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悼念叶嘉莹先生
张成吉

风云变幻百年中，诗教传灯遍宇穹。
辅国匡时才女志，迦陵雅韵大王功。
身如弱柳心犹洁，品若寒莲意未穷。
一代宗师归净土，文光万丈忆嘉崇。

悼叶嘉莹先生
张 林

诗殇今日痛潸然，再觅嘉声何处牵？
千叠芳心故山系，万章莹韵此生怜。
曾经多难傲梅雪，终是长情化笔仙。
昆玉披云建安骨，德音不绝律风旋。

悼念叶嘉莹先生（新韵）
姬广良

风摧嘉树动悲声，痛悼迦陵驾鹤行。
淑范映辉芳苑秀，懿德流韵杏坛红。
旌旗一面彰珠锦，宏著千言蕴赤诚。
热泪潸然思不尽，诗书开卷见音容。

悼叶嘉莹先生
孙者奎

诗家百岁赴西峦，感动中华就此看！
唐宋词心安续考，人间况味正承残。

裸捐资本名声震，抱朴浮生著作钻。
淡泊无关篱竹客，风流却是殿堂冠。

悼念叶嘉莹先生
翟登勋

吟坛泰斗梦千秋，徒惹幽怀岁月愁。
雅韵传声惊宿鹭，清词着意化浮鸥。
昔时绛帐春风暖，此际灵台冷雨飕。
忍看遗篇思不尽，悲歌永念泪难休。

登峄山（通韵）
闫百川

峄凫群岭映穹空，似见娲皇垒玉虹。
五体俯伏羊辇道，一足天堑锦囊功。
仙人棚下怀今古，圣水甘泉饮寸衷。
奇蕴巑岏期望礼，孤桐万载曲无终。

演武场怀古（通韵）
徐长富

登临山左雪峰冈，遥想群雄武艺强。
跃马腾空追日月，挥刀舞剑断阴阳。
锣鸣鼓震声威远，将猛兵精豪气昂。
水浒遗痕名胜地，倚栏凭吊话炎凉。

初 冬
杨先进

初冬启幕菊含羞，寒野孤亭动客愁。
荷卧枝残存铁骨，枫飘叶灿竞风流。

雁鸣阵阵情难尽，笛唱声声意不收。
看惯红尘轮替事，铺笺翰墨乐书楼。

咏“莲台春色”
王兴龙

凿破层岩出石莲，碧松隐远四禅天。
翠盘露浥迎红日，霞粉香消照紫烟。
一地霜花闻鹤唳，三犁风月任牛眠。
千年光气不为老，潜动春潮由梦还。

读《水浒传》有感（新韵）
史月华

百八好汉上梁山，除暴安良气浩然。
兄弟同心兴大业，金兰结义闯难关。
天罡地煞威名铸，剑影刀光捷报传。
水浒英雄长饮恨，千秋功过任人谈。

初冬夜雨
殷家鸿

初冬嘉澍发偷声，梦醒时分透晓明。
日静月闲邀五柳，脚飞步健访三清。
疏梅烟岭傲霜立，冷水冰舟载客行。
昨夜秋风今夜雨，一方天地一方情。

残荷赋
金 海

秋霜渐降冷池塘，败叶枯枝诉寂凉。
昔日娇颜倾国色，今时瘦影对寒阳。

风摇残梗香魂散，雨打枯蓬韵味殇。
莫叹繁华容易逝，来年盛夏又芬芳。

微山采风随感
姜广亮

初冬远足采风宜，景色融情一路诗。
神祖陵前寻古韵，独山湾外荡清漪。
南阳镇上听秦调，微岛湖边吟宋词。
细雨陪行心欲醉，撷来律赋裹金枝。

读伟人《沁园春·雪》（新韵）
李兆月

黄钟大吕世绝文，华夏河山尽绘神。
笑傲君王皆武道，风流人物只毛尊。

老宅菊花
陶可省

老宅曾栽两菊丛，一丛黄色一丛红。
霜来先后芳菲绽，雪压枝头腊蕊风。

沁园春·济宁
蒙建华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有东文
西武，交相辉映；南湖北佛，合璧同生。儒韵
芳风，文明圣地，孔孟颜曾集大成。和为贵，
赢万方景仰，本固枝荣。 天时地利人

