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鲁南苍茫的群山中，邹县香城小河圈村
的《古邾百忍堂张氏族谱》，虽早已湮灭于岁月
的长河，但“百忍堂”3个字，却在烛火中流转着
千年光辉，如同黄河水底沉沙里闪烁的金粒，
折射出穿越时空的图谱。

当地张氏于清朝末年迁自邹县看庄林前
庄村，而林前庄村张氏则来自曲阜县孔林前的
张阳村，系著名的“铁锅张”——分食十道的张
公艺的后人。

从轩辕黄帝之子挥公的弓矢破空，到汉留
侯张良的运筹帷幄；从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堂的
百忍传奇，到后梁年间张姥姥大义救孔的义薄
云天，这条血脉始终交汇在“忍”与“义”的经
纬。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曲阜孔林前那片曾被
圣贤荫庇的张家林，仿佛看见中华文明最本真
的生命形态——以隐忍滋养根基，以道义催发
新枝，在时光的褶皱里绽放出永恒的人性光
芒。

九世同堂的文明密码

唐朝麟德二年（665）的那个春日，高宗李
治的銮驾碾过北国大地的黄土。在郓州寿张
县，一座看似寻常的宅院里，九代人共同生活
的奇迹令帝王驻足。

张公艺在御前挥毫写下一百个“忍”字时，
他展现的不仅是治家智慧，更是一种文明存续
的哲学。高宗当即封张公艺为醉乡侯，封张公
艺的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并亲书“百忍义
门”4个大字，敕修百忍义门。这个将“忍”字镌
刻在祠堂匾额上的家族，深谙农耕文明最本质
的生存法则——正如冬麦在霜雪中积蓄力量，
他们懂得在忍耐中培育生机。

在张氏大宅的日常中，“忍”不是消极的退
让，而是动态的平衡艺术。晨光熹微时，300余
口人井然有序地取水炊爨；暮色四合之际，九
代人围坐讲习《礼记》的诵读声穿透雕花窗
棂。他们用“忍”化解代际差异的坚冰，老者不
以辈分压人，少者不以新潮僭越；用“忍”调和
性格的棱角，刚烈者学会克制，怯懦者懂得坚
持。这种集体生活的智慧，恰如鲁地特有的夯
土墙建筑——以柔韧的秸秆调和刚硬的黄土，
在相忍相让中筑就风雨不摧的家园。

张公艺书房中那方洮河砚，见证过更深的
思考。当帝王问及治家秘诀时，这位智者没有

讲述森严的家规，而是说出了“父子不忍失慈
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
忍失孝心”等一连串的语句。

这种将儒家伦理转化为生活实践的智慧，
让“百忍堂”成为活着的《齐民要术》。在这里，

“忍”是礼乐文明的具象化，宴席座次体现长幼
之序，田亩分配遵循公平之道，甚至孩童嬉戏
也暗合揖让之礼。九世同堂不是简单的数字
累积，而是文明基因在代际传递中完成的螺旋
式升华。

义薄云天的文明守护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因普通
人的义举而永恒。后梁乾化三年（913）的那个
血色黄昏，张阳村张温家的柴门被叛军叩响。
一个关乎华夏文明存续的抉择，摆在了这个农
家面前。

当乱孔罪魁孔末的追兵杀掉孔府主人孔
光嗣后，为斩草除根，索要其独生子——襁褓
中的孔仁玉时，孔仁玉的外祖父母张温夫妇毅
然以自己的亲子相代，用最朴素的义举，完成
了对文明最崇高的守护。

这一抉择，绝非一时冲动。在儒家文化浸
润千年的土地上，“义”早已融入百姓的血脉。
张温夫妇或许未曾读过《论语》，但“见义不为，
无勇也”的训诫，已化作他们的人生信条。面
对屠刀，他们想到的不是血脉亲疏，而是圣裔
存续对文明传承的意义。这种超越血缘的道
义担当，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张家的义举，在历史深处激起涟漪。孔仁
玉得以幸存，使孔子血脉得以延续，儒家文化
得以传承。这个农家的选择，不仅拯救了一个
家族，更守护了整个文明的未来。松柏深处，
张温夫妇的墓碑与圣贤比邻而立，昭示着草根
之“义”与庙堂之“道”的水乳交融。

