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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老人们说：蜀山和泰山是姊妹山，姊妹
俩争着看谁长得高，后来蜀山长得超过了泰
山的高度，山顶直插云霄，并且天天磨得云
彩吱吱作响。时间长了，惊动了玉皇大帝，
于是就派神仙把蜀山的山顶给锄掉了。从
此蜀山不长高了，还不住地往下“秃噜”。

蜀山在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境内，知道
它的人并不多，但它却古老而神奇。《山海
经·第四·东山经》记载：“又南三百里，曰竹
山。錞于江，无草木，多瑶碧。激水出焉，而
东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羸。”注释明
确“竹山，即蜀山，在今山东汶上。”

其实，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蚩尤和黄
帝大战。常常是讲者出神入化，听者鸦雀无
声：

“蚩尤三头六臂，铁头铜额，刀枪不入。
砍掉脑袋，会自己安上完好如初，砍断手臂
会接上还和原先一样灵活。呼风唤雨，吹云
吐雾。黄帝和蚩尤大战三年，黄帝怎么也打
不过他，便向九天玄女请教。九天玄女说，
蚩尤有旗，可号令部族，你可造大鼓来号令
你的兵将。对阵的时候，你命你的将士用力
敲响大鼓，振聋发聩。一来鼓舞士气，二来
吓唬蚩尤的部众。按九天玄女的说法，果然
奏效，黄帝一举打败了蚩尤并将其斩杀。”

这只是当地流传至今的一个神话故
事。我一直在想，蜀山有传说，蚩尤有故事，
这两个神话故事会有什么联系吗？读汪海
波《蚩尤考证》，忽然顿悟，蜀山神话传说是
借物写人，所谓蜀山的遭遇，应当就是蚩尤
的遭遇。

远古有个古蜀国，一直是个谜，史学考
古界也很迷茫。近年来的不懈研究发现，古
蜀国应以南旺蜀山为中心，北到泰山，南到
江苏徐彭一带。《蚩尤考证》一书的大量研
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几年前，我的三伯父神秘地告诉我：“我
们这里地下还有一层。”他怕我不信，又接着
说：“六十年代大旱，我们挖井浇地的时候，
就挖到过地下的那层，但没敢再往下挖。”我
相信三伯父说的这个秘密，但是否埋在地下

的古蜀国遗址，现在还不可知。
南旺周边传承着一个习俗，农历的十月

一日寒衣节这天，远方的亲人不管多忙，都
要回老家祭祖。据说，这习俗最早是为祭祀
蚩尤延续下来的。

蚩尤是九黎部落首领，《述异记》妖魔为
“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而《龙鱼河图》
神话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
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在《玄女传》中
的描写更为神奇，“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
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在《志林》中
这样说道：“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这些故事虽然都带有神话色彩，也把蚩
尤给妖魔化了，但仔细琢磨，会觉得远古时
代蚩尤部落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
的时期，这应是蚩尤部落的真实写照，也是
赞颂之词。

从“蚩尤”的“蚩”字就可看出，是一个站
立的人穿上了衣服或盔甲，这些服饰或盔甲
是最原始的，是用兽皮简单加工制作而成，
虽然粗糙，但很有特色，这已经是很了不起
的事情了。

蚩尤部落这时已经有了服饰，现代蚩尤
后人的传统服饰，应该就是从那时发展而来
的。至于神话传说中“兽身人语”“牛蹄”“四
目六手”“铜头铁额”等等，都应是对蚩尤的
赞美，就像今天的“身材魁梧，精神抖擞，脸
大如盆，脚如磐石，臂可擎天”一样。

在与其他部落打仗时，蚩尤部落用服饰
或盔甲来保护身体，这是远古人类社会的一
大进步。

蚩尤部落活动区域是华东的北部平原，
大都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黍、粟、稷等
农作物，故事中所谓“食沙石子”中的“沙”指
的应该就是黍、粟、稷等粮食作物种子，所谓