灵。好光景、今朝更绮情。赞崇文尚义，尊贤
慕德，梁山义气，泗水泉鸣。邹峄峰青，微湖
水碧，东部新城气势宏。志于道，迈向新高
地，再举隆兴。

鹧鸪天·立冬抒怀
李传生

丹木凋枯惜草残，冬风吹竹送新寒。经
秋远树叶栖地，得月晴空星漫天。 心有
意，口无言。昏昏沉滞又穷年。无由世上诸
多累，万里千家祈福安。

一剪梅·生日偶感
田军海

不惑之年发渐疏。清颜愈少，万里归
途。与时俱化觅宏图。怎敢荒芜，年岁须
臾。 夫道不争盈与虚。白驹过隙，吾汝皆
如。光阴浩瀚最无穷，朝暮相知，唯有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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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探微

人物志“从来擢督抚，德才量并重。以此下僚中，
百不一二中。自知县起者，臻斯必超众。晋也
实其人，故悉下情洞。更兼习河务，要任久倚
用。乃以治河决，来豫屡稽功。愤懑因致疾，
不起诚堪痛。历历怀旧臣，中外资经综。而予
未歇肩，吁后期与共”，这是240多年前，乾隆
皇帝为治河名臣、泗水县原知县、文华殿大学
士兼两江总督高晋所作的怀旧之诗。

高晋琐事
清代承袭明制，没有宰相一职。中堂、相

国、首揆、协揆、内阁大学士，非官方称为宰相、
相国。高氏一门三拜相，朝野负盛名。

高晋（1707—1779），字昭德，高佳氏，祖籍
辽阳，满洲镶黄旗人。据《钦定八旗通志》《光绪
山东通志》《清史稿》等，雍正十年（1732），高晋
由监生授山东泗水县知县，十三年调知海阳。
乾隆年间任过知县、知州、知府、道台、按察使、
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加太子少傅、太子太
傅，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组织编纂了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卒谥“文端”。

叔父高斌在乾隆朝曾任吏部尚书、直隶总
督、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定”。
高斌之女入宫“侧福晋”，封为乾隆“慧贤皇贵
妃”。高晋长子高书麟，嘉庆年间曾任协办大
学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卒谥“文勤”。

高晋仕途一帆风顺，但在出仕之初，也是
充满了渴望晋升的焦虑感。清代袁枚《新齐
谐》记录了“高相国种须”的故事，读来令人忍
俊不禁。故事是这样的：“高文端公自言年二
十五，作山东泗水县令。时吕道士为之相面，
曰：‘君当贵极人臣，然须不生，官不迁。’相国
自摩其颐，曰：‘根且未有，何况于须？’吕曰：

‘我能种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笔蘸墨，画颐
下如星点，三日而须出矣。然笔所画，缕缕百
十茎，终身不能多也。是年迁邠州牧，擢迁至
总督而入相。”为升官大搞封建迷信者，古今有
之，止增笑耳。

光绪《泗水县志·艺文志》有《朱孝妇》，系
泗水亮庄人、进士于相德为孝妇宋氏立传。宋
氏是城北南白石村（今泗水县高峪镇南白石
村）宋海之女，嫁亮庄村朱振学。丈夫在外雇
工，宋氏在家纺线供养婆婆。不久，婆婆患病，
卧床不起，宋氏衣不解带，在床边侍候十多日。