在孔氏后人孔德懋的《孔府内宅轶事》中，
有着这样的记载：“孔仁玉为了报答张妈妈舍
子救命养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
世代恩亲，张家的世世代代都算是孔府家的恩
人。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了孔府，都必须
以贵宾相待，如有不周到的地方，就是触犯家
规祖训。从此孔府上下和孔氏全族都统称张
妈妈为‘姥姥’，这姥姥就成了张妈妈的官称。
孔仁玉还赐给张妈妈一柄楷木制的龙头拐杖，
就像佘太君的龙头拐杖一样，可以用来管教孔

府的衍圣公的一品夫人。还规定，张妈妈死
后，这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由长房儿媳继
承，世代相传。

为了纪念张妈妈，在曲阜城外的张阳村附
近封了一小片树林，叫张家林。另外在孔林历
代衍圣公都要给张妈妈立‘报恩碑’，每逢祭祀
孔仁玉的时候，要有张家嫡孙二人来陪祭，有
时还委托张家代替衍圣公去孔林扫墓。”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张家的义举
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它告诉我们，文明的
传承不仅依靠圣贤的智慧，更需要普通人的担
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
守护者，用最朴素的义举，铸就了最坚固的文
明基石。

当张家林与孔林比邻而存，昭示的正是
“小传统”与“大传统”的水乳交融——民间道
义守护着庙堂文明，草根智慧滋养着经典传
承。

家风吹绿的文明原野

迁居邹县看庄的张家后人，将“林前庄”作
为新家园的称谓。这不是简单的地理标识，而
是将救孔之义转化为生存哲学的宣言。在“林
前庄”张家的祖训中，有着这样的条款：“遇饥
荒开族仓先济邻姓，见孤老须奉养不分子侄。”
把当年庇护文明的壮举，细化为日常生活的慈
悲。当张家女儿出嫁时，族长会在嫁妆中放入
一包从故乡带来的黄土，这不是迷信的符咒，
而是将“义”的基因注入新生命的文化仪式。

清朝末年，张公兴诗背着铁锅踏上迁徙之
路时，估计香城小河圈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
滩。这位太学生出身的始迁祖，在族谱扉页一
定会郑重地写下“忍为立身之本，义乃处世之
纲”几个大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第一
季麦浪染黄河滩时，“忍”与“义”已在这片新家
园生根发芽。

据说，早已被拆除的小河圈张氏的庭院，
布局暗藏玄机：正屋台阶九级，暗合九世同堂

的遗训；东西厢房等长，象征公平忍让的家
风。廊柱上镌刻的“百忍歌”，孩童开蒙时不是
机械背诵，而是在春耕秋收中体悟每个“忍”字
的深意。老人常晨起扫街的习惯，源自“忍让
邻里”的家训；青年外出求学经商的行囊里，必
定带着包有故乡泥土的“义字锦囊”。这些生
活化的传承，让古老训诫始终保持着血脉的温
度。

2021年孟冬，在小河圈村集体用拖拉机
整修农田时，意外地耕到了张氏家族的3块石
碑。后经族人辨认，正是始迁祖张兴诗和其曾
孙“张善人”等的墓碑，上面清晰标注“公字雅
九，皇清太学生”，并完整地记载着张氏家族的
世系传承。

据村民回忆，这些墓碑推倒后，被当成了
铺路架桥的材料。雅九公在自己的身后，仍带
领后人实践着“忍”与“义”的信条。晚辈要做
的当然是“谨备清酌牲醴，重立于祖林之次”，
让其依然垂示后昆。但在心中，默记着这样的
一副家族对联：“情存善念大义救孔宅邻邹鲁
圣贤第 心怀百忍九世同堂源本清河故人家”。

夕阳将张家林的碑影拉得很长，那些镌刻
着“忍”和“义”的古老文字，或许正在智能手机
屏幕上焕发新光。从挥公制弓到张良扶汉，从
公艺治家到姥姥救孔，这条流淌了数千年的文
化长河，始终在“忍”的河床与“义”的波涛中奔
涌向前。

当小河圈的张氏孩童在门前朗读新编的
《百忍歌》时，那些曾被帝王旌表的古老美德，
正化作滋养现代文明的春泥；那些凝聚在族谱
里的精神基因，正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更
蓬勃的文明形态。

这或许就是“百忍堂”给予的启示，真正的
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而是永远鲜活的
生存智慧，是在坚守与创新中永续的文化生
命。

