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雪满阶庭，岁月忽已
晚。每当日历翻到岁末，我总
是早已备好下一年的日历，就
等着翻开那崭新的一页。这成
了我郑重迎接新年的一种仪
式。

日历是伴随我一路长大
的。小时候，每每旧岁将尽，
母亲已经买好一本新的日历，
像海报那么大，是挂在墙上
的。挂历上的图案有时装美
女，有四时花卉，有的是生肖
动物，有的是国画花鸟。

我总是从头到尾欣赏一
遍，一遍又一遍。新的挂历
挂上墙，旧的挂历撤下来，小
心裁剪用来包书皮。挂历是
那个年代的主角，现在的日
历款式繁多，花样百出，制作
精美，风格独特，能让人挑花
了眼，实用也适合收藏。

我每年要买一本台式日
历，每月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宽
度，不像每日一张的日历那么
紧凑，更不像年历那么漫长难
捱。我喜欢在日历上做标记，
把每一个特别的日子用彩笔
圈起来，写上简短的文字提
示，有的日子旁边还要贴上可
爱的粘贴。

这些特别的日子，有一家
人出去旅游和爱人出差的日
子，也有回故乡探望父母的日
子；大女儿比赛获奖的日子，
每掉一颗乳牙的日子，升入小
学的日子；小女儿掌握一项新
本领的日子，学会背诵一首古
诗的日子，开始上幼儿园的日子……每个月总有那么几个特
别的日子，让这一页日历变得多彩，累了倦了看一眼，温情满
满。

朱自清说：“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
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张爱玲说：“对于三十
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情。”稍微有些
悲观了。

一年又一年，我做满记号的日历一本又一本。在我看
来，这是幸福时光的印记，逝去岁月的留痕，心花数瓣的收
藏。它们是有声音也有影子的，这个“指缝”也值得用显微镜
去寻找。

也许多年以后，当我坐在暖阳下，一页页翻看的时候，日
历上一个个简单的标记，就像一个个关键词的索引，会让那
些遥远的美好记忆一一浮现吧。

两个女儿很喜欢看我在日历上做标记，就在一本本新
旧日历的更迭陪伴下，她们渐渐长大。她们也忍不住在日
历上做标记，为了不让她们破坏我的标记，我给她俩各买了
一本，让她们遵照自己对特别日子的定义，遵照自己的设计
意愿，做自己独有风格的标记。这不也是一种别致的成长
留痕吗？

冯骥才说：“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还说：“正如保存葡
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
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

圈画日历，是我惜字如金的简约日记，是我起舞心情的
留白书写。努力创造更多值得圈画的日子，就是把平淡日子
酿出“葡萄酒”的芬芳甘甜，就是在岁月的素纸白绢上绘制诗
篇画卷。

一个家庭的幸福碎片与珍贵记忆，不只存在于手机相册
里、视频电话里、汽车行程里，也在日历上的标记里。用爱，
用珍惜，用责任感，用美丽心情去圈画，去书写。

2023年即将谢幕，2024年即将全新开启。逝去的日子
虽然匆匆，但经历过的，就是永恒；即将到来的，正待我们彩
笔描绘。 ■许双福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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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紧不慢，不声不响，已经走到了年终岁尾。三毛
曾在《岁月》中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
月、夏日、冬雪。”我们不必与岁月斤斤计较，回望2023年，美
好无处不在。

踏遍千山万水，只觉绿水青山换新颜。上半年，我带着
退休的父母，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他们已是七
十古来稀，但体检报告显示身体还算硬朗。很久之前许下的
愿望，终于在今年实现。

在北京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父亲铿锵有力地唱响了
国歌，干脆利落地举起右手敬礼。光荣在党50周年的母
亲，在井冈山带我们重温入党誓词，回望红色历程。在绍兴
鲁迅故居，我们参观了“三味书屋”和“周家老台门”。在浙
江省博物馆，我们被《富春山居图》前半卷所惊艳。峰峦叠
石、清泉飞泻、茅屋掩映、渔舟唱晚，真可谓人随景迁、景随
人移。

“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下半年，我参加了县里的
“百名作家写百村”“百名作家写百模”“百名作家写百景”“百
名作家写百寨”“百名作家讲百课”，这“五个一百”文学志愿
活动。

直到从采访笔记、初稿、审定稿，到最后一篇篇报告文
学、游记、散文，翩跹到祖国各地的报纸、杂志。我相信，走出
去，扑下身子，一定能讲好中国故事。

生活如酒，酸甜苦辣皆自品。对我来说，2023就是一杯
甜酒，我敬她的美好，期待着2024新乐章。

敬2023一杯甜酒
秦闫

12月16日，由济宁市历史文化资源挖
掘整理工作专班办公室主办，济宁市档案
馆、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承办的济宁梁祝
文化研讨会举行。会前，与会专家、学者参
观了位于济宁市档案馆的济宁市梁祝文化
艺术馆。

梁祝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
一，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济
宁不仅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同样也是梁祝
文化的传播中心。

