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周末44 2025年7月20日 星期日

□主编 成岳 视觉 苗高莹 校对 毕永梅 信箱 jnrbzhoumo@sina.com
视界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独家报道

济宁是儒家文化发源地，至圣孔子和亚圣
孟子均出生于这里，因此，济宁地区素有“孔孟
之乡”的美誉。那么，“孔孟之乡”的说法，始于
何时呢？

据史学家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
的《道家金石略》一书，该说法最迟在元代初期
已经出现，距今已有753年的历史。

书中收录的元至元九年（1272）《创建清真
庵碑记》载，司志净中年之后，“悟世空华，舍俗
归道”，拜邹县峄山清都观全真道士孙志和为
师。全真道倡导苦修苦行。碑文说，司志净曾
远游访道，“风餐露宿，渡水穿云”“累遇真仙，
颇明秘奥”，后“复游孔孟之乡”，在邹县摄江下
第三乡郭里村，创建殿堂，收徒弘道。

撰碑者，为滕县雪山万寿宫道士、邑人茅
志宣。康熙《滕县志》称其“好书能文词”，可
见，他出家前，当习过儒术。此碑刊于忽必烈
建立元朝的次年，忽必烈好儒，“大元”国名即
出自儒家经典《易经》。

可是，与释道两家相比，有元一代，儒家明

显处于下风，诚如学者赵文坦所言：“元初衍圣
公孔元措袭爵就有赖于释道两教领袖之扶
持”。即便如此，元代士人内心对儒学的认同，
并未改变。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孛术鲁翀子
翚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
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
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
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

茅志宣虽为道士，但其家地邻邹鲁，少时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接受的儒家教育，使
其不可能因身份的改变，而断绝与儒家思想的
联系。更何况，全真道提倡“三教圆融”，特别
是将全真道带入鼎盛期的丘处机，“似多参儒
术，兼善之意尤切”。所以茅志宣在碑中用“孔
孟之乡”代称邹鲁的做法，看似不经意之举，实

则反映了其内心深处对儒家文化及其发源地
的认同。

元代，认同邹鲁地区为“孔孟之乡”的人，
应当还有不少，但终因儒家地位不彰，而未能
在社会上引发涟漪效应。明朝肇基，儒家思想
重获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孔孟之乡”在文献中
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

明礼部尚书董份《夏镇镇山书院碑》：“夏
镇去邹鲁近，邹鲁，孔孟之乡、性命道德所自出
也。”明学者薛应旂《薛子庸语》：“山东孔孟之
乡，六经之所自出也，取之不竭，而用之无穷
矣。”明崇祯《历城县志》：“山东，本齐鲁之国，
孔孟之乡。”可见，至明中后期，“孔孟之乡”一
词，在士人中已经常使用，并且其所指代地域，
亦由邹鲁扩大到山东。

图为《道家金石略》■资料图片

元朝初年已有“孔孟之乡”一说
任小行

当腊梅在冬雪中绽放，
白玉兰传送着春的芬芳，徜
徉于四季繁花里的小区总是
让人沉醉，而小区里最热闹、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南大
门的廉政文化广场了。

整个广场由进入小区
的方石甬道、廉政文化大舞
台和凌霄花拱廊三部分组
成，从南至北，依整个小区
的中轴线逐次展开。宽约
10米的方石甬道两侧，8棵
遮天的银杏大树像威严的
哨兵昂扬挺拔。

清风掠过小叶黄杨的
绿篱，石楠绛红新叶和紫荆
花丛中10个鲜红大字“清风
徐徐来，廉花朵朵开”，醒目
地迎接小区的每一位客人，
与四季芳菲相映成趣。晨
光中，一群老者挺拔的太极
身形熠熠发光。暮色里，孩
童的奔跑和喧嚣增添着世
间的欢笑。

沿甬道前行，正对南大
门的是广场的主体——廉
政文化大舞台。以荷叶荷
花为背景的巨大镂空屏风
前，是“廉政文化社区”6个
鲜红大字。屏风两侧是两
棵高大的紫薇，盛夏的一树
花朵，开得荡气回肠。