①香城镇小河圈村远眺 ■徐士刚 摄影
②张氏先祖挥公像③张公艺像④曲阜张

姥姥塑像⑤小河圈村新发现墓碑 ■资料图片

以忍为土以义作肥的百忍堂张氏
张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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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山阳郡昌邑（今巨野县大谢集
镇前昌邑村）人鲁峻，字仲岩（一作仲严），出生
在官宦世家，其祖在朝里任监营谒者，其父做
修武县令。他从“举孝廉”步入仕途，先后担任
过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司徒、司空府、御
史、东郡顿丘令、九江太守、议郎、太尉长史、御
史中丞等官职，最高做到司隶校尉。熹平元年
（172），病死在任上。

鲁峻为人敦厚淳朴，待人接物谦逊有礼。
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精通《鲁诗》
《颜氏春秋》，一言一行都遵循儒家道义。在家
孝敬父母，在外尊老爱幼，受到乡邻的一致称
赞。

鲁峻成年后被推举为孝廉，从此踏上仕
途。他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得到上司的盛赞，
官位越升越高。汉桓帝延熹七年（164），他被
委以司隶校尉，专门负责监督皇帝和百官的一
言一行。鲁峻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对待奸邪
小人从不手软，朝廷现出清正廉洁的吏治环
境。

熹平元年（172）夏，鲁峻偶感风寒，倍觉身
体不适，遂向汉灵帝刘宏告假，虽然吃了很多

药，病情却一天天加重。他料知将不久于人世，
就叮嘱儿子说：“我死后，要埋葬在老家。昌邑
东北有很多山，其中有一座神农山，风景秀丽，
是一块风水宝地，就让我在那里安身吧。”

鲁峻的儿子就到昌邑东北寻找这座山，确
定位置后，立即雇人开山建墓。起初墓地选在
山北，第一天挖土时，工匠感觉有腥气冒出。
挖了三尺多深，遇到一块大石头，费了很大劲
才用大铁镐刨出来，石头下的东西却让人毛骨
悚然。只见上百条白蛇缠在一起，大的有胳膊
粗细，小的如筷子一样，头高昂着，吐着血红的
舌信子。

蛇皆为银白色，通体透明，在阳光下犹如
一条条白练耀眼夺目。工匠们赶紧用土埋上，

另选新址。在离开几十丈远的地方接着施工，
刚挖不久却有一只只白兔从山石里窜出来。
人们都感觉不吉利，谁也不敢再挖石头了。

鲁峻的儿子赶紧请人来看，那人让他向南
选址。说也奇怪，新地方石头虽然很硬，工匠们
做起来却很轻松。他们挖到了一个大箱子，赶
紧告诉了鲁峻的儿子。十几个人把箱子抬上
来，打开了一看，满箱子黄金，里面还有一张写
着字的黄纸。鲁峻的儿子接过来，只见上边用
篆文写着4句话：帝王将相满朝臣，宝山留给汉
鲁俊。白龙玉兔出现日，千两黄金赠贵人。

经过清点，黄金每锭50两，共20锭，不多
不少，正好1000两。鲁峻劝告儿子说：“黄金
不是咱的，都捐给昌邑的贫困老百姓吧。”

就这样，千两黄金都送给了贫困百姓。鲁
峻的善行义举感动了人们，在他殡葬时，昌邑
百姓悲痛不已，扶老携幼送了一程又一程。为
了感念鲁峻，人们就把“凿山得金”的神农山改
称为“金乡山”，简称“金山”。不久，东汉在这
里设金乡县，地名沿用至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戴延之《西征
记》曰，焦氏山北数里，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
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凿而得金，故曰金
乡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
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
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
明，又有石床，长八尺，磨莹鲜明，叩之声闻远
近。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
拆败石床，各取去，为鲁氏之后所讼，二人并免
官。焦氏山东即金乡山也，有冢，谓之秦王陵，
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
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门外左右皆有空，可
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
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
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
所未详也。

金乡山，感念善行义举的地名
高爱国

《三皇本纪》记载：“（人皇）兄弟九人，分掌
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路史》记
载：“蜀为之国，肇于人皇。”《洛书》曰：“人皇始
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
人皇居中州，制八辅。”《河图括地象》：“正中冀
州曰白土，白犹素也。”这说明了人皇居中州
（即中冀），而上古时期的中州为“蜀”。

那么“蜀”在哪里？《大清一统志》记载：“蜀
山，在汶上县西南四十里，其下即蜀山湖。四
望无山，屹立波心。《尔雅》：‘山，独者。’故名。”
山因孤峙而名“蜀”，民居其山而称“蜀山氏”，
名为蜀。《左传》也记载了位处东方的一个“蜀”
字地名。晋代经学家杜预注称：“蜀，鲁地，泰
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正如《史记》记载的那样：

