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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贞乾公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来到邻村
初小学习。他很聪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学
习之余，帮家里干些农活，经常帮助年幼的弟妹补习
功课。小时候，李贞乾就受到杨家将、岳飞的故事影
响，胸怀报国的理想。1920年，贞乾公17岁，与二
弟李坤若一起，考入位于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
学校。在七师，受到高年级同学郭子化的影响，阅读
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他和同学董玉珏、黄体润
等关系最好，同学们给李贞乾起外号，叫“石猴子”，
是因为李贞乾的脸很长，脸颊上有竖纹，嘴巴向前
伸，有点儿像猴子的脸，又因为说话办事特别实在。
他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外号，不仅不生气，还宽厚地
说：“石猴子全身都是石头，里外一个样，实实在在，
做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我就叫石猴子，我要当一
辈子石猴子！”

后来，李贞乾、董玉珏和黄体润都成为本地区有
影响的人物，这段同学的经历也为后来的统一战线
工作打下基础。

曾任丰县县长的董玉珏在回忆录中写道：“李贞
乾系丰县二区李新庄人，名秉刚，外号‘石猴子’，黄
玉山（体润）兄常戏呼之为‘小火车头’。与余在七师
同班同学五年，（民国）十六年后在县党部同事十年，
以迄地方陷于日寇。平日好读书，习世界语，不满现
实，思想前进，‘小火车头’的别号得来由此。”

1923年，李贞乾与师后楼村大家闺秀师秀文完
婚。师秀文不识字，然贤淑大气。二人夫妻关系十
分融洽。妻子连生了5个姑娘，未生儿子，受到公婆
的冷遇，李贞乾却对妻子相爱如初，总是安慰她说：

“男孩女孩都一样，我都喜欢。”
1926年7月，李贞乾与二弟李坤若同时考取江

苏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家里供养不起两个大学生，贞

乾公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坤若公，他到丰县教育局
任职，兼任二区学委负责人。1927年，李贞乾加入
国民党，继而当选为党部指导委员。1928年秋，被
聘为丰县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35年3月，国民党
丰县党部改选，李贞乾当选为执行委员。随后，被推
选为常务委员。1935年7月，丰县师范改建为丰县
县立初级中学（简称“丰中”）。李贞乾兼任丰中校
长。上任后，改革教学，废弃国民党“党义”“修身”等
教材，代之以通俗哲学、社会科学，鲁迅、郭沫若、蒋
光慈等作家的文艺作品。同时，聘请孙叔平、刘尹
斋、陈雪楼等共产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任教，使丰中
成为丰县革命的策源地。

这时，李贞乾的三弟李秉真公想加入国民党，在
县府谋取一份公职，李贞乾劝他说：“老三，你还是不
要加入国民党为好，国民党腐败透顶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贞乾与孙叔平等人组
织成立“丰县知识界抗日自卫救国会”，500余名教
师、进步学生汇聚丰城，召开“知识分子抗日救亡大
会”。李贞乾以县党部常委、丰县中学校长的身份在
会上作《当前抗日形势》的报告，号召全民族抗战。
李贞乾以丰县中学为基础组成了“青年抗日救国服
务团”，演节目、搞宣传，抗日救亡的烈火燃遍了丰县
城乡。当时学生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群
众受到了救亡教育。但是，学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
却引起了国民党丰县当局的恐慌，他们扬言要抓进
步学生王效斌、梁步庭等等。为此，李贞乾义愤填
膺，作为县党部执委的他亲自到县党部要人，义正词
严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了，大
家都应该抗日，何必抓这个、逮那个的！”县党部理屈
词穷，丰县中学的进步师生都被放了出来。

（未完待续）

金元之交，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衍圣公的境遇
因而变化无常，经历了由盛变衰、再复兴的过程。
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大朝褒崇祖庙记碑》中。此
碑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南排，碑高1.74米、
宽0.66米、厚0.13米。

孔元措在金元之交颠沛流离，曾从阙里来到汴
梁，汴梁城被蒙古兵攻下后，又奉元太宗窝阔台之
诏恢复衍圣公的爵位并回阙里奉祀。孔元措认为
自己能恢复爵位以及回阙里奉祀，都仰赖于祖先的
德泽，因此他在元太宗十年（岁次戊戌，公元1238
年）正月，拜托东平人李世弼写一篇碑记，记载这些
事件的始末。碑末提到“岁次己亥春八十又三日”
孔元措立石，因而立石时间当为元太宗十一年（公
元1239年）。