紫薇两侧是郁郁葱葱
的青松，那昂扬既是生命力的象征，更是坚韧不拔、
高风亮节的精神显现。拾级而上，是100多平方米
的廉政文化大舞台。左右两侧是两排木质白底红
框的宣传栏，左侧宣传栏内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宣传画，
生动形象，发人警醒。

右侧宣传栏内，是《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
前面》的内容摘抄，详细列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等“六大纪律负面清单”。左右宣传栏
的题头是“清正在德廉洁在志”“廉洁奉公勤政为
民”的醒目大字，警示着小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和每
一位居民。

舞台的正面是砖木结构的仿古长廊，也是小区
居民的“盛景议事亭”，常春藤爬满了廊架。在这个
绿树环绕、花香四溢的舞台上，一年四季演绎着动
人的故事。

那年“七一”，小区老年合唱团的30多位爷爷
奶奶，在83岁老军人王团长的指挥下，用一曲《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抒发着对党、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一曲高亢的《四渡赤水》更是把人们引入
艰苦卓绝的岁月，让人们体会了革命胜利的来之
不易。

这里既是居民娱乐活动场所，更是廉政教育的
鲜明阵地。仿古长廊的后壁上，用连环画描绘着4
个古代的廉洁自律的小故事。那年，陪伴6岁的小
孙子在长廊里乘凉玩耍，小孙子看着廊壁上的连环
画，让我给他讲故事。

我给他讲了“以廉为宝”的故事：春秋时，宋国
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
玉，请人鉴定后拿去献给子罕，而子罕拒不接受，
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
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
如我们各有其宝呢。”故事用直白的语言阐释着廉
洁的意义。

依次排列的还有，晋代名臣陶侃的母亲教育儿
子不占公物的“陶母退鱼”故事；后汉会稽太守刘宠
勤勉廉政，深得民心，被誉为“一钱太守”的故事；后
汉东莱太守杨振，拒收密赠黄金，曰：“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被后人传颂为“四知先生”
的故事。

每个廉政故事都寓意深刻，配上栩栩如生的图
画。小孙子听得如痴如醉，兴趣盎然。这些故事吸
引了多少孩子和家长在这里流连，在朗朗清风中，
古人廉洁自律的故事，像缕缕春雨滋润着孩子幼小
的心灵。

从廉政文化大舞台沿青砖步道蜿蜒前行，穿过
一片火红的柳叶枫林，是掩映在翠绿竹丛中的圆形
影壁月亮门，火树红花舞，飒飒清风来。门旁一块

“儒韵清风”的牌子上，“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
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的重要原因”，句句箴言让
人警醒，振聋发聩。

一阵花香袭来，蜿蜒数十米的凌霄花拱廊映入
眼帘，橙红的凌霄花瀑布般倾泻而下。这是小区居
民休闲赏花之地，花影婆娑间，廊柱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廉政故事历历在目，读来回味无穷。
一件件，一桩桩，仿若他们将廉洁化作凌霄花的朝
露，滋润浸染着后来者的心田。

小区的廉政文化广场，以它质朴的美和四季的
花香，吸引着小区的居民来此休闲娱乐，更以它鲜
明的廉政文化教育亮色，潜移默化地润泽人们的心
灵，陶冶人们的情操。

当白玉兰的芳香再次溢满廉政文化广场，我漫
步在广场，仿佛再次看到流传在小区里的故事不断
重现。

80多岁的刘奶奶失忆走丢，小区里的居民自发
在深夜四处帮助寻找；大雪封门，早起的人们发现，
小区道路上的积雪，已被不知名的居民清理干净；
春寒料峭中，穿红马甲的网格员为居民上门服务。