一天，婆婆对她说：“我的病，吃了鲜肉就
可以治愈。”家里一贫如洗，宋氏无可奈何，只
好割取左臂肌肉，假称是猪肉。婆婆吃了熟
肉，大病果愈，却发现宋氏左臂包扎，再三询问
才知道实情，婆媳抱头痛哭，感情愈深。

这又是古代二十四孝中“割肉奉老”故事
的翻版，荒诞不经。但在封建社会，官府却极
力宣扬。雍正十二年，高晋深为嘉奖，宋氏“以
为虽出愚孝，而真诚所发，有不容掩没者”，颁
发“诚孝永垂”匾，并报请山东巡抚岳濬，赐予

“孝笃慈帏”匾，刑部侍郎、原署山东巡抚王国
栋赐予“愚孝堪表”匾。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壬申，高晋升为文华殿
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于四十一年随驾“南
巡”，三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在泗水期间，将当
年知泗水时所赐牌匾撤去，补题并书，换成新
匾。五十七年闰四月，高晋之子高书麟再立

“孝行可风”匾。

修建“三堂”
高晋在泗“勤政爱人，悉能行其所学”，重

视慈善事业，主持修建了普济堂、育婴堂、留婴

堂。清代光绪《泗水县志》记载：“养济院，一名
普济堂，在县西门内转南，草房九间，中官厅一
座。明洪武二年，主簿王惟一建。景泰七年，
知县何琚修。国朝雍正十三年，署泗水县事高
晋重修，草房三十三间。”这条记载，把养济院、
普济堂等混为一谈。

养济院，在金代承安四年（1199）就开始在
都城和各州县设立，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收养
平民过冬。明代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诏

“天下郡县立孤老院，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生
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后改称养济院，并出台
了供养标准。明代万历元年《兖州府志》记载
泗水县有“养济院”，在“预备仓南”，而“预备在
县西南隅”。

养济院是官办机构，存在收养员额的限
制。清代康熙三十六年，京城有和尚、居士创
建普济堂，收养贫病老者。光绪《泗水县志》有
高晋《普济堂碑记》，记载“钦遵雍正十二年上
谕，檄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仿京师之例，建
普济、育婴两堂，凡在属员，莫不踊跃遵行。”

高晋带头捐款，儒学训导、教谕和典史响
应，全县上下累计捐款六百九十两。雍正十二
年七月，在城西南隅的官地开工建设普济堂，
占地两亩二分半，两月竣工，建有草房二十三
间。四周修筑土墙，前面建门楼一座，院内正
房三间，正房之后分为东、西院。其中，东院、
西院各九间分别收养男性、女性贫穷孤独者，
各一间作为厨房。并选择诚实乡人，管理堂内
事宜。在普济堂之东，另开一门，设立育婴堂，
建有草房六间、门楼一座，在城外向南门，建造
留婴堂一间。

建成“三堂”之后，高晋制定了供养标准：
凡是普济堂的贫民，每日给米一升，每月给盐

菜柴薪制钱一百文，单棉衣服两年一换。育婴
堂乳母，每月给功食银五钱；凡是送来子女者，
路远、路近的分别给盘缠五钱、三钱。

高晋充分谋划“三堂”资金保障，捐款余银
五百两，借给商家，每月利银五两三钱。又有
官庄改为义田地四百一十七亩四分、范某控诬
逼弟等事案内入官地五亩，生员张贤哲乐捐地
五十亩，每年在缴纳丁地银、漕米、德米等之
外，当利租息用于“两堂”运转。大功告捷，高
晋感慨万分，他自信“今而后岁需充裕，源流收
养毋论无告，穷民不须耕田凿井，已能饱食安
居，熙熙嗥嗥，远迈乎唐虞之世”。

泗水县养济院、普济堂等分设，直到乾隆
三十五年《兖州府志》仍载“养济院，在西门内，
房九间”“普济堂，在城西南隅，房二十三间”。
至于光绪《泗水县志》载，普济堂“草房三十三
间”，应是将“三堂”草房三十间、门楼三座合并
计算的结果。故《泗水县乡土志》盛赞高晋的义
举，“公广（普济堂）至三十三间，全活者无算”。

