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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孟子故里邹城市的峄山，秦汉时期就
著称于世，它是中国古代立志的九大名山之
一，《诗经·鲁颂》《水经注》均有记载。《诗经》有
言：“泰山岩岩、奄有龟蒙、保有凫峄，遂荒徐
宅”，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峄山就同泰山、
龟山、蒙山并列，难怪秦始皇把峄山作为东巡
登临第一山。

据《史记·封禅书》载：“即帝位三年，东巡
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在《史记·秦始皇

本纪》又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
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
望祭山川之事”，讲的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率群臣东巡，“乘羊车故道”首登峄山，并命丞
相李斯撰文刻石，颂其功德，即著名的《秦峄山
碑》。

后来诗圣杜甫来兖州，他在《登兖州城楼》
一诗中，描述了纵目远望时看到和想到的景
物。其中，“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写的是
东南方孤立的峄山之上，还有秦碑在；峄山往
东不远，已经荒废的曲阜古城内，还有汉代刘
馀建造的鲁国宫殿残迹。

根据资料记载，秦碑在唐代晚期已损毁，
今天存留的是元代复刻品。明万历十六年（公
元1588年）六月王自谨书“羊车故道”4字碑，
碑阴刻邑人麓原公潘榛《峄路十句文》，其文
云：“历千百春秋，人络绎不绝，皆求畅宕进取，
试探万千回，果然走出了路……”时至今日，

“羊车故道”的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仿佛在诉
说着秦皇驾临的盛况。

羊车故道位于峄山东南，因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东巡，乘羊车驾临峄山所经之路而

得名。由太平兴国寺南口，沿大百步石而上，
一路东北，到大石竖止。刻石“羊车故道”为
李铎于甲戌年题写，是峄山风景区的标志性
景点。

此处为什么叫“羊车故道”，是由于峄山石
滑坡陡，不方便行走，当年秦始皇就是坐着“羊
拉的车”上去的，所以称为“羊车故道”。那么，
羊车到底是不是“羊拉的车”呢？

相传在黄帝时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
车，《左传》和《墨子》《荀子》等书则记载了奚
仲造车的传说。而从甲骨文和商周的考古
发现，也可证明我国有着悠久的造车和驾车
历史。

车作为先民陆路交通的重要工具，一般以
役使畜力为主，也有用人力推挽的。在畜力车
中，又以马车、牛车、驴车、骡车最为常见。说
到羊车，按常规理解自应指羊拉的车。但在我
国古代，最初的“羊车”并非指羊驾之车，后来
的羊车也不都用羊来牵引。

羊车早载于《周礼》，《周礼·考工记》便有
关于“羊车”的记载。东汉刘熙在《释名·释车》
中这样解释：“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

今犊车是也。”《逸雅》一书也有相同记载。这
说明东汉时的“羊车”其实就是牛车，只不过它
的装饰较为讲究罢了。由于这种小轮车装饰
华美，因而在皇宫中较为适用。

历代也一直把羊车列为宫廷用车之一，这
在正史的《舆服志》或《礼仪志》中多有记载。
另据《隋书·礼仪五》云：“羊车一名辇，其上如
轺，小儿衣青布袴褶，五辫髻，数人引之。时名
羊车小史。汉世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又
云：“其制如轺车，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驭
童二十人，皆两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
谓之羊车小史。”

辇，在古代是用人力牵挽的车。轺车，是
两汉时代一种轻便快捷的小车，双曲辕驾单
马，上有篷，可四向远望，官吏公务外出多乘坐
之。羊车既然“一名辇”，又“其制如轺车”，则
应当是一种人力轻便车，车身及车轮都绘有彩
漆，或镶嵌金宝，张以锦盖，悬以丝幔。拉车的
均为十四五岁的少年，头上梳着两绺或五绺发
髻，身着青碧色的衣裤。

