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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新冠”疫情趋缓，高中学生
已复课多日，学校逐渐恢复正常秩序。今
日有机会再去母校，探视我熟知的“四先生
碑”。菏泽一中的“四先生碑”，是 1937年 5
月，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与昔
日校友倡议并集资，为“省立六中”的四位
先生而立，以表达众学生对母校的深情，以
及对诸位先生的敬重与怀念。

此碑原立于东操场的六角碑亭内。
1938年，日本侵华占领菏泽，驻军“省立六
中”，结果把石碑推倒，又投入坑塘中。文
革期间，碑亭也被拆除。1984年一中搞基
建时，从地下挖出此碑，然后立于礼堂门前

的东侧。1997年，一中校院扩建，礼堂被
拆，此碑又移址于办公楼后的一株松柏
下。2016年，一中重新改建，石碑规划立
于校园西南角落处，并建起碑亭加以保护。

在王翠平校长的引领下，来到新建的
碑亭前，红柱灰瓦，六角飞翘，特有风韵。
走上台阶，再次见到我熟知的“四先生碑”，
伸手抚摸，仔细观察。 这是一座四棱柱台
式青岩石碑，统高约 3米。碑顶为四棱尖
锥，碑身为四棱长柱，碑座为柱台合体。柱
面凹雕，棱刻条纹，整体宛如一把冲天锏，
颇具特色。四面分别为葛象一、丛禾生、侯
功备、严星台四位先生服务本校的纪念碑
文，上面竖排为大字标题，下面为小字内
容，分别以魏、楷、行、隶四种书体刻写。我
再次逐字逐句的览读，并把内容拍照，记录
如下，以飧读者。

北面为“葛象一先生服务本校二十五
年纪念”，内容为：“先生名锡乾，字象一，菏
泽人，清庠生。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
省立曹州初级师范，留校为简易科教员。
民国二年（1913年），由曹州官立中学同公
立普通中学合并为本校，先生任校长一学
期，嗣改仼学监，后为训育员。先生器识宏
通，遇事务持大体，历任校长咸倚重之。性
厚重有威，平日以忠诚负责，自课于学生，
亦惟谆谆以此教之；学生有过，则严词训
诫，不少宽假；学生有难，则意恳恳如待子
弟，学生亦爱敬之如父兄。对社会公益事
亦极热心，力所能及皆毅然为之，鲁西频遭
水灾，防河问题尤为关怀云。”

东面为“丛禾生先生服务本校二十三
年纪念”，内容为：“先生名涟珠，文登人，清
光绪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曾参加孙中山

先生小组革命会议。辛亥冬本省独立，取
消烟东四县，光复文登又起惨案，志士被戕
几尽。先生族兄弟死者十人，悼痛至极，遂
绝意政治，专志教育。故友王鸿一先生呈
请委充六中校长，民三年（1914年）接事至
十五年（1926年），以病辞职时，本校高中部
归并济南，遂调高中主任。六中校长荐人
接替，遂返任教职。十八年（1929年），重华
学校自本校迁出，先生随赴黄菴，一年又回
本校。年六十有三，精神矍烁，心结仪一，
清深坚志，贯彻始终矣。”

西面为“侯功备先生服务本校二十三
年纪念”，内容为：“先生名书勋，菏泽人，聪
慧好学，髫年为诸生以能文冠侪辈。光绪三
十八年考入曹州官立中学堂，旋入山东高等
学堂，毕业后选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
二年（1913年）毕业，是年充曹州官立师范
学校教员兼学监。三年充本校教务主任，兼
英文教员。十年（1921年）得有教育部四等
奖章，嗣专任教员。十八年（1929年），教育
厅调充山东省小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翌
秋复充本校兼文牍。先生于课余著有《哲学
发凡》《社会学概要》《哲学教学方法及细目》
等书行世。至先生之勤于职责，崇尚节俭，
尤堪为后世之楷模云。”

