尚
书、文学家王世贞等，都来拜访过圣人宰中都的
遗迹。

孔子“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的理念，对
我国殡葬制度改革，节约保护耕地及环境保护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演马荣林早已平坟还耕
②清朝荣氏祠堂：曰人曰男曰寿，圣贤对话

传千古
③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三乐铜镜
④古郕村—郕国遗址
⑤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

春秋时期荣氏先贤初现环保理念
王钦伟 李传昌 房茂成

斗羊，在嘉祥历史悠久，一直延续到现在，是
嘉祥民间的一大趣事。

斗羊不分季节，一般以秋末冬初居多。因为
这个时节农家有所闲暇，羊也体壮有力。

善斗之羊多为雄性绵羊，过去家乡人称为大
盖衣羊、团尾巴羊，近些年才叫响学名——小尾
寒羊。

斗羊比赛时，对羊的挑选都比较在意牙口，
也就是羊的年龄还有体格都能相当，基本上势均
力敌，这样斗的时间长一些。赛场多选在村内平
坦的大街上，或村附近闲置的打麦场里。

人们牵着羊进入赛场后，先让两只羊互相对
视、骚扰片刻，让它们有一种敌意；如果敌意来的
较慢，主人还要抓住羊角，朝对手身上碰撞几
下。三碰两撞，很快就惹怒了对方。

这时候，两只羊怒目相对，拉开决斗的架势，
共同后退数米，然后向对方猛冲，观众给羊闪开
场地。当两只羊抵中时，那螺旋形的羊角的撞击
声相当响亮，仿佛脚下的地皮都被震动了。胆小
的观众会在双方撞击的一刹那，不由地一捂耳、
一闭眼。

斗羊撞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难以测试，说
力抵千斤也不为过。第一抵过后，若是两只羊马
上站立，一般不用主人催促，它们照样后退数米，
再次前冲，进行第二抵、第三抵……

有的羊主人为了取胜，也常为羊助威、助力，
一手扶羊肩，一手拍羊腚，高喝一声“上”，羊便死
命地前冲。这时的决斗相当惨烈，会抵得角根部
冒血，或将面皮擦掉，甚至抵到半死。

只有当一方无力再抵的时候，决斗才算结
束。而斗羊双方的主人，不论是赢家还是输者，
都会抚摸着自己心爱的羊，慢慢牵到一旁，让它
好好休息，用好食好料精心饲养数日。

这个时节，在农村集市中的牛羊市场上，也
有斗羊的场地，来自周边乡村的斗羊爱好者，牵
着或用车辆拉着自己的羊，在这里决斗。如果有
人想买“常胜羊”，得舍得出高价钱。一头“常胜
羊”，能卖到一头牛的价钱。

嘉祥人一向喜爱传统文化，对斗羊也不例
外。近十年来，嘉祥县已经举办过四届斗羊节，
影响了整个鲁西南地区。

有一件事让人诧异：羊相斗时头部撞击得这
么厉害，怎么不得“脑震荡”呢？这简直是个谜。
向来以温顺著称的绵羊，竟然有这种不屈不挠的
性格，确实令人费解。

嘉祥的斗羊
张庆余

我从小在济宁化肥厂职
工宿舍的大院子里长大，至
今也住在那里。大院子有十
栋楼——三层的和六层的，
几排低矮的平房，一个打我
记事起从没人打过球的球
场。

球场是老房区的，那里
住的多是退休员工和未买
房的人们。新房区也早已
不再新了，年龄都在16年以
上。想来本应该是一个小
区，可这里的人们都管它叫
院子。

这院子里的人大都相
互认识，我也结交了一堆发
小，虽然是我家搬了楼房之
后的事。听妈妈说，在平房
时我也有好些玩伴，只是后
来大家都渐渐搬走，小孩子
不记事，也就忘记了对方的
名字。

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
在家里坐不住。我们这些
孩子，一到放假，必定每天
在院子聚会。我没见过自己的爷爷，但发小的爷
爷却是个很有趣的老人，总是带着我们做游戏，
给我们讲故事。

后来，发小的爷爷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好
像是发生在山洞里，我不记得了。或许出于自我
保护，便把所有爷爷讲的所有故事也一并忘却
了，只留下一个围在石桌旁的场景，只有笑声没
有话语的场景。

