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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后至元五年敕修曲阜宣圣庙碑”立于元惠宗
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二月，位于孔庙十三碑
亭。碑高4.6米、宽1.88米、厚0.55米。龟趺高1.15
米、长3.7米、宽1.88米。碑文共42行，每行约100
字。碑阴正书。碑侧为“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
年)任忠题记”。此碑描述了天历二年（公元1329
年）元文宗下诏重修曲阜孔庙，到后至元五年元惠
宗同意立碑记事的经过。

经廷臣推荐，本碑由欧阳玄撰文、巎巎书丹、张
起岩篆额。这三人均为元朝名儒，在《元史》中均有
传记。欧阳玄，字原功，与北宋文豪欧阳修同族。
他于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举贡士，次年举进士，
擅长写文章，曾参与编修《四朝实录》《辽史》《宋史》
《金史》和《经世大典》，两次主持科举考试，朝廷公
文多出自其手，《元史》夸赞他“文章道德，卓然名
世”。后至元五年时，欧阳玄正患足疾，多次请求致
仕；但惠宗不允，并拜其为翰林学士。碑文列举元
朝诸位皇帝尊儒重道的实例，内容丰富，语言典雅
凝练，尤其是最后的四言诗句，更是显示出欧阳玄
深厚的文辞功底和对元代历史的深度了解。巎巎，
字子山，康里氏。元惠宗继位后不久，任命巎巎为
奎章阁学士、知经筵事，让巎巎每日讲学，甚至还想
对他行师礼，被巎巎力辞方止。巎巎是书法家，擅
长真、行、草三种书体，其书法作品被认为有晋人笔
意，得到世人追捧。张起岩，字梦臣，美髯方颐，性
格刚直，博学多才，擅长篆书、隶书，著有《华峰漫
蒿》《华峰类蒿》《金陵集》。由此可见，三位名臣的
手笔与本次重修孔庙的文化盛业交相辉映，这进一
步提高了本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碑回顾了天历二年元文宗下诏重修曲阜孔
庙到后至元五年元惠宗同意立碑记事的经过。衍

圣公上书奎章阁学士院，称旧庙将坏，并附上孔庙
之图。奎章阁学士院沙腊班等人于天历二年十月
将此事上奏文宗，文宗看过奏疏和孔庙之图后随即
下诏重修孔庙。但由于文宗突然驾崩，未能及时立
碑记事。后至元五年三月，御史大臣别里怯不花、
脱脱等人上奏元惠宗请求立碑，并以御史台所储中
统楮币二万五千缗为资金，得到惠宗同意。其后，
碑文点出孔子“继天立极”的历史功绩。碑文建构
了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
的道统谱系。上古圣人，君师一体；而孔子秉承天
命，独以“师道”重构人间秩序：他整理《诗》《书》
《礼》《乐》、注解《周易》、修订《春秋》，将上古伦理纲
常、等级规范、刑罚正义等抽象天命，转化为具体可
循的文明体系。孔子上承天命，确立价值根基；下
启万世，制定永恒法则，文中断言：“是故天欲兴一
代之治，则吾夫子之道必大光明，于时历干万世如
出一辙。”想要造就一代盛世，那么孔子之道必然大

放光明，这个规律经历千万代都不会改变。然后碑
文作者自然地引出元朝历代皇帝尊儒重道的举措，
着重叙述本次修庙的经过，最后用典雅的四言诗词
高度概括碑文的大体内容。

碑文中两次提到“中统楮币”，一次是以二万五
千缗为立碑经费，一次是以三十万四千四百缗为修
庙经费。楮币，亦称“楮券”，简称“楮”，即“纸币”。
因宋、金纸币多以楮皮纸制成，故名。后来改用桑
皮纸造钞，但楮币的名称仍沿用。《叶适集·财计
中》：“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
楮相贸易。”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贸易兴盛，民
众逐渐用方便的纸币替代沉重的金银货币；而元朝
继承了宋金纸币制度，并有所损益。“中统楮币”即

“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统一中原后，为整合宋、金、
西夏等地的混乱货币体系，同时解决贵金属短缺问
题，推行纯纸币制度，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公
元1260年）发行官方纸币，全称“中统元宝交钞”，
这是元代第一种全国流通的法定纸币，流通时间一
直持续到元末。后期元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
纸币，致使至正年间米价上涨数万倍，民间交易重
回以物易物，政府失信于民，伪钞泛滥，最终导致纸
币体系瓦解。