南面为“严星台先生服务本校二十二

年纪念”，内容为：“先生名光三，郓城人，光
绪年间，考入曹州普通中学堂，毕业后升入
济南优级师范，专攻数理，所造特深。民国
三年（1914年）毕业，曾服务于胶县师范讲
习所一学期。民国四年（1915年），应本校
聘任为数学教席，连续至今。先生本其精
深学理，致学专注，教授热忱，二十余年如
一日。平时沉默寡言，登台授课，则议论风
发，娓娓动听。及门弟子三千，对先生无不
心悦诚服，肃然起敬，知教泽感人之深也。
先生课余喜玩菊。每岁必亲自栽培数十百
本，秋来花放，临风把盏，怡然自得，其志趣
之恬淡，有渊明之风焉。”

“省立六中”，全名为“山东省立第六中
学”，是菏泽一中的前身，是民国二年（1913
年），由曹州官立中学堂和曹州公立普通中
学堂合并而成。直到 1937年日本侵华，抗
战爆发，学校停办。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历
程，教师队伍汇集了北大等名校和欧美、日
本留学人员，譬如大哲学家梁漱溟，曾辞去
北大教职在此任教。教师严格要求，学生
发奋读书，从而孕育了“六中精神”，使“省
立六中”成为江北笫一名校。1919年，毕
业学生 56人，18人升入北大。譬如著名爱
国人士何思源，考入北大后又到美国留学，
赢得了“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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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隐之（？～414），字处默，东晋濮阳
鄄城人，著名廉吏。

据《晋书•列传第六十良吏》载：晋隆
安三年（399），吴隐之任龙骧将军、广州刺
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赴任途中行至距
广州 20里处的石门，遇一山泉，当地人皆
说喝了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

“贪泉”。隐之对家人说：“如果压根没有
贪婪的欲望，就不会见钱眼开，说什么过

了岭南就丧失了廉洁，纯属
一派胡言。”说着走到泉边
舀了贪泉的水就喝，并赋诗
一首明志：“古人云此水，一
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
当不易心。”上任后，他廉洁
奉公，清简勤苦，始终不渝，
所食不过是稻米、蔬菜和干
鱼，穿的是粗布衣衫，住处
的帐帏摆设均交到库房，有
人说他故意摆样子，隐之笑

而不语，一如既往。又大兴节俭清廉之
风，遂使南疆吏治民俗大为改观。自广州
卸任归家，行李和初任时一样简单，其妻
买沉香一斤欲送亲朋故友，隐之见了，便
命妻子把沉香投入水中。皇帝特下诏表
彰奖励。后升为度支尚书，日理钱财巨
万，但清廉作风依旧。

吴隐之以执孝闻名。十岁时，他的父
亲去世，守丧嚎啕大哭，过往的行人听到

哭声都忍不着掉泪。侍奉母亲细致孝敬，
他母亲去世，吴隐之哀哭超过了常礼。因
家贫，无钱雇人击鼓，每当哀哭时，就有双
鹤前来鸣叫，其母亲入棺时，又有群燕聚
集前来，大家都认为是吴隐之的至孝感动
的缘故。

当时，吴隐之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
伯的母亲是殷浩的姐姐，是一位很贤明的
妇人，每听到吴隐之为母亲守孝的哭声，
就放下手中的碗筷，心中悲伤。她对康伯
说：“你若做了官，就应当举荐选用这样的
人。”后来，康伯任吏部尚书，就举荐吴隐
之做了官吏。

吴隐之初任奉朝请，其好友谢石担任
卫将军主薄。吴隐之有一女将要出嫁，谢
石知道他家贫困，不会有像样的陪嫁，就有
心资助。派去的人到吴隐之家后，看到要
把家里的一条狗卖做嫁妆，其他一无所有。

