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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郭影秋从徐州城里逃出来，
来到徐州西南的萧县，他在徐州总动委会和苏鲁豫皖
特委工作期间认识了萧县的党组织联络人李砥平，就
准备去找李砥平。恰好在路上遇到几位装扮成农民
的年轻人，这些人竟然是徐州总动委会的，郭影秋不
认识他们，但他们都认识郭影秋，其中有一个萧县的
青年，听说了郭影秋的想法，说自己家离李砥平所在
的李酒店村不远，就领着郭影秋去找李砥平。

李酒店村位于萧县西北部，北边是皖北重镇黄口
镇，西边是砀山县程庄乡，西南接河南省永城县的条
河乡，村里的道路四通八达，是附近几个县交会处的
大集市，街上有好几家酒店，这也是李酒店村村名来
源。他们在一家开酒店的人家里果然找到了李砥平，
李砥平今年二十八九岁，个子又瘦又高、大眼睛、厚嘴
唇，一看就是一位诚实又刚毅的青年，他正在家里为
与上级党组织断了联系而发愁呢，突然见到了郭影
秋，真是喜从天降！

李砥平向郭影秋介绍萧县党组织的现状：中共苏
鲁豫皖特委黄口会议后，计划在这里建立中共徐西南
区委，还没等组织起来呢，敌人就打来了，萧县没有共
产党的县委，只有一些零散的党员。目前，萧县还有
20多个党员和13条步枪。

郭影秋与李砥平商量，决定组织起萧县陇海路南
区委。同时利用现有的13条枪，拉起抗日队伍。因
为这一带有个传统，只要高粱棵子一起来，就有人拉
杆子当土匪。现在，正逢国民党军队战败、兵荒马乱
之际，到处扔的都是枪支弹药，更为拉杆子创造了极
好条件。萧县目前共有18支大杆子，也就是18股土
匪武装，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经过一番酝酿，他
们也组织起来，推举了一位叫何光友的党员做队长，
因为他曾经干过土匪，与附近的一些大杆子都有联
系，让他担任队长，便于与其他杆子周旋。杆子拉起

来后，人和枪陆续增多，一直到拥有七八十人、五六十
条枪。

郭影秋和李砥平对战士进行了爱国抗日教育、纪
律教育，战士们的表现很好，和别的土匪组织明显不
一样。但是，队伍活动起来困难很多，吃饭就成了大
问题。端午节前后，战士们去一个村上借粮，到了几
个富户人家，都遭到了拒绝。队伍中有几个土匪出身
的人就非常生气，骂骂咧咧，决定实施绑架。郭影秋
知道了，出面劝阻，好说歹说总算是制止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郭影秋就听到了一阵噼里啪
啦的枪声。“有情况！”郭影秋心里一紧，赶紧起床，就
看见附近的村寨一片火光，不一会儿，又看见成群的
战士挑着面、提着鸡、赶着猪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
来，趁着郭影秋睡觉的时候，这些人去打家劫舍了！
郭影秋不好上前硬性阻拦，但是他非常难过，怎么样
才能改造这土匪出身的游击队呢？这样发展下去，这
支队伍可能真的变成土匪了！

一天傍晚，他们刚刚在一个村子驻扎，正准备生
火做饭，在村外警卫的战士推推搡搡地带进来一名男
子，他用草绳子扎腰，绳子上别着一个货郎鼓。战士
们说这个人一直跟在队伍后面打探情况，肯定是一个
奸细。郭影秋一看这个人的豁嘴，立刻乐了，这个被
抓的货郎竟然是外号“豁嘴李”的李公俭同志！郭影
秋曾经和李公俭在徐州监狱一起坐过牢，在特委的时
候也一起工作过，彼此很熟悉。

革命同志意外相逢，又是在这个时候，更显得格
外亲切。李公俭告诉郭影秋，他现在当了徐西北区委
的交通员，他是专门奉徐西北区委的命令，来淮海铁
路南联系党组织和游击队的。

郭影秋问：“我记得你是沛县县委书记，我兼任铜
北县县委书记，你们沛县的情况怎么样？”