2003年10月27日，《梁山伯祝英台墓
记》碑在微山县马坡镇驻地南梁家林梁山伯
祝英台合葬地出土，众多专家学者和各级新
闻媒体参加了出土仪式。11月5日，《中国
文物报》头版刊登了《山东济宁出土了梁祝
墓碑》报道。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是在全国梁祝
传说遗存地当中，立碑人官位最高，记载梁
祝传说内容最全，也是文字最多、最详实的
一块。

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向世人揭示
了梁祝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读
书学习地，以及梁、祝、马故居村庄，重修梁
祝墓、祠的官员，以及原因、时间等鲜为人知
的历史实情，受到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关
注，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碑文如下：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
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
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
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

元额
《外纪》二氏出处费详。迩来访诸故老

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钜富，
乡人呼为员外。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
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
胥之繁科，其如富何？膝下一女，名英台者，
聪慧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
冒为子弟，出试家人不认识；出试乡邻不认
识。上白于亲：“毕竟读书可振门风，以谢亲
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
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
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
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
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
宁。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
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
山伯别来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
东。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
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
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
伤而死。少间，愁烟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
骇。马郎旋车空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
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
正也。越兹岁久，松揪华表，为之寂然。俾
一时之节义，为万世之湮没，仁人君子所不

堪。矧惟我朝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心，
崇节义以励天下。又得家相以之佐理，斯世
斯民何其幸欤？

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敕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道经，顾兹
废基，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乃托阴阳
训术鲍恭干，昔有功于张秋，陞以爵禄，近有
功于阙里，书以奏名，授今兹托，岂无用其心
哉！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
其冢，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昔之
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
始于十年乙亥冬，终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
复公命，请廷麟具其事之本末，岁月先后，文
诸石。不得已而言曰：土帝降衷，不啬于人，
惟人昏淫，丧厥贞耳。独英台得天地之正
气，萃扶舆之清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
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
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
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
也。噫！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
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
公谓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并
皆记之。

捲里社林户符孜
石匠梁圭
大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日立

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樊存常向
《文化周末》记者介绍，20年前重修梁祝墓时
出土的《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记载了之前
重修梁祝墓的时间是明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年）。这是全国9处梁祝墓中唯一的梁
祝故事文字记载，内容详细，立碑时间也是
最早的。

墓记碑记载了重修梁祝墓的原因，南
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
视察大运河河道时，路经此处，发现梁祝墓
多年失修，残墙断壁，荒凉冷落，“其心拳
拳，施于不报之地”。又因其曾任前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主管社会风气教化事务，因而
对梁祝墓格外关注。“推之可以为忠，可以
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
也”。崔文奎认为，重修梁祝墓、祠是为推
崇孝道，倡导学习立业报国，倡树良好的社
会风尚。

墓记碑记载，重修梁祝墓的人是皇帝钦
差大臣和地方官员。崔文奎“奉敕”到“丁酉
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林郎知
邹县事古卫扬环书，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
院五经博士孟元额”，说明重修梁山伯祝英
台墓、祠是皇帝的钦差大臣所为，上至朝廷
要员，下至地方官吏和当地知名的开明人
士，都参与了此事。

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碑文为我们
提供了梁祝传说的基本情节，加之碑文出自
当时知名的文人和有权威的官员之手，因而
此事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这更进一步说
明了梁山伯祝英台家在孔孟故里的史实，在
明朝正德年间就已得到确认，而成为无可争
议的事实。

墓记碑记载了梁祝传说的来源和时间
的久远。从碑文“迩来访诸故老传闻”可以
了解到，在当时的社会，像梁祝这样的故事，
虽没有官方的正式记载，但在民间却广为传
诵，而民间传说往往又是对历史的真实反
映，可以说明梁祝传说的久远。从碑文“越
兹岁久，松揪华表，为之寂然”“道经顾兹废
圯”这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早在明正德年
间重修梁祝墓之前，梁祝墓和梁祝祠就已存
在很久。

墓记碑记载了梁、祝、马故居村庄和读
书学习地。祝英台的家在济宁九曲村，梁山
伯的家在西居村，马文才的家在西庄村。作
为梁祝传说中的梁祝马三氏居址靠近，在马
坡周围方圆不过十几里，她们的故乡村落至
今有地可考，且为族家后裔所接受。梁山伯
祝英台同在邹邑（今邹城市）峄山读书3年。

樊存常告诉记者，梁祝传说在济宁是史
实，还有大量佐证。

梁祝传说在孔孟故里民间流传久远而
广泛。早在宋元之际，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梁

祝故事就被编为戏文、元曲。明清时期，又
有多种版本的传奇问世，《山东琴书》是在鲁
西南地区流传比较早的民间曲艺，而《梁祝
下山》又是《山东琴书》的祖传看家唱段。

在《山东琴书》中就有：“梁山伯祝英台
二人结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二人死
后合葬在马坡泗河沿上”的唱词。《梁祝下
山》的唱词不仅民间艺人会唱，就连上了岁
数的村民也能唱上几句。