是呀，是小区的数千名居民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你帮我助，共同维护着小区的和谐与安宁。我忽然
懂得，最动人的绽放，也许就是这生长在小区居民
心田上那片不凋的廉洁之花，它用一份坚守，将清
芬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那些警示，那些箴言，那些教诲，像朝露，像春
雨，让廉洁之花的根系，悄然扎进了小区的每一寸
肌理，每个人的心田，在这里蓬勃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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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西南的褶皱里，藏着一方被时光温柔
浸润的水土。鱼台，这个名字本就带着江南烟
雨般的诗意，当你踏上这片土地，便会懂得，它
是如何将千年文脉与水乡风情酿成了一坛醉
人的陈酒。

清晨的鱼台，总在运河的桨声里醒来。京
杭大运河如一条青绸，缠绕这座小城。河面浮
动的晨雾里，依稀可见船家撒网的剪影。这里
的水是有灵性的，十七条河流织就的水网，不
仅滋养了两岸的稻田，更孕育出“鱼米之乡”的
美誉。春末夏初，龙虾在浅滩蛰伏，农人赤着
脚穿梭在稻田间，湿润的泥土裹着稻苗的清
香，与龙虾的鲜腥气交织，酿成了独属于鱼台
的季节味道。

行走在鱼台，仿佛翻阅一本厚重的史书。
栖霞堌堆遗址的陶片里，藏着远古先民的智
慧；武棠亭遗址的残碑上，镌刻着鲁隐公观鱼
的雅事。而最令人动容的，是孝贤文化在街巷
里的流淌。

闵子骞“芦衣顺母”的故事，早已化作街头
巷尾的家风训诫，老人讲述时眼角的皱纹里，
盛满了对传统美德的珍视。当暮色漫过老街，
祠堂里飘出的檀香混着孩童诵读《孝经》的朗
朗声，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个旋，将千年的文
化根脉悄然延续。

鱼台的美，美在动静相宜。
白日里，惠河湿地的芦苇随风摇曳，白鹭

掠过水面，惊起涟漪无数；夕阳西下时，滨湖新

区的霓虹次第亮起，现代建筑与古桥流水相映
成辉。夜市里，刚出锅的鱼台大米饭冒着热
气，配上麻辣鲜香的龙虾，食客们推杯换盏间，
烟火气与江湖味在夜色中升腾。记录着稻改
精神的泛黄的老照片与锈迹斑斑的农具，又在
无声诉说着鱼台人改天换地的豪情，让这座小
城既有江南的婉约，又逶迤着鲁地的粗犷。

暮色四合，站在运河畔眺望，水波映着万
家灯火，恍若星河坠入人间。鱼台，这座被水
与历史滋养的小城，始终以从容的姿态，守着
一方水土的温柔，也守着属于自己的岁月清
欢。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永远是游子心中那
片魂牵梦绕的诗意水乡，是鲁西南大地上最鲜
活的乡愁。

提到山东鱼台，我仿佛闻到了稻香，听到了蛙鸣，看到了南四湖一望无际的芦苇、荷叶。那里是
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爱那里的水，那里的文化，那里的乡情；爱我的父老乡亲，更爱我的父母。看到
了宣传鱼台的短视频，工作之余，即兴为家乡写篇短文，以志眷恋——

鱼台：岁月酿就的诗意水乡
北京 李瑞东

济南的烧烤还是
比较有名气的，特别是
每到夏天，室内的、露
天的，到处都有。这几
天暑热难耐，傍晚似乎
有些微风，但好久没有
下雨，燥闷尤甚，约三
五好友聚在一家叫做
喜洋洋的烤串店。

霓虹灯管和大号
灯泡照得周围亮如白
昼，室内大厅和路边的
人行道，排满了方桌和
马扎，袒胸露背的，把T
恤衫卷到脖子下打个
结的，戴着眼镜穿着白

衬衣的也解开衣扣敞开怀。
收银台前的案板上，摆着水煮的花生、毛

豆和各式凉拌小菜，竟然还有一盆煮螺蛳，浸
在咸盐水中，堆成山丘状，神似济南的名胜华
不注。菜单上还有辣炒螺蛳，图片上的螺蛳
伴着切碎的红辣椒，像极了燃烧的小火苗。