维修仲庙
泗水是先贤仲子故里，明代万历十九年

（1591），知县谭好善在县城东南重修仲庙。历
经百年沧桑，时至康熙末年，仲庙已是“风飘其
瓦，雨蚀其楹，加之潦水频溢，下湿上腾，不惟
垣折楣摧、廊腰壁面成瓦砾，而且居神殿内并
可夜数天星，所存者止有茅屋数椽，以陈俎豆，
此衣冠之士所以兴茂草之嗟也”。

雍正七年，皇帝下诏：“圣贤忠烈俱有茔墓
祠宇应修葺者，着动存公银两，委官经理。”时
任泗水知县孙鹏申请修建仲庙，“谭公讳好善，
建祠自公始，然只瓦屋一间，予莅任初，即以宜
敛兴大庙，通详上司。未几，抚军启奏准行，是

方遣官估计”，督抚宪司飞檄曰“泗与济孰重，
详议以闻”。到底是修葺泗水仲子庙，还是修
葺济宁横坊仲子庙，两地争执不休。

有道是好事多磨，孙鹏作诗《谒仲子庙六
首》，在惆怅中辞职南归昆明。雍正九年，高晋
出任泗水知县，“适遇铁岭高公讳晋者，以名臣
世胄来莅兹土，乃挺然曰：仲子生于泗，长于
泗，父母茔域亦在泗滨。虽身葬澶渊，裔居济
上，而遐追负米之孝思，必不忍违父母之邦，而
依依于远羁之云，仍也泗为重”。

高晋一语中的，上峰也认同此议。于是，
他详情估修，“占石若干，木若干，杂物、工匠若
干费”，泗水仲庙修复列入计划。之后，高晋调
署海阳，黄志亮署泗水。次年即乾隆元年，钦
定重修。二年二月十三日动工，黄志亮奉委督
工监造，三年十月告成。

清代，曲阜衍圣公题奏仲氏翰林院五经博
士的世袭爵位，颁发关防、图记。颜、曾、孟、仲
四氏翰博作为圣贤后裔，每遇国家祀典、万寿
圣节、皇帝祭太庙、拜国子监孔庙，需随衍圣公
入京去鲁祭孔迎驾，或得赐御宴或赐衣物，或
得以垂询。

孔府与仲府的关系，是大宗户与小宗户的
宗族关系。泗水仲庙成功修复，“过者曰巍峨，
瞻者曰轮奂”，让衍圣公孔广棨喜上眉梢，他赞
曰“彼贤良节烈，尚有祠宇以励风化，何况勇行
卫道之名贤，实为兴廉起懦之警铎，反无华屋
以肃仰瞻，其谓之何？则高侯与孙黄两尹之辅
治也，旨矣”。

顺治年间，泗水仲庙有钦赐“除租地”六十
余顷，收入以供祭祀开支、维持仲府运转等，但
是明代的公捐田为“奸民隐盗”。高晋大怒，一
方面派员检查核实，一方面印册关存，严格执
行仲庙祭田享受顺治十三年“一切地亩杂项差
徭概行蠲免”的政策，此举让“仲氏子孙爱之戴
之，家颂而户扬之于靡已也”。