吴隐之善于谈论，广泛涉猎文史，以儒
雅著名，不论担任何官职，都始终保持廉洁

简朴的高尚情操，从而得到了晋桓温帝的
信任，先后出任尚书郎、晋陵太守、中书侍
郎、国子博士、散骑常侍、秘书监、领著作
郎、左右卫将军等职。所得俸禄大部分都
送给了亲戚与族人，生活与庶民一样。

卢循率兵攻打南海，吴隐之领兵抵
抗，坚持了很长时间，其长子吴旷之在战斗
中失踪。百余日后，卢循攻进城内，焚烧三
千余家，死万余人。城失陷后，吴隐之带家
人逃出，准备回到还都，结果在路途被卢循
抓获。卢循上表朝廷，以吴隐之与桓玄结
党为由，除以极刑。皇帝念其清廉忠义，未
允卢循的奏表。刘裕写信给卢循，命他放

吴隐之还家，卢循拖了很久才无奈放行。
乘船返家时，吴隐之没带一点多余的家
财。到家后，仅有数亩小宅，院墙是简陋的
篱笆，内外房屋六间，家人都住不下。刘裕
闻信后，就准备送给他车和牛，帮他盖住
房，吴隐之十分感谢并坚决地推辞了刘
裕。不久，吴隐之重新得到起用，担任度支
尚书、太常，平日用竹蓬做屏风，座上没有
毡席。后来，升任中领军，依然保持清正简
朴的作风，每月的俸禄，除留下刚够维持全
家生活外，都贴济贫穷的亲戚和族人，家人
靠纺织贴补日常生活。有时生活困难，就
每天减少饭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妻子
从不沾外来的一点钱财。

东晋义熙八年（412），吴隐之上表请
求告老还乡，朝廷下昭应许，授光禄大夫，
加金章紫授，赏钱十万、米三百斛。东晋
义熙九年（413）去世，追赠左光禄大夫加
散骑常侍。其后人，皆牢记教诲，以清正
廉明为传家之宝。

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

白鼠洞是成
武县一个产生于
明清的地名，现在
已经消失了。据
清《城武县志》记
载：“白鼠洞，在县
东北二十五里，梁
王城境内，洞皆石
砌……传为高僧
得道处。”但如今
的该县东北二十
五里的地方，已经
没有了此洞，实际
上，这应是汉代的
石匣墓遗存，因有
白色老鼠出入，被
当地人称为了白
鼠洞。近年来，此
地在修筑公路时，
曾发现汉代石匣
墓，由此证实了笔
者的判断。

白鼠洞一带
历史悠久，从记载
来看，当地人传说
此 地 有 高 僧 得
道 。 高 僧 是 谁 ？
已 经 不 可 考 了 。

但有高僧必然有寺庙，事实上，从地望来看，
此地正是古梁丘的位置所在地。梁丘与其上
的梁王庙，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在公元前 662年初夏，此地发生了一件
记入《左传》的事件，即齐宋会见。《左传》记
载：“庄公三十二年春，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
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
丘。”宋桓公即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的父
亲，齐侯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宋桓
公是齐桓公最忠实的盟友，一生跟随齐桓公
东征西讨，为齐国称霸出了不少力，齐桓公因
为楚国进攻郑国，请求和诸侯会见。于是，为
了商议对策，宋桓公请求和齐桓公先行会
见。初夏的时候，他们在梁丘见面了，梁丘，
就此载入史册。

梁丘现属成武县南鲁集镇范庄村，是梁
姓的得姓之地。据《尚友录》载：“齐大夫食采
梁丘，因以为氏。”春秋时期，齐国齐景公的一
个大臣被封在梁丘，他的子孙就以封地名梁
丘为姓，称梁丘氏，后简化成梁姓。“齐大夫”
就是梁丘据，也是梁姓的得姓始祖。秦朝时
期，该地为梁丘乡，并建立了一座小城。

