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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西北150米，就是独
山水库了，这里是白马河流域七里沟支流，流
域面积8.1平方公里。

据说，独山村是因山体孤立而得名。郭里
镇周围有79个山头围绕，总面积约为89.5平
方公里。独山形似趴着的乌龟，头在东北，尾
在西南，它的南面是老黄山。

一

传说有一年住在老黄山洞穴里的乌龟去
西南湖即微山湖喝水，途经独山村一时兴起，
呼风唤雨，附近老百姓的房屋、田地顿时遭殃，
村民、牲畜死伤无数。玉帝大怒，命托塔李天
王前往处置。念这乌龟修炼多年，李天王手抛
宝塔，乌龟随即变成了独山。

据生于此村的邹城市文化学者刘真灵介
绍，独山村历史悠久，建村时间应在西汉九十
年。此地尚有著名的东沟遗址，当地称为井子
沟，属大汶口文化中期，曾发掘出典型的红陶
背壶，是整个凫山山系有人类居住最早的地
方，或可以推测此地属东夷人散布和迁移生存
地区。魏晋时期，郭里镇为高平故城，独山村
离得很近。

独山村古山寨，从清咸丰、同治年间，一直
延续到太平天国时期。最初的山寨，是村民为
躲避山贼、洪水而建。南北长，东西宽，呈椭圆
形。清朝后期，为防捻军，各地建团练，山寨又
成了防捻军的墙头堡，被称为平安寨。

后来捻军占了山寨，又竖起了反清复明的
大旗。再后来，无极道也曾占据山寨，数次易
帜，屡遭战火的摧残，乱象重重，手无寸铁的百
姓只能听天由命。再后来，古山寨就沦落了。
至今留有少数寨墙，以及当年储存雨水的石
臼。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王叔和出
生于此地。他学识渊博，为人诚恳，为中医学
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被称为华佗再
世。后人总结了他的两大贡献，一是整理《伤
寒论》，一是著述《脉经》。

一个村庄有着沧桑的古山寨，还诞生了著
名的中医世家，而在时间跨越到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若不是一起盗墓事件，独山村的一个重要
人物，就不会突然从西晋的历史幕布中走来。

也许，在历史学家、金石家、考古家等等众
人中，他，只是留在书本上的一个传说，一声叹
息，甚至于一个模糊的背影。

那一天，在郭里镇独山村，一个令人激动
和忐忑的消息，爆炸似地四散而开：刘宝墓被
发现了。

二

1974年2月某夜，冷风吹动干枯的蒿草，
在独山村西北1.53公里处，晃动着几个鬼魅
的身影。只见他们像影像中的掘墓贼一样，挥
着铁锨、锄头等工具，正对一座高高的墓冢进
行挖掘，最终引起了村民的注意，他们立刻向
上级部门报告。

郭里镇地处邹城市城区西南部，自古就是
高平县治所，文物古迹较多，是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女娲的诞生地。据《邹县志》载：“伏羲帝
后墓，俗称双王堌堆。在城西南五十里，有古
墓二冢，周围大二亩，高二丈，世称伏羲帝后
墓”。而被盗挖的墓冢，正是传说中伏羲帝后
之墓。

当时的凫山，有风姓伏羲部落和女娲部
落，凫山一带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东凫
山，西凫山，天连水来水连天，多暂哭到洪水
干，洪水干了立人烟”。

《史记》载，伏羲都陈，崩葬年及不可考。
风姓，东夷部落的首领，到东周时，任、宿、须
句、颛臾等几个小附庸国都是他的后裔。公元
前638年，邾国灭掉须句第二年，鲁国出兵干
涉。因国君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人，鲁兵
一度赶走邾国士兵，帮助须句复国。之后，成
风让他的儿子在凫山建庙，延续太昊有济氏的
祭祀。这是伏羲庙最早的建立时期。

《左传》记载：“周时须句风姓，司太昊有济
之祀，邾灭须句，则太昊庙祠在此方久矣。其
庙归制巍峨，檐以琉璃，象以金碧。历代增修，
金元明具有碑刻。每值上已、重九，民间至庙
祈子，有求必应。俗称爷娘庙”。数千年来，每
当三月三和十月初一，伏羲庙都要举行盛大的
庙会，方圆数百里的善男信女和村民都会涌来
拜祭。

伏羲帝后墓一旦被盗掘，将是中华民族的
耻辱。接到报告后，当时的邹县文物保护部门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2月至6月，邹县文物保管所对东南方较
大的1号墓进行发掘清理。墓室坐北朝南，地
表有高大封土。随着清理的加快，一座以砖室
券顶，方砖铺地，有东西耳室、前室后室，留有
甬道，设有石墓门的墓葬被发掘出来。