小孩子似乎都爱讲鬼故事，至今在我脑海里
留下的唯一一个，就是发小讲给我的。

她说在我们院子的球场上有一个鬼。因为
球场和老房子相连，所以我们把那一片统称为球
场。小时候球场还没有灯，人们都是借着月光活
动——老人聊天，小孩玩耍。

那时候正盖新房子，给我们这些小孩带来很
多乐趣：玩沙、摆砖、爬卡车，就是我那时的游
戏。这个鬼七窍流血，头发散乱，特别爱在晚上
站在人的身后，等着你回头，别的什么也不做。
似乎他的爱好或者任务，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吓
你一跳。

为了故事的可信性，她还告诉我，另一个发
小的妈妈曾经见过他，是在下夜班回来，刚要开
门，回头就被吓了一跳。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兴奋，好奇又紧张，
回到家就被恐惧笼住，以致一连笼住了好多年。
从此，我不敢自己在家，也不敢自己去暗处，一定
要有人陪我。后来渐渐地忘了一些，但也总不敢
在晚上到球场去，即使那里安了灯也不敢靠近。

小时候听的最多的是童话，我只有一本童话
书《格林童话》，已经散了页。长大后，爱看的也
是童话。即使后来的很多故事跟格林兄弟的作
品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也会在倦怠时从头到尾读
完。童话给予我的，不是天真的幻想，而是挣脱
恐惧指向阳光的游船，是成长的烦恼中现实灵魂
的救赎。

再次毫无顾忌地走进球场，已是大学时光。
那时球场的晚上，没有了小孩子，只剩下老人在
阳光或灯光的夹杂下聊天，狗在老人的身旁打我
家的平房后面曾开垦成了菜园子，我常带着第一
次来的朋友去参观，讲述我在那里玩耍的故事。
而现在，平房被改成了饭店，灯火通明，却没了我
的印迹。因为，我长大了。哪有什么鬼。

每
个
小
孩
都
有
的
故
事

刘
艺
群

“灌冢晴烟”是古济宁八景之一，传说在
阳春三月里，每到晴天，灌婴的墓地上空会有
白色烟气笼罩，如瑶池细烟轻歌曼舞，隐隐有
礼乐之音，如太虚幻境身影婆娑，约约有乾坤
轮转之感，是一道奇异的风景。

《兖州府志·陵墓志》短短的记载：“灌婴
墓，在州东三十里”。我的寓所距离埋葬灌婴
的西贯村不过三四公里，村街白墙写满了《史
记》《汉书》中的句子，硕大的汉隶，透出两千多
年的韵味。村东头路南有灌婴文化广场，草地
中间是真人比例的青铜塑像，灌婴左手挽弓，
右手持箭，战马奔腾如飞，勃勃英气穿越而来。

秦朝初年，灌婴生于睢阳，即今天的河南
省商丘市。十几岁以贩卖丝织品为生，是个勉
强填饱肚子的小生意人。秦时律法严苛，重徭
厚赋，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

灌婴投靠刘邦，初为郎中，后拜为中谒者，
掌管刘邦军队的后勤事务。因杀敌英勇，屡立
战功，平定三秦，攻取栎阳，斩杀楼烦骑将，活
捉周兰，参与垓下对项羽的总攻，灭杀韩信叛
军，大败匈奴骑兵，平定黥布。东征西讨，立下
盖世奇功，被封为颍阴侯。

《史记》载：“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
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
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如果仅是武功盖世，灌婴同樊哙等人还没
有太大区别。据《史记》载：太后崩，吕禄等以
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知，
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
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
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
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
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
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
黄金千斤，拜为太尉。

太后吕雉去世后，朝廷暗潮涌动，吕太后
的侄子们不甘寂寞，妄图窃取朝政大权。刘邦
刚刚稳定下来的江山摇摇欲坠，关键时刻，灌
婴和周勃冷静观察，果断处理，诛杀了意欲作
乱的吕禄等人，平息了皇权纠纷，开创了汉代
文景之治的新局面。这就可谓居功至伟了。