“石子”应该就是盐。

这充分说明蚩尤部落已会耕稼，把收获
的粮食作为主要食物，已经不再以猎获的动
物作为主要食物，还把盐作为必需品，因此，

蚩尤部落人高马大，身体健壮，在当时已相
对富强。

蚩尤被誉为“中华兵祖”，所谓“造立兵
仗刀戟大弩”“征风招雨，吹烟喷雾”。在其
他部落还在为吃饭发愁，为取得食物无计可
施的时候，蚩尤部落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
并可用来制造兵器，还会借助天象排兵布
阵，其文明程度已不再是那个茹毛饮血的年
代了。

蜀山传说中所说“砍掉了脑袋会安上，砍
断了胳膊腿会接上”，是说蚩尤部落已经有了
很高的医术。苗族就是蚩尤的后裔，无论是
苗医还是苗药，皆有过人之处。但在部落大
战中，蚩尤还是败给了黄帝，被黄帝擒获杀
害。至于黄帝和蚩尤大战的原因，及蚩尤被
杀害的具体情形，这是尘封地下的一个谜。

宋霖在《历史学刊》上曾这样写道：“绝
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
的剽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
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
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
就此落幕。”

唐代诗人胡曾有诗曰：“涿鹿茫茫白草
秋，轩辕曾此破蚩尤。丹霞遥映祠前水，疑
是成川血尚流。”蚩尤是九黎部落首领，更是
一位远古时代的英雄。

《皇览·墓冢记》有记载，蚩尤冢在东平
郡寿张县阚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
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阚城就
是古代“中都城”，也是蚩尤时距“致密城”很
近的一个小城堡。阚城遗址，在今汶上县南
旺镇十里闸北村西济梁公路西侧。

蚩尤的神话传说，依然在南旺的蜀山周边
流传，但其真正的身份仍被埋在地下。到底蚩
尤就是炎帝，还是蚩尤夺了炎帝之位，已无法
定论。不过，蚩尤曾是九黎族的部落首领，史
学界已达成共识，其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贡
献是不可磨灭的，其英雄形象是长存的。

錞于江上的蜀山（竹山）依然在錞于江
上，但后来有人在蜀山上建了寺庙，具体建
筑年代不详，主持修建寺庙的人又是谁，已
不知其姓名，据说是一个落榜的举子。此人
自以为学识渊博，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科
考失利，心灰意冷，到处游荡。

一天，他来到蜀山脚下，见闻波光粼粼
的水中央有蜀山錞于其上，水面鸥鸟翔飞，
荷莲飘香，芦苇荡漾。登上蜀山眺望，白云
下矗立着灰色的山峰，豁然开朗起来。他有

了出家的念头，决心在蜀山修建一座寺院，
这就是后来远近闻名的蜀山寺。

在蜀山之地，还有宋白两姓不分的故
事。

明朝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奉皇帝之
命疏通大运河，宋礼来到济宁巡勘大运河会
通河段，发现元代会通河段是赖汶泗泉流，
一出济宁天井闸，一出鲁桥镇，但济宁以北
泗不能通。

宋礼在为济宁以北水源发愁，夜里梦见
聚谈地势山水分支。后扮作百姓延访梦中
的那个人，走到汶上彩山的南边遇到白英，
其情景和梦中一样。两个人便坐谈于场圃
之间，悉合机宜，载之俱归。

白英精思数十年，适遇宋礼治河，遂出
奇计筑坝，引汶水注入南旺，南北分流，七分
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疏通了京杭大运河。
就是从这个时候，宋白两姓不分，直到现在，
被传为佳话。