由此看来，秦始皇当年所乘“羊车”，可能
就是装饰讲究的小车，而非“羊拉之车”。

秦始皇登峄山是羊在驾车吗
图文 苑举磊

济宁，这座承载着
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
的城市，在千年前曾迎
来一位伟大的诗人
——李白。从36岁至
59岁，他在此客居23
年，济宁的一草一木、
风土人情都融入了他
的笔墨之中，成为了他
诗歌世界里独特而璀
璨的存在。

开元二十四年（公
元 736 年），李白携妻
许氏、女儿平阳来到任
城，也就是如今的济
宁。在这里，他开启了
一段与这座城市相互
交融的生活，儿子在此
出生，女儿在此长大。
济宁于他而言，已然是
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乡，
正如他在诗中所写“我
家寄东鲁，谁种龟阴
田”，一个“家”字，饱含
着深深的眷恋，道出了
他对济宁这片土地的
归属感。

济宁的山川景色，
常 引 得 李 白 诗 兴 大
发。那壮丽的山河，在

他笔下幻化成了绝美的诗篇。他眼中的任
城是这般雄丽：“香阁倚日，凌丹霄而欲飞；
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其雄丽有如此
焉。”

这般描绘，让我们仿佛看到楼阁高耸，
似要冲破云霄，石桥横跨水波之上，如彩虹
静卧，绚丽而又壮观，尽显济宁城的大气磅
礴与独特韵味。

李白好酒，在济宁的时光里，美酒相伴
的日子也催生了诸多佳作。“花间一壶酒，独
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
许，在济宁的某个静谧月夜，他就是这样自
斟自饮，对着天上明月与地上影子，倾诉着
心中的豪情与愁绪。济宁的月光洒落在他
身上，见证了这位诗仙的洒脱与浪漫，也让
这诗句带着济宁那夜的气息流传千古。

济宁的淳朴民风，也深深触动着李白的
心弦。他游历此地，感受着百姓们质朴的生
活，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汲取创作的灵感。“鲁
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
寄南征。”

那如汶水般浩荡的思念里，又何尝没有
对济宁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牵挂呢？他将自
己的情感融入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书写之中，
用诗歌记录下那些温暖又真挚的人间烟火
气。

李白在济宁期间，足迹遍布山东大地，
他四处游览，所见所感皆化为诗篇。“五月相
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月
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在跋涉的旅途中，济
宁给他的力量，他对这片土地情义的珍视，
都跃然纸上。

而在济宁城中，他看着眼前的景象，也
会发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
子意，落日故人情”这样的感慨，离别之际，
对济宁的不舍之情，如同那落日余晖，悠长
而深沉。

李白在济宁留下了大约59首（篇）作品，
这里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所在。那些诗篇里，
有对济宁自然景色的赞美，有对生活点滴的
记录，更有对内心世界的抒发。他的诗如同
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将千年前济宁的风貌徐
徐展开在我们眼前。

如今，李白虽已远去，但他在济宁留下
的众多诗文与遗迹，已然成为历史文化的瑰
宝。透过那些或豪迈、或婉约、或深情的诗
句，依然触摸到那个时代济宁的温度，感受
到诗仙在济宁时光的喜怒哀乐。

李白用文字让济宁在历史长河中熠熠
生辉，让后世之人循着诗歌的脉络，去探寻
这座城市曾经给予他的滋养，去领略千年前
那段诗与城的美好故事。

在济宁的大街小巷，太白楼前仿佛还能
看到李白醉酒吟诗的身影，还能听到他那爽
朗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他笔下的济宁，将
永远鲜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里，成为我
们心中一抹独特而永恒的诗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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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泗水南山脚下，住着
一对母子。母亲年迈体弱，
儿子王小是个朴实憨厚的青
年。他心地善良，靠砍柴为
生，日子虽清贫，但母子俩相
依为命，过得倒也踏实。

一天清晨，王小在山上
砍柴，一只被老鹰追赶的白
喜鹊飞到他身前。王小心
生怜悯，挥起斧子赶跑了老
鹰。白喜鹊停在他的肩头，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仿佛在
说：“恩公，我会报答你的。”
王小微微一笑，没放在心
上。