在当地流传的梁祝故事中，梁山伯祝
英台因相互思恋而死，没能结成美满的婚
姻；马家因迎娶时祝英台死去，喜事变成了
丧事，故而梁、祝、马3家，都忌讳梁山伯祝
英台的故事，以至在故事长期传播过程中，
梁祝的家乡，特别是微山马坡周围，形成了
梁、祝、马3姓不通婚的风俗，此风俗延续
至今。马姓还禁演梁祝戏，禁放梁祝电
影。从3姓不通婚的风俗可以推断，梁祝
故事在孔孟故里流传的久远和产生的社会
烙印。

早在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64年），邹
县（今邹城市）峄山上就建有梁祝祠，元代诗
人游峄山时就留有纪念梁祝的诗句：“信是
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
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地方志中也有记载，据《邹县旧志汇
编》、清康熙十一年修《峄山志》记载：“梁山
伯祝英台墓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
峄山上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明代著名
学者张岱所撰《陶庵梦忆》卷二首篇《孔庙
桧》中记载：“已巳（明代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
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
异之。进仪门，看孔子手植桧。”这段笔记确
切地记载了孔庙内有纪念梁祝的胜迹。

根据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梁祝死后合
葬在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泗河西岸，后人在
梁祝合葬处修有墓、祠，在邹县峄山下也建
有梁祝读书处、梁祝祠，遗址依存。至今，明
代万历年间邹县县令王自瑾在峄山石上刻
的“梁祝读书洞”和“梁祝泉”几个字依然清
晰可辨。这些历史遗址，是梁祝故事源于孔
孟故里的历史文物证据。

此外，梁祝故居村庄尚在，家庭后裔至
今在济宁居住。据碑文记载，祝英台家居济
宁九曲村。经访查得知，九曲村现位于泗河
南岸，济微公路西侧。因泗河从兖州至此有
9处弯而得名，今已演变为东九、西九两个村
庄。

祝氏家庭因避水灾，后迁至今济宁市任
城区岔河村。该村95％以上为祝姓，族人尊
祝英台为其先祖，讳与马氏通婚，严禁村中
演唱梁祝戏。梁氏从马坡附近村庄迁出后，
定居于两城、南阳、梁岗广大地区。

据梁姓人说，两城梁氏为其近支嫡传；
西庄马郎，其后裔于明代从西庄迁出，即今
日马坡之马氏。梁、祝、马3姓氏村居靠近，
从九曲村距西庄2公里，西庄至马坡3公里，
吴桥距九曲村仅有5公里。从九曲村赴峄山
读书，过西庄、马坡、吴桥，入柳荫之乡，经古
路口、两下店登峄山是历史上的一条古道，
梁祝二人柳荫驻足相会，实属自然。由此，
也可进一步推断梁祝家在济宁，在峄山读书
是历史事实。

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孔孟之乡
济宁市及周边地区民间广为流传，鲁西南山
东琴书、邹城市山头花鼓、微山县柳琴戏、嘉
祥县劳动号子等，都有说唱梁祝的内容。在
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民间传说往往是对历史
的真实反映。

梁山伯故居是马坡村东南边的西居村，
梁氏家族后裔现定居于两城、南阳、梁岗等
地；祝英台故居是九曲村，祝氏家族后裔在
今济宁市高新区接庄街道岔河村；马文才故
居是西庄村，马氏后裔于明代从西庄迁至今
微山县马坡村。微山县马坡村村南，古运河
西岸有梁山伯祝英台合葬墓、祠；邹城市峄
山有梁祝祠遗址、梁祝读书洞、梁祝泉。

樊存常推测，因泗河发源于济宁市泗水
县，济宁梁山伯祝英台合葬墓、祠就在古泗
河边的马坡村南梁家林，在京杭大运河没有

经过济宁时，梁祝传说就沿古泗河传到南方
及全国其他地方。

“特别是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取直经
过济宁，古泗河水和运河水在此融为一起。
由于济宁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枢区段，居于特
殊地理位置，南北交通的要道，管理全国运
河的最高机构设在济宁，使济宁成为货物和
人流的集散地。同时，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
的济宁，地方风土人情、各种民间曲艺故事，
通过运河传播到全国各地。”樊存常说，在过
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梁祝故事产生于济
宁，沿古老的泗河与运河传播到全国各地及
有关国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济宁市档案馆馆长
杜宏春说：“在樊存常先生支持协助下，我们
精心打造了济宁市梁祝文化艺术馆，以丰富
详实的民间传说、文字记载、古迹遗存等历
史事实，通过雕塑、剪纸、绘画、书法、摄影等
艺术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孔孟之乡
济宁真实的梁祝故事。”

樊存常表示，济宁梁祝传说是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济宁作为梁祝传说的发
源地和梁祝文化传播中心，加强对梁祝文化
的保护利用，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梁祝传说：享誉世界的济宁爱情故事
本报记者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