尽管仍发现墓葬早年被盗，还是出土了较
多文物。有报道称，计有“青瓷器、釉陶器、博
山铜炉、铜奁，陶皿器有镇墓兽、马牛车、武士
俑、内侍俑和灶井、臼、厕所模型。一根西晋骨
尺和一盘围棋子，围棋子盛于一陶盒内，232
枚，系天然海卵石，无加工痕”，共150余件。
尤为重要的是，在前室右侧发现了墓志铭。

当文物专业人员小心翼翼擦拭掉墓志铭
石板上的泥土，用水冲洗后，是一块刻有《刘宝
墓志》的石碑。额题篆书“晋故”二字，下为隶
书志文七行，每行九字：“侍中、使持节、安北大
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
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
年正月二十九日”。

永康是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永康二年是
公元301年。古今书法网曾载文评价说：“刘
宝墓志是山东地区发现极少的西晋纪年墓志，
其形状为石碑状，刻工精细。志文布局自如，
结体严谨，笔势古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体
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经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
变革，刘宝墓志的发现对研究魏晋时期墓志形
制及书法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这
块墓志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墓志文除纪年和墓主人姓名外，还包含着
官职身份背景等信息。刘真灵介绍说：其一，
侍中，文官一品，皇帝高级顾问；其二，使持节，
持尚方宝剑，掌地方军政，平时及战时皆可斩
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其三，大将军，武官一品，
是当时北方战区次官；其四，领护乌丸校尉，地
方军政长官虚职，乌丸方面军总指挥；其五，都
督幽并州诸军事，地方方镇大员；其六，关内
侯，爵位，世袭千户。

刘宝，字道真，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01
年，西晋山阳郡高平（今山东济宁邹城市郭里
镇独山村）人。其先祖刘奥，曾任太祝令。其

弟刘斌曾任著作郎。侄儿刘绥（字万安）是西
晋著名的美男子，人誉之“灼然玉举”“千里挑
一”，曾当过武官，官至骠骑民吏。

另据刘真灵考证，刘宝还是刘氏名人刘表
的近支后裔，尤通经史。“刘宝对《汉书》的研
究，有比较突出的贡献。据唐朝长孙无忌撰写
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宝曾为皇太子讲《汉
书》，并著有《汉书驳义》两卷。在颜师古开列
的汉末魏晋时期的22位注释家中，刘宝排第
19位，是西晋著名的注释家。他的《刘宝文
集》和《历代史书考异》至今仍在流传。此人被
称做文学家，今人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家大辞
典》将刘宝列入文学家之列。”

三

郭里镇作为传说中伏羲女娲的诞生地，绝
不是偶然的。据传晋王皇帝郭元威在此筑城
为廓，取名廓里，后更名为郭里。在85.9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曾诞生了众多名载史册的思想
家、文学家、诗人、医学家等，其中有东晋著名
思想家张湛、西晋时期文学家王沈、西晋诗人
闾丘冲，长居凫山和峄山的著名田园诗人颜太
初，东汉末年名士、荆州牧刘表，西晋著名医学
家王叔和。

刘宝的一生极具波澜色彩。幼年刘宝善
读诗书，年少时便显出禀赋。《殷芸小说》卷九
《晋江左人》：“刘道真年十五六，在门前戏弄
尘，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车从门前过，曰：

‘此少年甚塠（意为痴呆貌）。’刘随车后，问：
‘此言为恶为善？’答以‘为善’。刘曰：‘若佳
言，令你翁塠。你母亦塠。’”可见少年刘宝的
诡辩和自我保护意识。

然而，仗着自己口才好，刘宝也没少受人
嘲讽。

隋·侯白《启颜录》中记载：“晋刘道真遭
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
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
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
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
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

‘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

如果说幼年的刘宝极具诡辩，但其所具有
的才华仍可大书一笔。

《世说新语·任诞》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刘
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
有一老姬，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
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姬见不饱，又进一
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姬儿为
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
之。于是资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
可复用相报。’”

而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乐
部四》上，则把刘宝的清啸声谓为御敌之良器
加以渲染，从中也道出刘宝的乐律才华。文中
说：“刘越石（276—318，名琨，字越石，今河北
省无极县东北人，曾任并州刺史，忠于晋室，后
为段匹磾杀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

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
长叹，中夜次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
切，向晓又吹，贼并起围奔走，或云是刘道真”。