碑文记载和传世文献向读者展现出孔元措的
生平境遇。孔元措，字梦得，在金章宗明昌二年（公
元1191年）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金宣宗于贞祐
二年（公元1214年）幸汴京，孔元措跟随同去。金
天兴元年三月（即元太宗四年，岁次壬辰），蒙古大
将速不台等包围汴梁，派使臣向金朝君臣递交国
书，书中索要衍圣公等二十七人，未果。天兴二年
（即元太宗五年，岁次癸巳）正月，孔元措被加封为
光禄大夫，不久改为太常卿。本月戊辰日，汴梁投
降。汴梁城将破时，蒙古大将速不台遣使建议窝阔
台下令屠城，因为根据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
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耶律楚材听
闻此事，立马上奏，陈说屠城之害。最终窝阔台同
意耶律楚材的建议，只问罪于完颜氏，赦免其余
人。孔元措编修的《孔氏祖庭广记》书末云：“大蒙

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于南京，特取
袭封孔元措令赴阙里奉祀。”《元史》记载：“耶律楚
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
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根据史料记载，耶律楚
材当时统领中书省，于汴梁城破后上奏，请求寻找
孔元措并准其袭封。同年六月，元太宗窝阔台正式
下诏，以孔元措袭封衍圣公。由此可知，孔元措仰
赖于耶律楚材的得力劝谏，才能在汴梁城破时存活
以及后来被窝阔台封为衍圣公。

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后，回到阙里奉祀，经过博
州和郓城。当时社会动荡，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
坏，族人的衣食问题成了衍圣公要考虑的头等大
事。碑文中提到，衍圣公及其族人的衣食皆受到

“行台严相”的资给。“行台严相”即山东汉人军侯严
实。元太祖十五年（岁次庚辰，公元1220年），“以
（严）实行台东平”，即蒙古让其任东平行尚书省
事。元太宗六年（岁次甲午，公元1234年），严实受
窝阔台钦封，任东平路行军万户，统管德州、兖州、

济州、单州等地。因此，衍圣公回阙里奉祀，进入严
实的辖区，得到了他的庇护。

蒙古灭金以后，于太宗七年（岁次乙未，公元
1235年）对原金统治地区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确
定各类人户负担的赋役，史称“乙未籍户”。在本次
籍户中，由于东平路万户严实、领中书省耶律楚材、
断事官耶律丑山、长春宫大师萧元素、竹林寺堂头
（即寺院住持和尚）印简等人的支持，衍圣公府和孔
庙的特权在这次籍户中得到了蒙古政权的承认。
碑文中提到：“行台□□□善而欲归美于上，乃闻之
中书，遂令孔氏合门勿算赋，虽看林庙户亦然。”“瑜
申禀上司，专以本路历日所售白金修圣庙，中书又
虑不足，并以益□（缺字应为“都”）历金增焉，其事
已付山丞相所。”意思是行台严实上奏中书省，请求
给阙里孔氏免税；然后东平路课税所长官刘瑜上奏
上司，以东平和益都两地的历日银修阙里祖庙；二
人的上奏最后由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来决定是否
可行。孔元措听闻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正考虑严
实和刘瑜的上奏，于是前往燕京，会见竹林寺堂头
印简和长春宫大师萧元素。在二位大师的推动下，
孔元措又在元太宗九年（岁次丁酉，公元1237年）
仲冬拜见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最终他同意“宣圣
子孙”和“颜孟之裔”均优免赋税。

由上面考述看来，孔元措虽于元太宗五年即已
恢复衍圣公之位，但四年后始获得各项经济特权，
爵位恢复始有实际意义。其经济特权之获得，不仅
仰赖于耶律楚材和严实的推动，还得到断事官丞相
耶律丑山的首肯，这就是碑中所谓“权舆于行台严
公，维持于中书耶律公，成于丞相山公”。

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首次通
过接受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地
叙述自己的人生之旅，并回答人生见
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在深叹其人
生的传奇之时，更见识了一代大师对
于人生、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积
极思想的魅力。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曲阜碑刻（五十五）

大朝褒崇祖庙记碑
尹一航

本书系统解密 18 世纪德国天文
学家约翰·加布里尔·多佩尔迈尔的珍
贵宇宙图集《天图》，汇集伽利略月球
水彩、丢勒星图等稀世手绘真迹，是一
部兼具科学深度与艺术价值的跨界力
作。

《天文与艺术》

《走向人生深处》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