为了保障运河一年四季都能通航，不影
响漕运，汛期就把多余的水储存起来，枯水期
就用储存起来的水补充到南旺分水口，在南
旺修建了三个水柜，蜀山湖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南旺是“水脊”，是京杭大运河上的
枢纽，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在南旺驻跸，并
游览蜀山湖，与蜀山寺的住持谈经论道，吟
诗作对。文人骚客也驻足南旺分水庙，并多
到蜀山湖游览观光，登蜀山烧香拜佛。清代
姚鼐曾诗曰：“帆前莽苍暗平芜，风雨神灵定
有无。一片云遮分水庙，四垂天入蜀山湖。”

蜀山湖因蜀山而得名，明清两朝不仅是
保障漕运的水柜，也被百姓视为母亲湖。因
此，蜀山湖有“日出斗金”的美名。

①蜀山湖②③蜀山寺④蜀山寺明代碑
刻⑤水经注中蜀山位置图⑥蜀山湖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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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回响：黄帝蚩尤及宋白两姓的故事
宋来兴

汶上县史称中都，城池坐落
于今次邱、刘楼、南旺三乡镇范围
之内，而中都域内又有阚城、致密
（也称殷密）的称谓，三城有交叉
重合。

《水经注》卷二四《汶水》引
《郡国志》语：“须昌县有致密城，
古中都也。中都本治致密城，在
今县西三十九里。”这里明确说
明了春秋或更早时期，就有“中
都”这一称谓。

作为行政区划的“中都邑”，
其中心地也在“致密城”内。有
当代学者认为：苗族认同蚩尤是
人文始祖和民族英雄。一首在
苗族地区传唱了数千年的歌谣，
凝聚着苗族人民的怀念和记忆。

史料显示，黄帝蚩尤一场涿
鹿大战，蚩尤部族战败后流落四
方。其中苗族就是一个典型的
随蚩尤部落迁徙的少数民族，主
要分布在贵州、湖北、湖南、四
川、云南等地。

苗族对蚩尤有着深厚的敬
仰，尊称为“尤祖公”或“格蚩爷
老”。在苗族的文化传统中，仍
然保留着象征蚩尤的“蚩尤旗”
和“蚩尤冠”。苗族的史诗也提
到，蚩尤的后代曾居住在黄河流
域，后来逐渐迁移到长江流域。
歌词中多次提到的“直米利”，这
应是汶上“致密”的谐音。

“致密城”者，汶上古邑城
也。由此可知，鲁西和鲁西南是
号称“九黎”的蚩尤同胞兄弟九
个部落、同族兄弟七十二个部
落，共计八十一个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致密则是蚩尤
的政治中心。致密城应是蚩尤所建立的都城，古城应建
立在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上古城
池之一。

《汶上县志》载：汶上春秋时期为鲁中都邑地，孔子
曾在此任“中都宰”一职。也就是说，孔子在春秋时期做
中都宰时，就已经有了“中都”这一称谓。

近代文字研究专家唐兰先生说：“（中）本为氏族社
会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
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

“中”是“旗”的初文，引申为“中央”之义。“重聚”（巨
野蚩尤肩髀冢）就在“中冀”的地域范围之内。汶上古

“中都”即是“中冀”的地名遗存。“冀”是上古帝王居住时
间最长的“都”。《谷梁传·杨士勋疏》云：“冀州者，天下之
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
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孔子三朝
记》也载：“黄帝杀蚩尤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史
料中说的“涿鹿”“中冀”，即为汶上的“蜀麓”。

“独”字的繁体写作“獨”，通“蜀”，所以“涿鹿”在周
代实为“蜀鹿”。黄帝打败蚩尤后，蚩尤部分部落四处逃
亡，降服的族民归顺于黄帝。为维护帝位，黄帝即在蚩
尤致密城的故土上建立黄帝都，即“中都”。这一称谓一
直延续到周代春秋时期。

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激战后，炎黄部落首领将蚩尤
首级安葬在“中都（致密城）”南侧，史称“阚”地。《史记·
正义》：“蚩尤冢在东平陆监乡，监即阚云。”据《续夷坚
志·蚩尤城》载，蚩尤姓阚，因此“阚蚩尤城”之名由此而
来，进一步印证了蚩尤与阚姓之间的关联。