成大事之人，无不以其才能殊于别人而成
就。当然，还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机遇。而刘宝
的机遇，却是身陷囹圄之时。

据《世说新语·德行篇》载：“刘道真尝为
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
中郎。当时以为美事”。“徒”意为服刑，那么，
刘宝犯了什么事，而被关进牢狱的呢？文中没
有细说，刘真灵认为：“估计不是见不得人的
罪。其一，或许是男女关系越界，因为史书上
说刘宝音乐才能很好，许多人喜欢，闻者无不
流连；其二，或许是戏谑妇婢，（唐）欧阳询等编
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人部十九《语林》
曰：刘道真子妇始入门，遣婢□原作妇，据冯校
本作婢。虔，刘聊之甚苦，婢固不从，刘乃下地
叩头，婢惧而从之，明日语人曰：手推故是神
物，一下而婢服淫；其三，或许是喜好讥讽别人
的劣习，令他下狱为囚，才引出因祸得福、走上
仕途之路。”

说完刘宝，再说扶风王司马骏。文中，扶
风王骏字子臧，是晋宣帝司马懿的儿子。史书
载，司马骏幼年聪慧，五六岁就能写信，一生被
授多种官职。善用兵用人，劝课农桑，与士兵
一同劳作，部下无不从之。

关于扶风王的称号，277年（咸宁三年），
司马骏入朝，因他都督关中军事，所以被改封
为扶风王。《晋书·司马骏传》记载，太康四年
（283年）齐王司马攸被排挤出朝廷。司马骏
上表恳切劝谏，因为武帝不听他的意见，于是
发病去世。朝廷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
谥号武。

司马骏一生爱民知民，上书朝廷劝课农
桑，恢复生产力；爱兵如子，有勇有谋，确保了
西陲的安宁。司马骏去世后，西陲百姓闻之无
不落泪，自发为其立碑。据说，凡年长有德望
者，没有见碑不下拜的。

司马骏第一眼看到服劳役的刘宝，就觉得
此人不是常人，交谈中刘宝思路敏捷，一看便
是饱读诗书、历经风雨的男儿。英雄惺惺相
惜，司马骏以500匹布为刘宝作保出狱，委任
从事中郎，后任吏部郎。刘宝精于骑射，武艺
超群，作战勇猛，屡战屡胜，成为司马骏手中的
一支王牌军。后被擢为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
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并赐爵关内侯。

晚年的刘宝，归属了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
拓者石勒。邀集了当时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
号称十八骑，刘宝便为其中之一。在金戈铁
马、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为后赵的建立，刘
宝立下了显赫战功，声名遐迩。

时过1700多年，刘宝的灵柩是如何运回
故乡的？那一天，独山村又经历了怎样的震
撼？应该不难想象。在西晋纷纷扰扰的乱局
中，他的零星过往已变得鲜活。

刘宝文武双全，尤通经史。除了《隋书经
籍志》记载刘宝为皇太子讲解《汉书》以外，刘
宝还著有《汉书驳义》二卷。此书采用考辩体，
以考论辨证前人说解中的疑难谬误为己任，或
称为“辨”“考”“辨证”“辨疑”“疑问”“志疑”

“刊误”“正论”“匡名”“正传”等。
《历代史书考异》是刘宝的另一著作，现仍

在流传，大约同《汉书驳义》一样，以解疑释惑
为要。而《刘宝文集》三卷，众多史料仍不能得
知一二。文集应是写于晚年，这时的将军，或
已不再鞍马征战，就有了时间来整理、创作。
《刘宝文集》三卷的完成，成就了他的文学梦
想，也成就了文学家刘宝这一恢弘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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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大将军刘宝千年谜团惊现的答案
路建锋

老家院子有棵家槐树，
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移栽过
来的，很细小，比我稍高一
些，我常和它比个子。不几
年，它比我高了很多，长出三
股枝杈。我七八岁时，爬到
枝叉上玩耍，树干两手对掐
都掐不过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父
母把小床架到槐树下，四角
绑上竹竿，上面蒙上旧布
片、旧土兜布缝的布篷。母
亲把攒的塑料化肥袋子洗
干净，用铁铲子放到锅底灰
里烫热当熨斗，把塑料袋粘
在一块，蒙在布篷上防雨。
我和哥哥睡在槐树下的高
级防震棚里，小雨时浓密的
树叶就能遮挡，雨大了有塑
料篷的佑护。