秦末时期，梁丘乡出了两个英雄，即彭越
和栾布。彭越原在巨野泽中打渔为生，和栾
布是非常要好的伙伴。彭越后来聚众起义，
与刘邦、韩信、英布围歼楚军于垓下，为刘邦
开创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曾许以“共
分天下”。刘邦称帝后，因为彭越是梁丘人，
所以封他为梁王。汉十一年，彭越以谋反罪
名被捕，被杀于洛阳。刘邦下诏说，有敢祭拜
彭越的，就抓起来。结果，就栾布去祭拜了。
刘邦把栾布抓了起来，骂他说：“你是不是和
彭越一起谋反？我不让人祭拜，单单就你去
了，更证明你是和彭越一伙的。”随后，刘邦就
让人把栾布放锅里煮死。栾布说：“请让我说
一句话再死。”刘邦同意了，于是，栾布就把当
初彭越的功劳说了一遍，并指出，没有彭越，
刘氏得不到天下，如今彭越没有谋反的证据
就被杀了，恐怕功臣们人人自危。刘邦听后，
觉得栾布讲的有道理，于是，就释放了栾布，
还封他做了都尉。后来，当地人为纪念彭越，
在梁丘上建祠纪念，并在祠内绘制了刘邦、彭
越、栾布等故事壁画，俗称梁王庙。

经过千年的风云，白鼠洞一带繁华落尽，
成为了历史的一角，不变的，只有那厚重的历
史书页，依然讲述着沧桑的往事……

张长国

白

鼠

洞

日前，在明代消失的林台镇遗址上建设的单县大汉林台
民俗文化村，著名收藏家刘峰向笔者介绍了其“意外”捡到的
一座明朝刻制、记载吕后及家乡单县人文地理的记事石碑。
这是单县有史以来，除《史记》之外，较早期、最完整的有关大
汉吕后的实体记载，成为大汉林台民俗文化村的“镇馆之宝”。

笔者欣喜地看到，吕后记事碑高约 0.6米、长约 0.8米、厚
约 0.1米，为青石阴文，碑题为“重修七圣神祠志”，立于明朝万
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

该石碑文字不足 280个，翔实记述了重修七圣庙的背景，
“万历甲辰岁黄河北决，里人散逃也……庙宇无迹……”，之
后，吕后后裔返回村寨，“邻近善男信女乐施资财砖木粮饷”重
修七圣庙，“始于己酉春三月，不日落成焉”。碑文之首记述了
吕后家乡位置及其人文景观“单县治东三十里名走马道……
汉高祖驰骋之故道，吕高后鸣生之故里，古胜景也”。“吕高后”
即为吕后，“走马道”一直为民间传说，无可考究。走马道也称
跑马道，长约 18里，平坦无垠，宽阔无遮，有“北立观南灯”之
说，为刘邦成就武功的主沙场，也是汉代单县古景观之一。该
石碑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汉代景观的现实存在。

据悉，吕后故里重修七圣庙，《单县志》并无记载，成为“单
县实属吕后出生地”无可争议的又一历史佐证，从而填补了单
县吕后文化的一项空白。

说吕后，须言明其出生地：现在的单县终兴镇潘庄村。公
元前 242年—公元前 180年，吕后在世间，潘庄称吕堌村。

单县古称单父，因相传虞舜的老师善卷在此居住而得名。
当时的单父执政者曾明确指证吕雉的故里为是时的吕堌村。

吕堌村与刘邦出生地、现在的江苏省丰县相距不远。刘邦
称汉帝后，曾与吕后回乡省亲，在吕堌村，刘邦兴之所至，题字

“千秋大业，百战终兴”。当地官府刻字成碑，立于吕堌村，并修
筑“千秋阁”“大业桥”“百战桥”“终兴桥”等标志性建筑。隋朝仁
寿年间，“千秋阁”无故塌陷一角，修复后改名“春秋阁”。隋朝大
业元年，“大业桥”“百战桥”坍塌，惟有“终兴桥”存在，桥头的刘
新店村因此闻名遐迩，改称“终兴”故为单县终兴镇的由来。