螺蛳，久违了，不就是老家里的“屋了”
吗！在济宁也叫“屋了牛儿”“屋了牛儿子”。

本已绵软的思绪，悠悠地飘回老家济宁
的那个村庄。小时候，常和村里几个要好的
伙伴，端着脸盆，提着塑料袋子，去运河畔、
鱼塘边、沟渠草丛摸屋了。那时运河两岸有
造纸、印染和化工的厂子，但河水还算清澈，
沟渠里、水塘里，水草披拂，鱼翔浅底。

水岸边的泥沼里、水草丛中，到处是屋
了，拇指般大小。卷了裤腿，沿着水岸交汇
处，双手伸到草丛底下或泥沼的表层，左右
向中间缓缓合拢，双手聚在一起，向上一托，
就是一捧。碰巧了，还有惊慌失措的鱼虾，
当然也有水蛇、水蛭之类。

那时的屋了、鱼虾很多，半大上午就能
满载而归。堆在脸盆里的屋了混杂着泥水，
沉得端不动，只能挎在腰间，走一段歇一会
儿，要么两个伙伴抬着盆沿，一起抬回家。

抬回家的屋了要及时清洗，放在压水井
的出水口下，抬起井杆压水。水满了，一遍
遍地洗刷揉搓，水浑了，歪着盆倒掉，重新压
水，直到水清了，吐净了泥，屋了也就洗干净
了。盐煮屋了是常吃的一道菜肴，配上花
椒、大料之类。有时到菜园里摘几个辣椒，
辣炒屋了也是大人的一道下酒菜。

屋了好吃，剥屋了也不费事。现在的烧
烤店，方桌上摆着一盒牙签，以前可没有这
玩意儿。用缝衣针太细太尖，捏不稳，不好
用，特别是双手都沾着咸盐水，湿滑，更是拿
不住。常用的“针”，是大扫帚的尖刺。

扫院子用的大扫帚，是用竹枝捆扎而
成，用得久了，竹叶没了，只剩下竹竿枝条，前
端磨得尖尖的，折下来手指般长的一截，粗细
如针，但表层粗粝，不至于湿滑难捏，水洗甚
至手指撮一撮，就用来剥屋了，称手合适。

先把暗红的壳盖挑起来，尖刺扎进屋了
肉里，双手反向旋转，一条螺旋状的屋了肉，
就被整个挑出来。前端是筋道硬实的肉，腹
部灰黄，而尾部发黑，大人有的说不能吃，是
屋了的粪便。但在湖区的大姨家，都说那个
也能吃，我却都是掐掉。拨出的屋了牛儿蘸
点儿醋，鲜美可口，齿颊生香。

那年月的小孩子少了大人的约束，自有
自己的快乐，整天在村里村外、田野河坡疯
跑，折几根棒子秸嚼出甜水来，刨几块未长
成的地瓜在河堤的斜坡上挖个通道烤熟了
吃。发黄的豆棵，折一抱拿到空地上，点燃
了吃烤得焦黄的豆粒儿。再就是跑进菜园
摘几个嫩茄纽儿，拔几个才拳头大小的水萝
卜，咬在嘴里也是香甜可口。

生产队管得不严，少有人看护菜园和田
地，小孩子撒欢地在野外奔跑，寻觅各种吃
物，包括鱼虾、歪子、屋了。母亲不止一次说
起一件事儿，那年夏天，她刚从地里回来，院
门紧锁，邻居告诉她我带着弟弟去运河摸屋
了去了。

母亲丢下锄头就向村外跑，沿着田间小
路奔向河堤，顺着河岸四处找，有人摸屋了、
摸歪子、捉鱼虾，就是不见我和弟弟的影
儿。她急慌慌再折回家，我和弟弟正在压水
井前洗屋了，满满的一盆，脸上、身上都是河
泥。可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小孩子命丧
河水，难怪母亲心有余悸。