又一天下午，王小上山
砍柴，突然狂风大作，飞沙
走石。他赶紧爬上一棵大
树躲避，隐约看见一个妖怪
背着一位美貌女子匆匆经
过。那女子哭嚎不停，显然
是被妖怪抓走的。

王小怒火中烧，抡起斧
子扔了过去，正中妖怪的脖
子。妖怪惨叫一声逃走了，
在地上留下一串血迹。王
小从树上下来，顺着血迹一
路追踪，来到一个被荆棘遮
住的小洞前。他顾不得刺
痛，拨开荆棘，见洞内一片
漆黑，决定先回家，砍些柴
草再做打算。

回家路上，王小听到人群议论纷纷，原来当今皇
上的妹妹——皇姑被妖怪抓走，官府贴出皇榜，承诺
救回皇姑者，男的招为驸马，女的赏赐金银珠宝。王
小心里一动，决定去救皇姑。

王小揭了皇榜，被送到县衙。县官是个大贪官，
半信半疑，和狗头军师黑乌鸦密谋后，让王小带路，自
己坐着八抬大轿，带着衙役们上山。来到洞口，县官
让王小下去。王小无奈，只得在腰间系上绳子，被衙
役们慢慢放到洞底。他往前走着，渐渐亮堂起来，听
到了女子的抽泣声。

王小向那女子说明来意，那女子正是皇姑。她告
诉王小，妖怪被砍伤后，让她煮盐水清洗伤口，准备明
天拜堂成亲入洞房，后天吃掉砍伤他的王小。皇姑让
王小藏在裙下，进了妖怪的卧室。

那是个牛头马面的怪物，身高丈二，嗅觉灵得
很。他察觉到陌生人的气味，好在皇姑机智应对，让
他转过身去。伤口血肉模糊，皇姑倒上盐水，妖怪疼
得嗷嗷叫，没多久就睡着了。皇姑趁机踢了王小一
下，他心领神会，从裙下钻出来，一斧砍下妖怪的头，
又施妙计解决了小妖们。

要出洞了，王小让皇姑先上去。皇姑感激他的救
命之恩，递给他一块罗帕，说是定情物。王小收好罗
帕，用绳子捆在皇姑腰间，晃动绳头的铃铛，洞口的衙
役拉绳，皇姑上去了。

县官大献殷勤，抬轿送皇姑回县城。留下的两个
衙役暗中作梗，用绳子把王小拉到半空时，一松手，王
小就摔了下去。他们回去说，绳子断了，王小摔死
了。皇姑大哭，县官又护送她回京城。

王小坠入洞底，昏迷了七天七夜才醒来，发现洞
壁上有一条小白龙。它是泗河龙王的太子，因酒后行
雨触犯天条，被玉帝钉在这里。王小帮他拔掉钉子，
小白龙立刻变成白面书生，两人结拜为兄弟。小白龙
又腾云驾雾，把王小送回家。

回到家里，王小见老娘哭得两眼红肿。原来，县
官说他救皇姑时摔死了，皇上赏赐了县官和衙役们很
多金银财宝。王小这才明白自己遭人算计，气得直哆
嗦，向娘说了事情的经过，娘这才相信他。

正好，黑乌鸦路过，听到说话声，从门缝里偷偷一
看，发现王小没死，吓得跌跌撞撞跑回县衙。县官又
以有人冒名顶替王小为由，派衙役前来捉拿。王小双
拳难敌众手，罗帕被抢走，身上也多处受伤。

好不容易逃脱的王小，向泗河跑去。他听小白龙
说过，泗河里有龙宫。他纵身跳入河中，河水自动分
开，一队虾兵和一队蟹将前来迎接。在后面追赶的衙
役看得目瞪口呆，回去禀告县官说，王小跳入泗河，被
虾兵蟹将吃掉了。县官与黑乌鸦摆宴庆祝，以为再没
有后患。