阚城曾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下邑，《阚氏族谱》记载：
周朝有阚国，相传是黄帝姞姓子孙的封国，其后代以国
名为姓，称为阚氏；又说：齐国有大夫止被封到阚，也称

“阚国”。其后人以此封地为姓，称为阚氏。
明代《汶上县志》和明清时代的“河湖图”，均标识出

蚩尤冢位于“阚城”中。黄帝借蚩尤余威震摄天下，瘗埋
蚩尤于“阚冢”，阚遂成上古之“冢城”。阚氏后人委以监
守祭祀“蚩尤冢”重任，以致后来成为阚氏专门祀蚩尤的

“冢城”。
阚城祭祀蚩尤的活动史载不绝。《郡国志》载“东平

陆有阚亭”，又有《水经注》记“阚亭在县西南南旺湖中，
有高阜六七”，另有《史记·封禅书》记始皇封禅泰山祭祀
蚩尤，“齐八祀，三曰兵主，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
境也”，而《东国岁时记》还记载了端午节（天中节）祭蚩
尤除疫：“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

《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城中，冢
高七丈，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曰“蚩尤
旗”。

由此，在年代更替上，“致密”应早于“中都”，而“阚
城”应晚于“中都”，这是同一区域内城池沿革。这一史
迹的呈现，充分证实了鲁西南“太昊之都”的文化厚重，
彰显了上古时期部族更替、传承的清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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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泗水县万紫园的一块巨石上，耸立着
一棵千年古柏。旷野之中的巨石已足够奇
特，而那虬龙似的古树，宛如一根定海神针，
顶天立地着。

传说这棵千年古柏，是唐朝末年农民起
义军首领黄巢所留。那年夏季，黄巢在兖州
府与唐军决战，率5万人马在柴山一带隐蔽
休整，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的拥
戴。

山上有一片大石林，后人叫“黄旗林”，
这里是黄巢的指挥部所在地。在山下最大

的一块青石上，黄巢军队用柏木做了一杆大
旗，牢牢插在了巨石的窠臼里高高飘扬。

有一天，唐军突然来袭，黄巢命人敲响
战鼓。士兵们威风凛凛，军队士气大增，所
向披靡。

为了纪念决战胜利，黄巢命人把旗帜
永久留在了这里。上苍怜悯起义大军的壮
举，1000 多年后，这旗帜长成了一棵大
树。人们在树下纳凉歇息，感恩大树的庇
佑，请来一位进士为大树起个名，曰“黄旗
伞”。