乾隆六年十月，翰林院五经博士仲蕴锦立
碑，请求孔广棨题写碑文，就是今天见到的《钦
修仲子庙碑记》，“上以志圣天子崇道之懿典，
下以纪良大夫高公将美之徽猷”。

人心是杆秤，仲氏敬仰高晋溢于言表。今
有微山文友仲君伟帅相助，查找仲蕴锦吟诗
《题邑侯高昭德小照》，诗云：“松声谡谡水声
沉，鹤立空阶理素琴。举首泉林山上月，年年
清影照冰心。”高晋字昭德，邑侯即知县。敬仰
之情更是见诸行动，嘉庆《仲里志》收录嘉庆十
二年《仲家浅倡创修义塾序》，载“泗水仲庙，即
少寇先相国高公所建也，今庙左有高公像
焉”。上文有“少司寇长白广公”，即长白人、少
司寇（又称少寇，刑部侍郎的别称）高广兴，是
高晋幼子，助力创修今微山县仲家浅义塾。“长
白人”指长白山人，清代长白山被推崇为神山
圣地，视为存瑞凝祥、列祖龙兴的象征，高广兴
隶属满洲镶黄旗，自称“长白人”是显示高贵，
并非实指籍贯。

图为《南巡盛典》中泉林行宫图
■资料图片

高晋，起于泗水的“宰相”
庄新明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
谈迁所著游记《北游录》
中，有“大长沟，春秋西狩
获麟处”的明确记载，指出
了春秋时期西狩获麟的确
切地点就在“大长沟”，而
大长沟即今济宁市任城
区长沟镇。

谈迁（1594—1658），
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马
桥）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
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
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
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
遗民”。改名“迁”，纪念亡
国的哀痛。他在史学界享
有很高的荣誉，被称为“司
马迁第二”。

天启年间，谈迁为查
阅《明实录》中的重要史
料，想方设法结识了南京
户部尚书张慎言，两人一
见如故，成为挚友。谈迁
在崇祯十五年元旦的笔
记中写道：“余始谒先生，
命与伯坦同研，谆谆提
命。夕漏下，先生入寝，
余辈仍畅论。于今昔之
致，未尝不娓娓言之也。”
因此，张慎言请谈迁做了
自己的记室，这为谈迁查
阅《明实录》提供了极大
方便。

崇祯十七年（1644）
三月，张慎言任满返回北
京，离开南京前，把谈迁
推荐给新任南京户部尚
书高弘图。不久，北京被
李自成攻陷。崇祯十七年五月，逃到南京的明
朝宗室和大臣推举福王朱友崧登基称帝，建立
南明朝廷，改国号弘光，高弘图入阁，张慎言为
吏部尚书。一年后，南明朝廷灭亡。清顺治十
年（1653）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
谈迁做记室，随他从运河坐船进北京。

途经长沟时，见运河上的船只往来穿梭，
岸上人来人往，两岸商铺鳞次栉比，南腔北调
不绝于耳，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为能顺利
渡过北边的水脊南旺分水岭，朱之锡令船工把
船停在获麟古渡码头，休整一天。谈迁信步走
上码头，与老人们攀谈，搜集长沟历史文化的
第一手资料，也为他后来撰写《北游录》详细记
录长沟埋下了伏笔。

谈迁到达北京后，在朱之锡的帮助下，查
阅大量朝廷保存的史料，走访明代故臣、太监、
遗老，搜集明代遗闻，实地考察遗迹，加以补
充、修订，著述鸿篇巨制《国榷》，前后用去了30
年。为编撰此书，他不顾讥笑嘲讽与家境贫
寒，四处访亲告友，借书抄书，常为借一本书而
行百里路，风餐露宿，无悔初衷。他6次删改初
稿的《国榷》，长达400万字，却被窃贼盗走。
53岁的他，立即着手再次编纂，又用了4年时
间，最终完成了流传至今的《国榷》，计500多
万字。

谈迁一生著述颇丰，有《枣林杂俎》《枣林
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
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
《史论》二卷等。