虾兵蟹将领着王小来到龙宫，小白龙早已等候，
两人相见甚欢。在龙宫，王小吃喝的都是美酒佳肴，
但他挂念母亲，想着早点回去。小白龙说：“我父王会
赠给你金银财宝，你都别要，只要龙宫门环上的那个
小葫芦，能保全你的三个心愿。”王小依言而行，得到
了小葫芦。

回到家中，王小先是许了第一个心愿，找回了罗
帕；又许了第二个心愿，让娘如愿看了七仙女跳舞。
七仙女出现在门前，载歌载舞，把娘看得目瞪口呆。
然而，这一切又被黑乌鸦看到了。他是个老色鬼，非
要与仙女跳舞，结果仙女们化作清风，钻进了小葫芦。

黑乌鸦心生一计，摆下酒席，假装为王小接风。
王小不知他干过的坏事，经不住诱惑，赴了宴。结果，
黑乌鸦暗下蒙汗药，骗取了小葫芦，随后麻倒了王小，
用绳子捆得像个粽子，扔进了后院的枯井，盖上了大
石板。

黑乌鸦拿到小葫芦，高兴得不得了，还没等他许
完心愿，那只白喜鹊从天而降，衔走了小葫芦。黑乌
鸦急得拉弓射箭，白喜鹊扔掉小葫芦，正巧落在一只
锦毛鼠的脚下，锦毛鼠衔起葫芦就跑。

黑乌鸦命人追赶，锦毛鼠跑啊跑，跑到了大厅里，
爬上了梁头，钻进了瓦缝间。黑乌鸦下令拆房，弄得
尘土飞扬。锦毛鼠又跑到另一个大厅，再跑，再拆，再
拆，再跑……最后拆了四五座大厅，锦毛鼠跑到了大
街上。白喜鹊飞来，又衔走了小葫芦。

再说，皇姑听说救命恩人王郎摔死，一直闷闷不
乐，整天在后花园唉声叹气。这天，白喜鹊衔着小葫
芦飞来，围着皇姑叫个不停。皇姑叹道：“你知道我的
心思吗？”白喜鹊似乎听懂了她的话，把小葫芦放在地
上，竟从里面飞出了那件定情的罗帕。皇姑手握罗
帕，泪如雨下，喃喃道：“莫非王郎还在人间？你能带
我找到他吗？”白喜鹊点头，示意皇姑跟随。

皇姑立刻禀告父皇，皇帝派将军带兵，白喜鹊飞
在前，皇姑坐轿在后。众人来到泗水，找到黑乌鸦的
后院，掀开枯井的石板，救出了王小。王小对着小葫
芦许下第三个心愿：“希望宝葫芦物归原主，回到泗河
龙宫。”话音刚落，小葫芦发出一道光芒，飞向了泗河。

王小的母亲舍不得离开泗水，皇姑便与王小在这
里成亲，男耕女织，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多
年后，皇姑与王小去世，合葬北山脚下，就是现在的皇
姑坟。而那只白喜鹊，也时常在墓前盘旋，守护这对
有情之人。 根据赵忠娥（89岁）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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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汶上县白石镇郭林村，有一处远近闻名
的明代万历年间资政大夫、工部尚书郭朝宾
的豪华墓地，始建于万历十三年（1586年），距
今已有近440年的历史，乃万历皇帝命时任
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亲自来郭林村督建而成。

郭家墓林门前，一对华表耸立两侧，一对
威风凛凛的雄狮对视分立，刻有“敕建”二字
的牌坊端庄大气，马、羊等吉祥物石刻群栩栩
如生，文官武将雕像肃立两旁。二道牌坊上
刻万历皇帝亲赐祭文及龟龙碑祭品，南北宽7
米、东西长15米的大过厅，建在墓林的中央，
尚书墓座中而建，墓碑刻有“明资政大夫工部
尚书郭公黄涯之墓”字样。

纵观郭尚书墓林方位，东邻凤凰山，西接
九顶莲花山，二山好似凤凰双翼，凤凰头正位
于墓林的前方，而玉山正处凤凰尾，高端大气
的尚书林不偏不倚地建造于凤凰的脊背——
玉山之上，一眼望去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
凤凰，郭尚书头枕玉山，脚蹬昙山，乃一绝佳
风水宝地，其工程艰巨、耗资庞大、建筑宏伟、
做工精细堪称一绝。