“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生有一子颛
顼。”而颛顼又生鲧，鲧后为禹。

上古时期，最重要的“都”是冀都，因为史
书中反复出现“冀”，也是上古帝王居住时间最
长的“都”。《谷梁传·杨士勋疏》云：“冀州者，天
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
子之常居。”这里指出尧、舜、夏、商时期的都城
在冀州，为天子经常居住的地方。顾炎武曾指

出，“古之天子长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
为中国之号。”也有学者认为，“冀州”即所谓的

“中土”，是当时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域，被称为
“王化的四渎之域”。

史料显示“中冀”古指“冀州”，也就是涿鹿
地区，是人们常说的黄帝杀蚩尤的地方。晋皇
甫谧《帝王世纪》：“黄帝杀蚩尤于中冀。”中冀在
哪里？按现在的说法是北京西北的河北涿鹿。
而上古时期的涿鹿还属于未开发地带，黄帝和
蚩尤不可能去争荒无人烟之地，理应在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的地区征战。那么再看上古的汶
泗流域，这里经过常年的河水冲刷，植被茂密，
水源充足，适宜农耕，蜀族先人又植桑养蚕，加
之金属农具的使用，各部落内过着富足文明的
生活，这里也应是部落必争的战略要地。

那么涿鹿又是哪里呢？在更早的周代文
献《逸周书》里就是这么写的：“昔阪泉氏用兵
无已……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
亡。”阪泉氏就是炎帝，他迁徙到了独鹿，诸侯
们背叛了他。可见周朝人认为：涿鹿实为独
鹿。“独”字的繁体字写作“獨”，所以，“涿鹿”在
周代实为“獨鹿”。到了西汉司马迁时，才被误
写为涿鹿。

这么看来，“獨”通“蜀”，有湖名为蜀山湖，
亦作“独山湖”。而“鹿”，古通“麓”。麓的意思
是山脚下，而“独”古写作“獨”，独鹿，古写就是

“獨麓”，也就是“蜀麓”，意为蜀山脚下。《逸周
书》中写的独鹿之战，就发生在山东汶上县蜀
山下。黄帝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擒了蚩尤，并在
这里杀的。

《竹书纪年》：“（禹）三年丧毕，都于阳城。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说明大禹在阳城避
舜之子商均，之后在冀称帝。这句话，也同样
说明大禹曾以冀州为都。

由此看来，冀州就是上古时期的蜀。《史
记》说大禹治水从尧所在的冀州开始，而当时
尧正在执政，所以大禹开始治水是在冀州，也
就是“蜀”地的汶泗流域。大禹在这里治水成
功后，又在其他地方用疏导的方式治水。

鲁西南“蜀”地是蚩尤的重要活动区域，又
是上古时期最早冶炼金属区域。金属可铸造
农具用于耕种，还可以锻造兵器，后人也可用
金属农具挖渠和劈山排水。金属农具的广泛
使用，理应为大禹治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从地望上讲，距蜀山不远，有东皋、西皋
地名，相传是皋陶居住的地方，是协助大禹治水
的一员大将。梁山、东平、汶上三县交界处又有
古阳城（也称阳谷城），在今汶上县郭楼镇有阳
城坝村，又称鱼鸣城（禹名城），该处为古济水支
流到大野泽的分水口，两村中间有一土坝，相传
为大禹治水时期所建。这些地望和遗址，也为
大禹治水在古蜀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大禹治水始在“蜀”
李德显

微山湖西畔有一段寻祖认宗的佳话。清咸丰
年间，黄河决口，山东郓城、巨野、嘉祥等县的民田
多被大水淹没。为了生存，村民扶老携幼，四处逃
荒，寻找立足谋生之地，来到微山湖西岸。

清咸丰三年，巨野县的张双龙、张玉起父子，也
随这东迁的洪流，来到微山县赵庙镇曹庄开垦荒田
种地。张玉起育有二子，长子不详，次子张端午。
时局动荡，战乱纷出，张双龙战亡，葬在曹庄。孤儿
寡母只有沿路乞讨，积贫无奈，为了孩子能存活于
世，张氏将7岁的张端午卖给孙家作“押子”，改名孙
厚庭。

“押子”是一种封建习俗，认为婚后久久不生育
的夫妻，抱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就能尽快怀孕生下
亲生骨肉。还有一种说法是，押子是给主家的孩子
挡灾的，有苦有难都落在押子身上，押子一般身世
都比较凄苦。孙家生了儿子之后，孙厚庭就被孙家
分出，在沿湖一带打零工，备尝人世艰辛，后娶妻闫
氏。