陆机称：“颍阴锐敏，屡为军锋。奋戈东
城，禽项定功。乘风藉响，高步长江。收吴引
淮，光启于东”。崔致远评价：“所谓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绛灌亦一时俊杰，关张非
累世勋庸，镂姓名於金鼎玉锺，饰仪形於云台
烟阁，永言尽美，孰敢争先？”明代诗人王清写
灌婴冢：“踣项兴刘莫大功，当时谁不让英雄。
西风荒塚麒麟老，禾黍离离落照中”。

如果单看文字的记载，我们周围有很多令
人心旷神怡的风景。作为济州八景之一的灌

婴冢，享受了多年的风流。依据我的想象，灌
婴冢上面，该是庙宇挺立，松柏森森，香火缥
缈，白烟袅袅。

今天的灌婴冢没有这样的热闹，千年庙宇
早已化作尘埃。陪伴它右边的高祖庙，也只是
个村庄的名字。周围长满玉米的土地，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了，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谁又能
记起这里埋葬的是如此惊天动地的人。

这或许是历史的选择吧。
■苗青 摄影

文字记载之外的“灌冢晴烟”
叶随风

从前，在邹东三仙山
下的官道边，住着一位独
身老汉，名叫任义，卖茶
水为生。任老汉待人厚
道善良，买卖公平，遇上
付不起茶水钱的人也不
计较，还将积攒下来的钱
周济村里的穷苦人，街坊
四邻都很敬重他。

为了煮出的茶水好
喝，每天一大早，任老汉
要跑到山上的福寿泉里
担水，因为泉水比井水干
净、清甜。

有一年三月三，任老
汉早起挑担来到福寿泉
边，猛然听到有说话声。
四下瞅瞅，大清早，荒山
野岭里冷清清的没个人
影，老汉以为是自己耳朵

背，听错了，就放下桶去舀水。
老汉一弯下身子，说话声更清楚了。这

时，从福寿泉里跳出一只金黄的蟾蜍，“任老
汉，心实诚，四乡八邻都称颂；每年三月三，来
我口中取金锭。”老汉呆住了，莫非世上还真有
神仙啊？！惊疑间，蟾蜍眨巴眨巴眼睛，慢吞吞
地从嘴里吐出一块黄灿灿的金子。

任老汉拾起金子，挑着泉水下了山。他边
走边想：这金子是因为我待人实诚厚道才得到
的，我不能私自独吞。于是，他就用这金子周
济附近的穷苦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的三月三，任老
汉去福寿泉挑水时，总能取回块金锭，就用这
金子济贫行善。

斗转星移，任老汉一天比一天老了。
有一天，有个叫谭鑫的过路人，见任老汉

对贫穷人施吃施穿，心想：老汉一定有不少的
金银珠宝。就眼珠儿一转，自己愿意留下来侍
候老汉，还说老汉人好，要为老汉送终。

任老汉临终前，郑重地告诉了谭鑫蟾蜍吐
金锭的秘密，并告诫说：“给多给少，不能强求；
白得的金子，不能独自享用，要周济贫穷人。
切记！切记！”

谭鑫埋葬老人后，将信将疑捱到三月三，
挑上水桶跑到福寿泉边来。果然，那只蟾蜍遇
见了他，眨巴眨巴眼睛，慢吞吞地从嘴里吐出
一块金锭。

谭鑫伸手拿来揣在怀里，惊喜得嘴都笑歪
到耳朵根上了。他想：这蟾蜍每年才吐出一块
金锭，这得要等多少年呀!谭鑫就下山取来铁
锨、镢头，在福寿泉边挖了起来。挖一下就跳
出一只蟾蜍，蟾蜍就会眨巴眨巴眼睛，从嘴里
吐出一块黄灿灿的金子……

坑越挖越大，蟾蜍也越来越多，后来，水里
都是蹦蹦跳跳的蟾蜍和黄灿灿的金块儿。

谭鑫高兴得跳进水里，要往外捞金块儿。
谁知，他一进去，泉水就汹涌地冒大了，顺着山
谷奔流而下，瞬间汇成了一条滔滔流淌的大
河，把谭鑫给冲得无影无踪。

自此，人们在河边偶尔也能拾到些碎金
子。当然，也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这福气。
后来，当地人就把这条河称作“义水”“沂水”，
今称小沂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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