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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年8月，鲁西南
的菏泽一带发生7级大地震。由于人们多住土坯
房，震区内房屋尽毁，所剩无几。地面出现了裂缝，
宽者达一米，远离震中30多公里的旧黄河大堤也
多处出现裂缝，涌出来一股股的黑水及流沙，有人
和牲畜陷落坑中。地震后接连狂风暴雨，平地水深
数尺，淹没田禾。大难来临，人心惶惶。唱坠子书
的乡间艺人手拿简板，走村串巷，以哭嚎之声唱道：

“地震好比天鼓响，
咕咕涌涌乱动弹。
只震得曹州满城动，
如同货仓里边坐海船。
只听咔嚓一声响，

好比大年五更放火鞭。
稀里哗啦响一阵，
房屋倒塌万几间。
河里浪花来回滚，
井里的井水往上窜。”
此时，日军在中国长驱直入，所到之处，烧杀抢

掠。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了国
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一路南下，1937年12月27日
占领了山东省会济南。

1938年1月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
攻古运河畔的济宁城，国民党第3路军第29师曹福
林部奋起抵抗，与敌人激战8天，弹尽援绝，弃城撤

退。日军从城墙西北的缺口处窜入城内，对全城进
行大屠杀，近千名居民遇难。

1938年3月，台儿庄大捷。4月初，日军调集
了8个师团约20万兵力，从津浦路的南北两翼向徐
州以西的陇海线迂回包抄，企图全歼在徐州地区的
中国军队。

这一年麦子稍黄的时候，湖西大平原上各个
村庄的榆树、槐树一片新绿，连慵懒的枣树也冒
出了绿芽，这应该是湖西百姓最高兴的时日，眼
看着新麦就要上场了！但是，一种巨大的恐惧却
像黑压压的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心里：日本人就
要打过来了！

（未完待续）

近代以来，一条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和一条东西
向的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这里也就成为了中国纵
贯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一列列鸣着汽笛
的火车冒着长长的浓烟，把现代社会的风带到了这
里，在千里平畴的乡村，崛起了徐州、济宁、枣庄、菏
泽、商丘等一个个工商业城市，千年的乡村社会正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

1928年春，共产党员赵万友化名赵淘，来到丰
县华山北尹小楼一带进行宣传活动，先后吸收了自
己的同胞兄长赵万庆、尹小楼的尹学渊、阎树棠等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尹小楼村建立了丰县
历史上第一个党小组。1930年，又在这里建立了
丰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位于丰沛交界处、华山脚
下的尹小楼村因此成为了丰沛一带革命的发源地。

沛县西北有一个乡叫千秋乡，因沛县古城“千

古龙兴地、一代帝王乡”而得名，在《宋史》中就有
“金兵驻据千秋”的记载，一条龙口河南北纵贯全
乡，向北注入微山湖。龙口河边有一所远近闻名的
小学——千秋乡小学。千秋乡小学是沛西地区第
一个党的支部诞生地，李公俭在千秋乡小学上学时
加入了共产党，他后来又来到这里任教，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传播革命火种，培养了郝中士、张世珠、
葛步海等一大批革命人。

山东金乡党组织的起步也不晚。1927年春，
金乡县马庙镇翟庄村人翟子超在济南读书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同
年5月，出生于金乡县鸡黍镇杨瓦屋村著名书香世
家的杨一辰来到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教书，
经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单县中学成立，这所学校首开男女
生兼收的先河，实行男女合班学习，共产党员高
文甫被聘请来学校任国文教师。1934年9月，高
文甫把最信任的两个学生张子敬、王存典发展为
党员，成立了单县第一个党支部——单县中学党
支部。毕业后，张子敬回到家乡，在张寨附近的
张花园小学教书，他以教书、行医和为群众红白
喜事写帖子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培养发
展党员。1936 年春，成立了单县农村第一个党
支部——张寨党支部。

但是，由于革命斗争的残酷，这里的党组织多
次被破坏，党的活动时断时续。

湖西地区革命斗争的火种曾一次次燃烧起来，
但大多数都是在地下秘密地进行，屡次被点燃，又
屡次被黑暗扑灭，不断集聚着爆发的力量。

重修孔林神门碑，又名“宣圣林神门记碑”，立
于元文宗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现位于孔林大
门下西北栏内。碑高1.5米（含篆书“宣圣林神门
记”六字，碑头0.4米）、宽0.6米、厚0.2米（碑座高
0.1米）。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曲阜碑碣考》卷
三丙部、《寰宇访碑录》卷一二有记，骆承烈《石头上
的儒家文献》辑录该碑。碑文主要介绍了元至顺二
年宣圣林神门建造的缘由、时间、意义和对建造者
功绩的歌颂等。