万紫园的黄旗伞
邵泽平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王允国

古渡千年晓月行，硝烟烽火宛平城。
醒狮矗立引豪气，伟绩常歌献素荣。
血肉筑牢挥剑戟，山河铭记耀旗旌。
勤翻历史防迁忘，薪传车轮致远征。

题赞乔羽艺术馆
姬广良

鲁地金声久绕城，大河玉版共心鸣。
曲融九域诗书润，歌咏千家词藻清。
谱就牡丹倾国色，荡开桨楫渡苍生。
瑶笺万卷藏新馆，巨擘高擎韵长萦。

咏廉吏王鼎铭
史月华

六字箴言践始终，千秋清气耀苍穹。
鬻田屡次堪纾困，约法三章警奉公。
血染潇湘昭铁骨，魂擎岱岳贯长虹。
捐躯岂为名青史？节并睢阳日月同。

忆童年（通韵）
王秀梅

竹哨穿云柳钓溪，纸鸢划破碧琉璃。
蝉衣挂露粘荷角，萤火流辉落砚池。
风卷陀螺旋日月，绳翻彩燕舞虹霓。
忽闻老巷铜铃响，碎影斑驳映旧棋。

诗话济宁
刘夏明

运河灵脉泽吾乡，六庙圣辉昭八荒。
洙泗舞雩邀日月，梁山豪气贯玄黄。
生来欢唱弦歌韵，老去沈耽翰墨香。
每向青莲寻妙句，儒风化雨润诗肠。

夏晚雨情（新韵）
张景生

天降瑶浆夏晚中，雾遮苍昊亮华灯。
车龙迤逦浴风驶，街客匆忙冒雨行。
市井喧嚣明两旺，河池蛙叫竞一鸣。
苗禾初长需甘露，万亩良田遍翠生。

咏古运明珠济宁州
翟登勋

任城运济绽芬芳，璀璨明珠四海彰。
铁塔凌云存古韵，玉堂酿露溢天香。
漕舟唱晚千帆过，儒教盈州万卷藏。
太白楼头骚客聚，繁荣盛景绘华章。

校园黄昏
岳增展

东风漫卷书声远，绛霭斜侵讲席新。
粉笔影随槐絮舞，蔷薇香共墨痕匀。
倘知我意留霞色，莫遣黄昏染鬓尘。
最是铃催人去后，满园灯火忆青春。

退休生活感言
李明艳

烟涛雾影日空流，晚步晨操健体悠。
过往风云难放眼，如今岁月易停眸。
诗朋好似兄们契，赋友真堪笔墨稠。
更有传家图卷在，山川万里任遨游。

夏日雨后
李 宁

云蒸雾锁起熏风，骤雨如磐天际空。
青鸟衔声林里散，落花付水渡中逢。
暮光黯黯山无影，残日离离江有虹。
谁立高楼遥望远，可怜羁客似飘蓬。

七一感怀
陶成桥

一舸南湖破夜长，燎原星火启炎黄。
井田废立乾坤转，夷夏沉浮岁月彰。
指点迷津凭马列，重开霁宇赖贤良。
百年试看沧桑变，天道于今日正煌。

梁山西郊护城河赏荷（新韵）
师恩华

小城河畔韵无穷，惹目池塘映碧空。
翠盖翻波摇岸柳，红妆曳水舞晨风。
闲凫啄蕊逐花影，欢锂穿丛戏雨篷。
最是消遥三两叟，如痴如醉画中行。

咏神力索具（新韵）
杜大平

神工铸就韧如松，力贯千钧势破穹。
索系乾坤担重任，具承四海立勋功。

溪畔避暑
黄希庆

草木萋萋移酷暑，溪风缕缕漫亭台。
承蒙此刻闲情在，满腹诗思漾出来。

池中鱼
刘中峰

幽沼凝眸向昊穹，鳞芒黯黯映寒胧。
困游藻荇躯如梏，愿化沧澜驾远风。

夏 雨（新韵）
高俊喜

一场夏雨柳丝新，泽润苗禾醉悯心。
玉线如濛凄杜宇，天边虹影映芙浔。

征 程
贾振涛

漫漫黄沙冷雨凄，层层峻岭北风嘶。
踏平坎坷三千里，数尽寒星到鲁西。

雨中夜游鲁源村
馨 婧

一帘骤雨隔红尘，双柏擎天势未驯。
圣境楼台灯恋雾，与君同立是何人？

临江仙·心锁寒江舟自横
张君萍

心锁寒江舟自横，残阳不暖双瞳。卅年别后杳音踪。鬂
霜欺客老，山雪压梅躬。 祈愿东君巡柳岸，笑携梨白桃
红。伊人眉画小楼中。展颜听脆响，冰裂涌春风。

浣溪沙·夏夜有怀
李传生

夏月多情照小轩，临风不语倚楼栏。孤灯寂处少嚣烦。
入夜云歌惊碧水，达晨紫气绕青山。众门福喜是平安。

西江月·夏日晚凉
彭文莉

柳岸蝉鸣高树，湖湾鹭舞斜阳。薰风时送藕花香。鱼戏
粼粼波上。 待月涵辉穹宇，观荷弄影清塘。几多惬意入
诗囊。静里闲听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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