很多次坐在树下，听父
亲讲洪武二年，祖上从山西
洪洞县老槐树下迁到滕县
石井村，后来叫马家村，祖
爷爷又是如何从马家村迁
至峦谷堆村。父亲说，咱这
槐树是家槐，花不能吃，但
能入药，豆角一样的果实，
剥开来有一层粉皮，硬滋
的，常剥了吃。

父亲读过一点私塾，常
给讲乡邻名人王东槐。他
家是盖村，是距我们十几里
的沿湖村。他幼时丧父，家
境贫寒，父亲临终交待“虽
饥寒，勿废学”。他穷得进
京赶考的钱都凑不到，峄县
好友姜开成全额资助了进
京的费用，得以高中进士，
入翰林院，人称“王翰林”，
为皇太子奕詝，也就是后来
的咸丰皇帝讲学，后被尊为

“帝师”。
父亲借此激励我读书，

还说孔子生在尼山，刘邦生
在沛县，“丰沛收，养九
洲”。沛县土地肥沃，物阜民丰，虽是平原，也是平地
中的膏腴之地。圣人皇帝都出在高地，我们这个微山
湖畔的二湖沿，很难出名人，盖村能出个进士、翰林、
帝师，那是村名起得好，盖村盖村，盖子不都在上边，
不也是在高处？我说那我们村也得出名人，峦谷堆，
峦谷堆，又是山峦又是谷堆，那以后还不得出一堆一
堆的名人，父亲听后哈哈大笑。恢复高考后，我们千
把户人口的小村庄，已考出大中专生一百多人。

我家与村学校一墙之隔，放学之后很多小朋友到
我家来玩，有的在槐树下的小桌上写作业，有的看小
人书，有的打闹玩耍。我家有一杆红缨枪、两把盒子
枪，是我去舅家央求他给做的。大舅是有名的木匠，
很疼我，给我用桃木做的。

我们常玩抓特务的游戏，都是扮解放军、八路军
的小伙伴才配这三把武器，扮特务的就用高粱秸秆弯
一个三角形，用稻草或布条一系，前边有一长杆，算一
把手枪。那时的游戏教育我们要做好人、做英雄，也
锻炼了体魄。

我常忆起母亲在厨屋烙煎饼，撕半张给我。我去
剥半截葱头，再夹点咸菜，卷在煎饼里，真香。常在梦
中忆起母亲慈爱的面容，劳碌的身影，伴着那袅袅炊
烟，槐树下的家就像摇篮一样，常在脑海中晃啊晃。

有一年初夏的下午，母亲同意了我和几个小伙伴
去二里多地的上河岭砖窑厂抬土，回来在堂屋窗户下
泥一块黑板，从自家和几个邻居家里的锅灶里刮来锅
灰，泥在黑板的最外层，从学校把讲台边的粉笔头拾
回来，空闲时间装模作样的扮老师，给同学小朋友们
讲课。

初三最后一学期，我有点松懈，成绩下滑。母亲
说，你东叔能考上山东银行，二队的小朋能考到北京，
西邻居你坤哥能考警察学校，都是吃的峦谷堆的粮
食，喝的峦谷堆的水，人家能考上，咱就能考上。

我想，对呀，我应该能行。有段时间学得特别努
力，天刚亮就起床，家里没有钟表，也总能在天亮时醒
来，坐着，站着，围着槐树咕咕唸唸的读书，也算痴迷
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如愿考上了县一中。

上高一的时候，眼睛开始近视，放假回家时没给
邻居大娘及时打招呼，晚上母亲悄悄说，骡子大马大
值钱，人大不值钱，以后见了咱前后的邻居长辈要打
招呼。上午你大娘说，小湖见了人也不打招呼。我忙
解释说，我眼睛有点近视，看不太清，怕称呼错了。走
得很近了，正想给大娘说话，大娘先给我打了招呼。
我准备开学去配个眼镜。母亲听了方和蔼起来。

1995年我带毕业班，妻也忙，孩子不到一岁。春
节回家时，父母知道了这些，母亲提出来帮我们带带
孩子。临近中考，母亲感觉吃饭不大得劲，我带她到
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我们虽然尽力了，我也跑
到北京给母亲问诊抓药，母亲还是在三个月后离我们
而去。

母亲在发病之初，至少在发病中一定有所觉察，
有所痛苦，可母亲始终隐忍，小病小痛她是从来不说
的。我外公去世早，我的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对我
的两个舅舅和二姨三姨都关爱有加。母亲特能吃苦，
很少得病，没打过针，连个药片也很少吃，发烧感冒，
多喝点开水就扛过去了。不曾想，一得病竟是不治之
症。她爱我们，却没有给我们留下爱她的机会。