……
喝着济南的扎啤，撸着济南的烤串，我

还是独爱煮屋了，也勾起摸屋了、剥屋了牛
儿的回忆。扎啤的诱人味道，在烟熏火燎中
不停地氤氲发酵，不由得有些微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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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碗渴盼了很久很久的凉面，在密集的
蝉声里，就着翠绿的黄瓜丝下肚后，真正的伏
天来到了。

空气滚烫的日子，正好放了暑假。我们村
子西南角的树林，就成为了避暑的天堂。这里
的白杨树、刺槐、榆树自成一大片，浓绿的树冠
遮住满地的野草，成群的麻雀在这里歇着，喜
鹊和布谷鸟在这里做窝。更有树林南边紧邻
的一条溪水，流到西北角是一个吃水湾。

溪水不深，流的是黄河水。每年黄河开闸
的时候，小溪里一片浑黄，自西而东翻滚奔
涌。待到闸门关闭，水流渐缓，泥沙沉积后，溪
水慢慢澄澈起来。水里的鲫鱼、鲢鱼、草虾等
等，在水边的芦苇和菖蒲里游来蹦去。

每天一大早起来，父亲母亲和哥哥就去地
里干活了。还没有通电的茅草屋里，闷热得像
是蒸笼。我和两个妹妹也睡不成懒觉，只能一
起去树林里看小伙伴玩水捉鱼。

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们，穿着大裤衩，油亮

亮的脊背，光脚踩着铁锹，一锹泥一锹土，用两
条土坝将一段溪水截住。他们在土坝里一字
排开，弓着腰，低着头，两条腿杵在水里，上身
和胳膊不停晃动，手里的水盆呼扇呼扇，不停
地往外泼水。

待到他们累酸了胳膊，站直了身子，脚下
的水也不多了。“可以蹚了！”一声吆喝，几个泥
猴儿来来回回，把溪水搅得浑黄不堪。鱼们呛
到喘不动气儿，纷纷跃出水面。小伙伴们可来
了力气，追着鱼儿奔跑，这个跌进水里，那个跌
进水里，一条鱼，又一条鱼，被丢到了水桶里。
鱼在水里没有方向地乱撞，小伙伴们在水里四
仰八叉。我们坐在岸上的树阴里，开心地笑个
不停。

地里的野草锄完了，我和哥哥背着书包，
端着洗衣盆，去树林里洗衣服。树林西北角的
吃水湾里，有很多鲢鱼。哥哥在一只铁夹子上
放上一点馒头，下到水里，铁夹子后边连着一
条长长的麻线，用铁钉固定在岸上。

待鲢鱼咬食馒头，突然间被夹住，哥哥就
把铁夹子拽到岸上，取下鲢鱼，放进水盆里。
我们还用罐头瓶捉虾，里面放馒头渣，瓶口拴
三条麻线，系在一根树棍上，放进水里。隔一
会儿猛然把罐头瓶提出水面，贪吃的小鱼小虾
就成了俘虏。

我洗衣服兼提罐头瓶，哥哥提水兼夹鱼。
衣服洗完，晾在低矮的灌木丛上，我们一边看书
一边捉鱼捉虾。很多时候，书看到入了迷，把鱼
和虾都忘了。想起去看的时候，夹子上的鱼已
经没有力气挣扎，小虾也把馒头渣吃完跑了。

衣服晾干收起，我们端着小鱼小虾回家。
母亲把鱼虾清洗干净，锅里放一点菜油煎好，
烧一锅鲜美的鱼汤。通红的小虾，白生生的鱼
汤，就着金黄的玉米饼子，我能喝上两大碗。

赶上大雨过后，野地里脱过泥坯的坑洼
地，成了一个个大水池。小伙伴们一天天泡在
里面不愿意出来。我们也想去，可是父亲不
让。除非他有空闲时间，带我们一起去才行。

大多时候，父亲去挑两桶水放在院子里
晒。晚饭后我们穿着小裤衩在大槐树下站成
一排，他挨个拿水舀子淋我们。淋净擦干，我
们躺在院子里的草垫上，听父亲讲天讲地，听
母亲说唱好听的歌谣。