生活让孙厚庭历尽磨难，也赋予孙厚庭坚韧的
品格，他更能体会劳苦百姓的艰辛，也激发了他想
要改变生活境遇的信念。

沛县是革命老区，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厚庭接
触到了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共产
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自此，他积极为地下党工
作，带领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后成为区委农委
干部，雷厉风行，革命坚决，方圆数十里的敌人闻风
丧胆。

1949年2月，孙厚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解
放后，他任当地农会会长，兢兢业业，不畏劳苦，一
切以群众利益为重，屡获省市级先进荣誉。在他身
先垂范之下，3个儿子走上参军报效国家之路，一为
师级干部，一为团级干部，孙子也先后入伍，全家15
人为党工作，是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

在轰轰烈烈为革命工作之时，一件事始终萦绕
在孙厚庭的心头，那便是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老
家亲人究竟在何处。仅凭着儿时一点记忆，他开始
了寻根之行。

孙厚庭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终于在张奉民等
族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老家族亲。借用其子孙
庆武所述“吾父高义，数赴巨野、沛县查访，寒来暑
往，不辞劳苦，幸得天佑，终觅张氏祖辈，后与族人
交好。”

“寒来暑往”短短4字中间，包含何等艰辛，寻祖
之心何等热切。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孙厚庭老先生
是让子孙后代知其根源，慎终追远；对于一个国家
和民族来讲，这就是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也就
是我们所要秉承的家国情怀。

孙厚庭的寻根之旅
付道峰

小时候，每个村庄都有
自己的小学校，校园里那棵
歪脖子柳树上挂着一只铁
铃，上学放学老师都会去打
铃，附近的人家也是听着铃
声判断时间。

放学后，我会盯着家里
的老榆树看。榆树上每年
春天都会结出一串串榆钱，
这是春天给我们的零食。

我们班有个同学小名
叫榆钱，他身体敏捷，能爬
高，会游泳。村里的榆树
结满榆钱的时候，他都会
爬树采摘，几乎所有的榆
树他都会摘个遍。大人当
然不会生气，只是交代他
要小心。甜丝丝的榆钱吃
到嘴里，是一种无法替代
的幸福感。等我们尝够新
鲜，大人们才来撸点榆钱
回家烧粥喝。

童年的时光很长也很
短，那个夏天，榆钱为了救
起一名落水儿童，再也没有
爬上岸。那个小孩得救了，一向水性好的榆钱，永
远地告别了同学们。那天，榆钱再也不来上课，同
学们默默地走到他的座位前，拿出钢笔，在他的课
桌上滴了一滴墨水。这种离别有一种疼，疼得没有
一点声音，只有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一滴滴墨水留
在他的课桌上。

从那以后，每个春天我们似乎忘记了摘榆钱
吃，就好像忘记了那个男孩爬树摘榆钱的场景。若
干年后，我发现村里再也没有小时候给我们解馋的
榆钱树，童年吃过的榆钱，常常在春天被唤起。

榆钱和他那张滴满墨水的课桌永远留在记忆
里。

有
个
男
孩
名
字
叫
榆
钱
儿

张
辉

阳春是家乡采摘榆钱的季节，每到此时，总能
想起老家榆钱的香味。

老家的房前屋后，有10余棵小榆树，春光里早
早地吐出榆钱儿，绿绿的，坠成了串儿。小时候爱
爬树，常爬上去撸榆钱儿吃，边嚼边往衣兜装，嘴里
香甜，心里也欢喜。下了树，也分给伙伴们。榆钱
儿又鲜又嫩，伙着吃最有滋味。

等到吃腻了，就不再拿榆钱当零食了，踩折了
树枝嬉闹追逐，乱舞一气，撒了一地榆钱儿。奶奶
见了，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跟我讲她
小时候做榆钱儿蒸饭吃。遇上饥荒，榆钱儿撸光
了，就吃榆叶。榆叶吃完了，就撕树皮，碾碎磨成面
吃。

我长大后，知道了榆钱实在不简单，在饥荒的
岁月里不知救活了多少父辈人。屋后栽榆，是图吉
利，以榆盼余……余粮，余钱。

饥荒的年代已成历史，但每次回到老家，我都
要去老家屋后的榆树旁，撸一把榆钱塞到嘴里，品
味一番。

屋后栽的榆树
焦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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