待我调入县城后，很想把父亲接过来。有一次好
劝歹劝，终于答应来住一个星期。妻把衣服被褥鞋拖
袜子全准备齐整，他仅住了三天，说太不随便，坚决回
去。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哥嫂吃，他自己单做，自己想
吃点啥做点啥，却仍然关心着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不
往家打电话，他便让哥嫂给我们打过来，只要回复没
什么事，他就放心了。

父亲是在睡梦中去世的，没有痛苦，没有挂念，享
年84岁。我从教三十多年，虽未成为“帝师”、名人，也
有不少学生成为行内翘楚、业界名流，也算对得起父
母的殷殷教诲。

父亲去世后，我每次回家都把院子打扫干净。堂
哥见了总说，又不住人，又不放物，你打扫这么干净干
么。我默想，这不还有这个家这个院这棵家槐树吗。
我站在树下，环视落寞的小院，回想那无法回头的宁
静岁月……

家槐树呀，大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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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春好处，春天把西支河装扮得婀
娜多姿。金灿灿的阳光倾泻在河面，波光粼
粼。妈妈们带着孩子，乘着画船荡出一河涟
漪。轻软的东风，用神奇的剪刀，把岸柳裁成
万条丝绦。

河畔带状公园里，一步一景，繁花绽放。
夜幕闭合，伫立西支河大桥，翠玉般的荷花灯，
教人顿生“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

小时候，奶奶对我说：“黄河是咱中国人的
母亲河”。以后对母亲河的神秘感一直在心里
发酵，等攒够钱，一定去看心中的母亲河。初
中二年级的暑假，我瞒着家里人，独自去了黄
河边。在梁山县北部一个叫黑虎庙的地方，我
走到了母亲河的身边，掬起一捧带着细沙的黄
河水一饮而尽，那分明是母亲的乳汁，沁人心
脾。回家后，我骄傲地告诉奶奶：“我喝过母亲

河的水啦”。
我爱母亲河，因为她养育了中华民族。我

爱西支河，因为她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
西支河是1864年由鱼台县和丰县人民共

同挑浚而成，上接东鱼河，蜿蜒数十里，绕过县
城北廓在今月河村南不远处与大运河交汇，入
昭阳湖直达南阳镇，与京杭大运河一同北上京
城。以后经过数次加深、扩宽，有了今天的模
样。至于为什么叫做西支河，也不得而知。这
个“支”字是支流、支派之意，“支”古又同“枝”，
所以又有树的枝蔓之意。

在鱼台境内十多条河中，西支河算不上最
大的河，但她对鱼台的经济发展和抗旱排涝举
足轻重。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鱼台县第一
座大型排灌站，就建在这条河上。先不说灌溉
着的数万亩土地与沿河的养殖业，你到城北的

新建货运码头看一看，那里的船只出出进进，
岸边的吊车装上卸下的忙碌状，会让你觉得一
方热土在沸腾中行进着。

我童年的记忆，多与这条西支河有关。每
到夏天，西支河就是孩子的天下，打水仗、摸
鱼，逮了小鱼小虾喂小鸟，学着大人的样子撑
船，用洗脸盆在岸上煮鱼吃。冬天河水封冻
了，河湾里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大人不揪耳
朵是不回家的。

五十年前，我刚满17岁，乘着西支河码头
起航的木帆船，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离开美
丽的西支河，到两千里外的他乡工作。船家高
喊一声：“起锚哟！”我的心沉甸甸的，看着岸边
送行的亲人，看着熟悉的西支河，远离乡关的
苦涩袭来，那是对亲人的眷恋，还是对西支河
的情缘，很难分清。

那一刻，我不能自已，随手掬了一捧西
支河水，一饮而尽。那难以割舍的离愁，立
时稀释了许多。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岁月
里，我思念最多的，是故乡的这条河。每次
回乡省亲，机动船从大运河一进入西支河，
就觉得迈进了家门，急忙掬一捧河水饮
下。美哉，故乡水！那游子回归的心，一下
子被诠释得清清白白。

城市因河而美丽，河岸因葱郁而温
馨。如今的西支河城区段，河滩公园美轮
美奂，游人如织。岸边垂钓的，打拳的，起
舞的，一派生机。傍河而建的孝贤广场，歌
声阵阵，此起彼伏。夜晚星斗阑干，陨落河
汉，蔚为壮观。大桥之东，孝贤阁与观赏桥
工地正在施工，不久的一天，西支河畔会变
得更美。

少年时我从西支河畔独自去黄河
田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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