母亲手里的蒲扇摇来摇去，我们梦里的星
星，比童话里的蓝宝石还要晶莹绚丽。

伏天里的假期与节气
崔向珍

初伏·大暑

周末聚焦

这天是6月13日。
国家级非遗“鲁班传说”山东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济宁市非遗保护十大模范传承人、曲
阜鲁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党支部书记刘
玉明，鲁班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曲阜鲁班
研究会副会长、金利门业董事长王殿中和经理
秦红梅，带着文创图书及滨盛堂、班门造物、圣
艺鸿和而不同、大国工匠、国礼款红木鲁班锁，
来到孔子博物馆非遗文创大集“鲁班传说·鲁
班锁”展位，在这里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
验活动。

6月14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天上午，济
宁市文化传承中心、孔子博物馆、曲阜市文旅
局、曲阜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先后
来到“鲁班锁”展位，欢迎传承人在酷暑中来到
这里。

6月16日的第20届中国曲阜鲁班文化节
暨工圣鲁班诞辰2532周年祭典，恰逢7月9日
至10日的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多个
佳节盛会。来自山东、北京、河北、陕西、青海、
云南、重庆、福建、吉林、安徽等省市，以及亚
洲、欧洲、非洲的中外嘉宾，络绎不绝前来参观
孔博，热爱动手动脑体验的游客们，在“鲁班传
说·鲁班锁”展位驻足参观体验。

人群中多为大中小学师生，也有年近八旬
的老人。有的观看展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大辞典》《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济宁历史文化

丛书《工圣鲁班》《曲阜的鲁班·世界的鲁班》、
乾隆三十九年版《曲阜县志》等史书，有的在翻
阅《伟人名人与曲阜》《曲阜旅游三字经》《曲阜
鲁班文化大事记》《班门楷模》，有的惊奇地把
玩曲阜“和而不同鲁班锁”。

7月13日中午，木匠门里出身且爱好国学
的长春郭女士，陪着中学生女儿，在国家级非
遗“鲁班传说”展位停留了1个多小时，专注体
验了一至四代“和而不同鲁班锁”。在传承人
演示指导下，母女两人学会了一、二代鲁班锁拆
装。聪明好学的女儿找到了国礼款红木鲁班锁
钥匙，学会了拆解，但最终没学会拼装。母女让
传承人刘老师又演示一遍拆装步骤，郭女士录
像后买下一个，要带回家学习组装。她们表
示，通过体验，深刻领悟了鲁班锁这一发明的
原理和榫卯结构、机关玄奥，深感易拆难装、绿
色环保、老少皆宜、益智健脑的名不虚传。

泰安市旅游大巴司机武先生等游客，对曲
阜鲁班锁拆装把玩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
等待接应参观孔博的游客时，武先生体验了鲁
班锁拆装，并在传承人指导下，仔细翻阅人民
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大辞典》《山东省历史地图集》等史书。
当看到公输子鲁班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曲阜的第4位杰出人物和鲁班里籍与主要活
动地是东周鲁曲阜时，他说：“以后再拉游客在
曲阜、泰山参观时，再有游客问鲁班故里到底

是哪里，我就有发言的权力了。如果再有导游
讲错，我也敢纠正了。谢谢刘老师。”

7月13日下午5点，在为期一个月的展示
体验即将结束时，刘玉明向孔子博物馆赠送了
在第20届中国曲阜鲁班文化节开幕时首发的
杨朝明主编的《曲阜的鲁班·世界的鲁班》新
书。孔子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孔淑娟表示，将把
曲阜鲁班研究会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存入孔博
职工书屋，带领大家认真拜读学习，共同传承
弘扬东方圣城班门圣地曲阜的孔子文化、鲁班
文化。

体验30天：当鲁班锁闪亮孔子博物馆
图文 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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