当年，吕雉之父吕公因避仇家，移居沛县，一次宴会上认
识了来沛县谋生的刘邦，便以女相许。公元前 202年，刘邦称
帝，立吕雉为太后。刘邦驾崩，吕太后执政，推行约法省禁、与
民生息的大政方针，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为巩固统治地位，
她诛杀功臣，施刑人彘，封王诸吕。公元前 180年，吕后离世，为防止其惩治者肆意报
复，吕氏后人大都改姓潘，吕堌村改叫潘庄村。

据传说，吕堌村西南有小土山，吕雉称皇后之后，小土山被称为“栖凤山”，顶上青石为
“栖凤石”。吕后曾不解其意，人们就讲了“一猎人在此看见凤凰栖息”的故事。吕后听得
心花怒放，乡绅遂提出在小土山上建“凤仪亭”，吕后欣然应允。不久，小土山顶上有了“凤
仪亭”，巍峨的山门额上还刻上了“栖凤山”三个大字。从山门到吕堌村之间又修了一条笔
直大道，人称“三里直”。后来，人们编唱歌谣：“栖凤山，歇凤凰，三里直路出娘娘。”

公元 676年，栖凤山修建了“吕皇寺”，供奉吕后塑像，香火绵绵不断。公元 1078
年，在一场大地震中，栖凤山溃陷了大半边，山上建筑多数被毁。公元 1168年，黄河泛
滥，大水汹涌，栖凤山、栖凤石等神秘消失。

相传，吕后之母吕媪去世时，楚汉战争还未结束，只得草葬于沛县。吕后之父吕公
死后，被封临泗侯，之妻被移回老家与之合葬。吕公墓地有林墙、石人、石马、石像、石
桌、石床等，墓地不远有一小村叫防陵，为吕公陵墓守护人所居，渐成村落。如今的潘庄
村仍有吕公墓遗迹，吕皇寺早已不见踪影，而新建的吕后祠堂也是冷冷落落。至于吕氏
后裔之说，现在的潘姓人家似乎没有多少兴趣。“时光更替，物是人非，该去的总是会去
的。现时的生活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一位潘姓老者这样说。 通讯员 刘厚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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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曰：摊煎饼，俺烧火，摊好煎饼
包袱裹；背上包袱下江南，杭州西湖玩玩
船；背上煎饼去开封，相国寺里撞撞钟；背
上煎饼去胶东，正好煎饼卷大葱，俺吃煎
饼香又甜，鸡鸭鱼肉俺不馋。

生活贫困的年代，煎饼是乡村最为
廉价实用的食品，成本不高，方便携带，还
不易变质，庄稼人一次做上一箩筐，一家
人连吃半月二十天。

摊煎饼并不复杂，先将地瓜干、玉
米、小米等用水泡透，用水磨磨成稀糊状，
把大鏊子烧热，再擦上一点油，然后用勺
子把浆糊舀到鏊子上，接着用竹片做成的
小刮子均匀地摊成薄薄的一层，稍一停
顿，便成为黄艳艳的薄纸状，这时就可以
揭下出锅了，新出锅的煎饼要趁热折叠
好，待稍微一凉，便可放在竹筐里或用大
包袱裹起来，供随时享用了。

贫寒的人家食物匮乏，一天三顿吃煎
饼，早晚配以稀饭，中午便干脆一锅开水，
几块老咸菜，几根大葱。外出务工，出门
拉车，也多带着煎饼，找旅店、茶馆用开水

一 泡 ，便 可 以 充
饥。本家的一位大
叔，在东北老林里
做过伐木工人，据
他说，伐木活计非
常艰苦，进山前都
带着一筐篓煎饼，
伐木疲惫了，也不
愿生火做饭，就蹲
在雪地上，啃几口
煎饼，吞几口雪沫，
就是一顿午餐。

生 活 艰 难 的
岁月里，北方人往
往以地瓜、玉米、
高粱面为主食，甚
至 把 棉 种 壳 打 碎
做成丸子来吃，味道苦涩，还难以下咽。
相对来说，焦脆酥香的煎饼就是难得的
美食了，以致现在的宴席上，还有煎饼卷
葱蘸酱这道菜，很受客人欢迎。