在《北游录》中，谈迁明确记载了长沟的重
要地理位置和有关麒麟的捕获处。“钜野县在
漕渠西八十里，古大野泽也，闸旁戍楼曰通济
台。十里小长沟。五里则嘉祥县大长沟。嘉
祥古武城，子游弦歌处。大长沟，春秋西狩获
麟处，旧有坊曰获麟渡，亦大聚落也，有石堡，
顷者柝警。凡津要或戍楼，或堡分戍，桴鼓始
息。” ■图为西狩获麟处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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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济宁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腾腾的糁汤
开启的，是从一碗香喷喷的甏肉落幕的。但
是，这些本地人奉为美食天花板的小吃，却常
让外地人感觉“很受伤”，因为他们不会读这些
美食的名字。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独家风味小吃的秘
籍，名字一般都通俗易懂，就是为了口口相传：
北京烤鸭，天津麻花，兰州拉面……都一语道
破、一目了然。

但是在济宁，外地人想吃的话，有时就不
仅拼文化程度，还要拼文化底蕴。仅仅遍布大
街小巷的鸡糁、羊糁、猪糁，就让外地人感觉，
这字儿从小学到大学都没见过。按照“见生字
念一半”的思维惯性，就会读作“shen”汤。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来济宁探亲访友时，去
喝糁汤，自己心里还很疑惑，大热天的喝参汤，
多上火呀。直到糁汤端上桌才知道，这是用鸡
汤冲的鸡蛋，也才知道“糁”在济宁不读“shen”，
而是念“sa”。

大凡地方小吃，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只是

近年来才有安徽牛肉板面在石家庄的遍地开
花。一位居住河北的朋友，回原籍安徽探亲，
想吃正宗的安徽板面，找了几条街也没找到。
据说除了太和县，安徽其他地方板面并不多。

济宁的甏肉干饭，是又一种让外地人见名发
蒙的美食。一些门面不大的餐馆，挂着“中华第
一甏”“运河第一甏”的醒目招牌。所谓甏肉，是
精选新鲜五花肉或里脊肉，配以传统特殊工艺制
成，伴米饭同吃，确实鲜香，已有600多年传承。
而这个甏字，就难住了没做过攻略的外地人。其
实，这个字念“beng”，四声，也并非生僻字。

以鲁菜做底蕴，既有孔府宴的精致，也有梁
山菜的粗犷，还有微山菜的鲜美。所以，济宁小

吃也是真正的味道鲜香、营养丰富、花样繁多。
尤其是一些小巷里的小馆，更是别有风味。

一日，在一家小馆专门点了一盘很家常的
肉丝炒绿豆芽。年长的老板兼厨师兼服务员
说，越是家常菜越难做。他的这道菜讲究食
材，肉要用里脊肉，绿豆芽要用小店自己生的
绿豆芽，这样炒出来，才能肉丝嫩滑鲜香，豆芽
粗壮爽脆。菜端上来，果然话符前言，肉荤菜
素，二者融汇，口齿留香。

一个人对家乡的认同，包括对其历史文
化、风俗习惯、方言俗语等多方面的认同，这也
体现在口味上。我自童年离开故乡济宁市泗
水县，在东北生活了几十年后，于几年前回乡，

吃到一款汤菜时，我竟脱口而出：滑丸子。
亲友都很好奇，都说滑丸子只有咱们泗水

有，难道东北也有？我说东北哪有这个，只是小
时候在家乡吃过，几十年都忘了。今天这地瓜面
的滑丸子一进口，名字一下子就自己蹦出来了。

想想，自己都觉得神奇，难道味觉也能刻
在基因里？作家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
碗人间烟火”。信矣。

后来又到济宁，正逢满城飞花时节。一
日，在古运河边遇到一棵大树，在东北林区工
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我，却不认识是何树种。亲
友颇为费解，连杨树都不认识？我打开手机软
件一查，还真是杨树，只不过不是东北常见的
青杨，而是土生土长的杨树。亲友还捡拾了一
些落下的杨花，我问这毛毛虫样的东西有什么
用，他说今天晚上可以加一道特色菜。在他的
精心调制下，这菜果然别有风味。

济宁地处运河中段，自古南北通衢、商业
发达、民风豪爽，而美食小吃也自有其风味，真
的让人吃一次想一生，吃今生想来生。

糁汤甏肉及其他
张学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