（未完待续）

阙里宅庙落成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
元1307年）十月，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碑高2.6
米、宽1.16米、厚0.34米。碑文共20行，每行24
字。阙里宅庙，即孔庙。此碑刻记录了元代济宁路
达鲁花赤按檀不花自费重修孔庙的事迹，反映了元
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的相关信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国
君都采取了尊崇儒家的举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
也是如此。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金廷
拨巨资大修孔庙，不仅将孔庙修葺一新，还进一步
扩大了其规模。但好景不长，金贞祐二年（公元
1214年），蒙古兵南下中原至曲阜，孔庙遭到严重
破坏，据此碑刻记载，“贞祐一燬，久而未复”。

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为巩固政权，延
续前朝“尊孔崇儒”的政策，据此碑刻记载：“历代有
国之君，崇尚其教，庙而祀之，几遍天下……我元列
圣，尊道劝学之心，未尝不切。”蒙古太宗九年（公元
1237年），朝廷下诏令衍圣公孔元措修阙里孔庙，
因所拨经费不足，仅复建寝殿，暂寓先圣及十哲
像。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曲阜县尹兼主祀事
孔治拨县银修复了孔庙的部分建筑，但同样因经费
不足导致孔庙核心建筑大成殿没有得到修复。直
至元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济宁路达鲁花赤
按檀不花奏请朝廷，“自输钱币”维修孔子庙。按檀

不花领导的孔庙修复工程于大德四年秋八月动工，
于大德六年九月完工。这是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
孔庙维修工程，花费巨大，终于将孔庙建筑修复一
新。竣工后当地立碑建亭，以纪其事。

元廷多次将修缮孔庙的任务交给孔氏子孙执
行，背后有深层的政治考量：以孔治为代表的孔氏
子孙参与修缮孔庙不仅体现了孔氏家族对祖庙的
维护责任，更反映了元廷意图利用孔氏家族的影响
力来加强儒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以此来表明
元廷对儒学的尊重，提升汉人对元朝的政治认同和
文化认同，增强元朝的政权合法性。但在按檀不花
大修孔庙之前，历次孔庙修复工程的效果均不理
想，主要原因是元王朝建立之初，面临恢复和稳定

新征服地区经济的巨大压力，据元初的户部员外郎
胡祇遹给元廷所上奏疏记载：“民以饥馑奔窜，地著
务农，日减月削……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
四。”（《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这反映了元朝初年
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抛荒问题，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
支柱尚且如此，元代初期朝廷的经济压力之大可见
一斑，这无疑限制了元廷对孔庙等文化设施的经济
投入。

于是，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祇承朝廷德
意”，自费重修孔庙。“达鲁花赤”一词由蒙古语音译
而来，指“地方长官”。元代在全国各地设立行省，
在行省之下设立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单位，这四
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都设置有达鲁花赤一职，负责维
护地方治安、审理案件、征收赋税、管理地方官员
等。据《巨野县志》等史料记载，按檀不花任济宁
路达鲁花赤期间，兴修景教寺宇，重修阙里孔庙，
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融合。

总的来说，碑刻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献，记
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能有效弥补正史记载之不
足。阙里宅庙落成碑的碑文涉及人名、地名、典章
制度、儒家文化等诸多内容，从多个维度展现了元
初的政府行政情况、文化政策、社会面貌，是历史
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共收录作家锦璐近年发表
的中短篇小说十篇。以梅老板和阿
茂分别代表城市的富裕者及小人
物，构筑出双线交织的结构，揭示了
无论何种人都有作为人而绕不开的
困境及劣根性。

第六章 萧县杆子队

曲阜碑刻（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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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堂

这是一本探讨哲学家和他们思
想的论著。阿兰以媲美《蒙田随笔》
的优美书写召唤一众哲学巨匠的灵
魂，与他们形成“社群”。在这个“社
群”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
等伟大的思想家汇聚一堂，与读者对
话、交锋、争鸣。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论哲学家》

《五秒钟是什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