孔林距曲阜城北门约1.5公里，是孔子及其后裔
的家族墓地。孔子死后与妻合葬于泗水之上，弟子
们筑坟植树，是为“孔林”之始。之后，孔子子孙围绕
孔子墓接冢而葬，经过2000多年、70多代的不断延
续拓展，孔林逐渐变为面积广大的孔氏家族专用墓
地。林内坟冢累累，碑石如林，古木参天，是中国乃
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
葬群之一，也是一座少有的人造园林。从孔子弟子

“一人一抔土”建下第一座坟墓，发展到现在占地近
200万平方米的孔林，现拥有坟冢10万余座。另外，
孔林的发展沿革与孔氏家族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紧
密相连，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孔
子的林墓也受到了重视。为弘扬圣道，历代王朝相
继修林植树，不断扩大墓园，添加建筑，设官守卫，使
孔林成为世界上保持年代最久的家族墓地。自汉以
来，孔林被增建13次，增植树木5次，扩充林地3次，
从而形成了孔林现在的宏伟规模。

元代孔林便已颇具规模，植被茂盛，郁郁葱
葱。至顺二年春，曲阜县尹、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
凯察觉到孔林存在樵夫砍伐林木和放牧者随意践

踏的现象，孔思凯考虑到如果任由樵夫和放牧者破
坏，可能会带来灾祸，便决定修建围墙将宣圣林围
起来，并建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大门，这便是宣圣林
神门。

重修孔林神门碑的碑文内容深刻体现了儒家
重视教化的传统。碑文作者认为，圣人之道在于维
护万物的生命和秩序，使它们各得其所。当人们站
在这片土地上，面对这郁郁葱葱的林木时，如果能
够思考并敬畏圣人的伟大，想象着圣人曾经在这里
游玩、休息，那么人们便会心生敬畏，放弃砍伐和放
牧的念头，转而遵守礼法。作者还认为，如果心中
有了圣贤，就必然会因为对圣贤的敬仰而善待万
物。在这一过程中，阻止樵夫和放牧者的不是严格
的律法，而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这和孔子提高
人民道德水平的政治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该碑还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孔林大林门
是孔林的第一道大门，关于此门的始建年代，人们

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大多资料记述此门为元
至顺年间始建，主要依据便是《阙里文献考》卷十
一，其中有元至顺年间“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载。

“重门”一词被现代人理解为双重之门，即人们认为
当时是一并建了孔林大门、二门。而重修孔林神门
碑作为这方面的原始史料，其所载的内容便提供了
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内容。碑身虽部分字迹有残
损，但仍能可辨“崇建一门”的记载，一门即神门。
那么今人便可以得知传统解释中把重门理解为双
门（即今日之大林门和二林门）的看法是不当的，
《阙里文献考》中所载“建重门”应另有其意。考察
孔林的历史便不难发现，早在东汉时期，孔林便已
有了神门，《阙里文献考》载：“至东汉桓帝永寿三
年，鲁相韩敕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门一间，东南造
斋厅三间，易旧祠坛以石。”故而可以得知《阙里文
献考》“建重门”的本义，也可能是从神门数量的角
度出发，即所建宣圣林神门为孔林的第二个神门，
而非建造两个神门。该观点未必一定正确，但也是
在重修孔林神门碑这一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合理推测。这正体现了该碑在孔林历史研究方面
的珍贵价值。

重修孔林神门碑不仅是一篇颂扬圣贤、倡导教
化的文献，更是记载孔林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它
不仅让今人得以窥见元至顺年间孔林保护与管理
工作的一隅，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深入理解儒家
文化对于道德自律的深刻洞察。而通过对碑文的
解读与传世文献的比对，我们也得以发现过往历史
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新观点。时至今日，这块碑
仍然矗立在孔林大门旁，提醒着每一位访客对孔林
心怀敬畏，思索圣人之道。

曲阜碑刻（四十一）

至顺三年
重修孔林神门碑

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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