重审此碑，其学术价值超越了传统金石学范
畴。碑文所见“三贤合作”模式，为元代多民族士
人交往研究提供新案例；中统钞用于修庙立碑的
文化消费记录，弥补了正史的细节缺失。正如复
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所言：“蒙元王朝的历史，是草
原传统与中原文明碰撞出的独特光谱。”此碑正是
这光谱中最璀璨的文明结晶——它以石头的语
言，诉说着一个征服王朝如何在文化认同中，完成
从“他者”到“自者”的蜕变。

曲阜碑刻（五十二）

后至元五年
敕修曲阜宣圣庙碑

尹一航

郭影秋和陈怀玉牵着毛驴一路向北走去，他们跨过
陇海铁路，来到丰县北部顺河镇的王寨村，找到了徐西北
区委书记王文彬的家。

丰县位于徐州市西北部，东与铜山、沛县相连，北与
山东省的金乡县、鱼台县接壤，南与安徽砀山县、萧县毗
邻，西接山东省单县。纵穿县境的复新河向东北流向微
山湖，并连接京杭大运河。

王寨村位于丰县最北边的第三区顺河镇，南距丰县
县城30里，村东就是从南向北流的复新河。复新河发源
于砀山县废黄河堤北，前身为老黄河决溢冲成的河道，而
后逐步形成狭长弯曲的坡水河道。复新河在丰县北部分
成东、西两股，东股自巩大庄向东北流，至鱼台县东姚村
入南四湖南边的昭阳湖，称为东支河；西股自巩大庄向北
流，至鱼台县摆渡口入南四湖北边的南阳湖，这一股原是
复新河的主河道，鱼台县称作西支河。丰县西北还有一

条西支河，自西向东汇入复新河。它原名叫朱旺坝河，清
末民初改称西支河，不同于鱼台县所称的西支河。复新
河主河道与东支河、西支河（原朱旺坝河）交叉成十字形，
所以这一带也称作十字河地区。

传说，王寨村王姓先祖是一名铁匠，以精于弓箭锻造
闻名当时，村庄称为“王弓箭庄”。清代晚期，丰县匪患甚
炽，加之捻军北来扰境，该村百姓修筑了高大坚固的寨圩
子，四周寨墙包砖，外墙高近8米。四角皆有炮楼，东西
两门楼，门额皆镶嵌石匾，上书“万安寨”，远远望去，颇有
气势。寨内王姓有几家大户，楼堂瓦舍，坐落有致。临街
商号林立，寨内玄帝庙常年香火不断。集市日，客商云
集，熙熙攘攘，俨然丰北重镇。可惜在5月中旬的时候，
中国守军和日军在王寨发生了一场激战，寨墙和许多院
落被日军的大炮轰炸，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未完待续）

李砥平对郭影秋一个人去铁路北找上级党组织不放
心，领着他来到郝庄乡陈坡村，找到在萧县师范读书时的
老同学、共产党员陈怀玉。说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很有
办法，绝对能保你顺利找到徐西北区委。

陈怀玉此时正在家里，他今年二十八九岁，中等身
材，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高鼻梁，一看就是心地善良又
明白事理的人。1928年，陈怀玉和李砥平在萧县师范
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萧县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怀玉转入南京五卅中学。稍后，他因把进步书籍带进
学生宿舍被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出狱后，任中共扬州
中心县委书记。1936年，陈怀玉被派至萧县，恢复建立
党组织，动员组织群众，为革命积聚力量，是李砥平的得
力助手。

陈怀玉的母亲看着郭影秋身上的国民党军官服装，
不放心，给他找了一套家里的旧衣服，让他装扮成卖粮食
的，拉出家里的毛驴儿，拿出几条装粮食的长布袋搭在驴
背上，说路上走路累了，也能让毛驴儿拉个脚。老人家看
着郭影秋皮肤白，根本不像贩夫走卒，又到厨房灶门口抹
了一把锅灰，把郭影秋脸上身上暴露出来的地方抹了一
遍，笑着说，这样才不会让人起疑心。她让儿子陈怀玉肩
上搭一个褡裢，里面装有尺子，装成一个贩布的。她还一
遍遍交代儿子陈怀玉：“一定要保护好小郭，小郭出了事，
回来我可不依！”

最后，陈大娘又拿出几个蒸熟的菜饼子，一摸沉甸甸
的，里面裹着钱，她让二人分别揣在怀里，这才放心地让
他们上路。

第八章 举家抗日的丰县人

本书汇集了沈有鼎先生
在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史这
两个方面的文章，通过中国古
代逻辑学中的“辞”“说”“辩”
等概念的解析，揭示了中国古
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高度。

本书将《左传》中的人物
按照列国国君、列国公族、列
国卿大夫等分类，并按照时间
顺序将春秋经和传并列对比，
使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将每
个人物的全貌一览无余。

《春秋左传人物谱》

《逻辑学讲话》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