平平常常的面粉，经过鏊子的煎制，

就会变成酥香可口的美食，这给我们一种
启示：不要抱怨生命的庸常，你给生活必
要的热情和温度，生活就会报答你亮丽的
色彩，还有扑鼻的馨香。

文/丁明烨 图/王世会

项梁墓，战国时期楚将项梁的葬地，
位于定陶城北稍偏东 2.5公里刘堌堆村南
100米处，北距定陶新河 300米，东距梁王
台遗址约 1.5公里，西北距仿山墓群 6公
里。2006年 12月 7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3年，定陶县文化馆对项梁墓进行
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1979、1984年，对项
梁墓进行了第二、三次文物普查。现存封土
南北长 130米，东西宽 52米，高出四周地表
约2米，占地10余亩，平面呈椭圆形，状似覆
盘，附近地貌为平地，种植庄稼。据《定陶县
志·陵墓》记载：“项梁墓在城北五里。”有云：

“项梁破秦军，益轻秦，有骄色。秦悉起兵，
益章邯击楚军，打破之于定陶，梁死。”

据群众反映，原土丘高大，整平土地
时曾有砖室墓出土。普查时采集了汉代
的陶罐和花岗石等文化遗物。

项梁，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下相（今江苏
宿迁）人，楚国贵族出身，名将项燕之子，项
羽的叔父。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
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项梁与其侄项羽杀
会稽郡殷通，在吴（今江苏苏州）起义，队伍
很快发展到7万余人。陈胜、吴广失败后，项
梁采纳了范增的建议，立怀王之孙十三岁的

“心”为王，仍称“怀王”，项梁自称武信君。项
梁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横扫中原
广大地区。秦将鄣邯出兵以来，屡战屡败，
后在东阿被项梁一举击破。楚军勇猛善战，
追鄣邯于濮阳，鄣邯不出，楚军一时攻打不
下。梁随带兵攻打定陶，另派项羽、刘邦攻
陈留。公元前 208年 9月，项梁的军队围攻
定陶城下，适值大雨，攻城不克，项梁因接
连打了胜仗，滋长了严重的骄傲情绪，自以
为定陶是口中之食，命令全体将士休息，饮
酒消遣，鄣邯乘虚偷袭，大败项梁于定陶，
项梁战死，葬于定陶，即项梁墓。

项梁墓的确认，为研究中国的古战争
史以及项梁本人提供了重要依据。

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

项 梁 墓

摊 煎 饼

本报讯（通讯员 谢新华 记者 苏成
华）5月 28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备案，巨
野县 36件西汉珍贵文物，在巨野博物馆
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办理完借展交
接仪式后，赴广州参展。

巨野博物馆是一座综合类博物馆，
设有大野沧桑、金石瑰宝、大汉之风、馆

藏文物、精品书画、俊杰星驰、民俗非遗、
临时展览八个展厅。馆藏文物 12000余
件，其中珍贵文物 212件，国家一级文物
13件。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是“海上丝绸之路”“南越国遗迹”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点。为展示汉代文明，加强南

北文化交流，该馆特举办“齐鲁之风——山
东汉代诸侯王墓出土文物展”。

据悉，这次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借展的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文物共计 36
件，展期 3个月。展品涉及一级文物玉珌
1件，玉璧、鎏金弩机、铜盖壶、铁灯等二三
级文物和一般文物 35件。

巨野博物馆 36件珍贵文物赴广州参展

项梁墓出土的陶罐项梁墓出土的陶罐（（资料片资料片））

碑亭中的四先生碑碑亭中的四先生碑

晋 代 第 一 良 吏 吴 隐 之晋 代 第 一 良 吏 吴 隐 之

饮饮““ 贪 泉贪 泉 ””而 终 不 贪而 终 不 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