身为一代首辅张居正最为得意的学生，
奉旨督建郭尚书墓林的礼部尚书于慎行，身
临其境，感慨万千，当场为郭尚书撰写墓志
铭，并将东山改名为凤凰山，林后山改为玉
山，又因村内郭姓均乃郭尚书后裔，便一并将
村子改名为郭林村。其气势有林前华表所刻
诗句为证：水绕山环钟灵秀之气则千年不竭，
龙蟠虎踞萃形胜之区而万载长安。

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工部尚书郭
朝宾，于1577年告老还乡，居住在汶上县城
东门里路北的尚书府中颐养天年。一日，同
朝为官好友，时任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礼
部尚书的于慎行奉旨去南方视察而途经汶
上，顺道来郭家叙旧。热谈中，二人聊及百年

之后的话题，于慎行建议郭朝宾，请人选择一
处宝地作为百年之后的墓地，郭朝宾欣然应
允，并将此事托付给了于慎行。后来的岁月，
就有了这片郭家墓林。

令汶上县人津津乐道的“小县不大四尚
书”之一的郭尚书，为人谦虚谨慎，历任户部
主事、郎中、大同督饷，河南、陕西左右布政
使，顺天府尹、浙江巡抚等职，万历二年任工
部尚书，三朝元老，被神宗皇帝称为“能任大
事，决断神敏，国之栋梁”之人。他以诚待人，
判事准确果断，对下属不苛求、不计较，所到
之处，无不受人尊敬和拥戴。

万历皇帝下旨，位高权重的礼部尚书于
慎行亲自督建汶上郭朝宾墓，反映出朝廷对
能臣良将的褒奖与认可，也是百姓对其世代
怀念的历史见证。历经数百年沧桑，郭尚书
墓已成为汶上旅游观光的几大著名景点之
一。

礼部尚书督建的郭朝宾百年后花园
图文 魏朝凯

1970年2月17日，一纸入厂通知书让我
心花怒放。我沐浴着朝霞的温柔，任春风轻
拂着面颊，怀揣着无尽的憧憬，前往济宁第一
化工厂报到上班。

这座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化工厂，原
为私营东星化工厂。孩提时代，我们一群小
伙伴常在家后李家林那片荒芜之地嬉戏，攀
爬着石马，骑坐在石人之上。未曾想，这片曾
经的荒芜之地，竟成为现代化的工厂。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洗礼，完成了公私
合营，它更名为济宁第一化工厂，是地方上
的国营大厂之一。大门朝东，巍然屹立于文
胜街南口，仿佛一位守护神，守望着这片热
土。

工厂内外清扫一新，迎接春节后归来的
职工，也欢迎我这个新学徒。到了厂部，尚未
来得及落座，时广泗厂长便热情地把我领到
他的办公室，与我亲切交谈。

厂领导们知晓我是分配来厂，简短地询
问了我的情况，并对我的工作做了具体安
排。时厂长语重心长地说：“安排你干锅炉
工，恰好锅炉正在维修，你可以先休息两天再
来。”我满怀激情地回应：“在家闲不住，明天
我就来上班。”

次日清晨，我进厂后直奔锅炉房，班长与
司炉工们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当我穿上那
身沉甸甸的工作服，内心的激动如同潮水般
汹涌澎湃。一个农民的儿子，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了光荣的国营企业工人，这不仅是梦想
的照进现实，更是人生的华丽转身。

在师傅们的悉心指导下，我全神贯注地

学习检修与操作技术，每一个细节都铭记于
心。那些陌生而又新鲜的名词——兰克夏、
离子交换、研磨，如同一个个待解的谜题，激
发着我探索未知的热情。

熟悉工具、设备零部件，结识身边的师傅
与炉工，克服初来乍到的不适应，是入厂后的
第一关。而锅炉房的艰苦劳动，更是对我的
严峻考验。

入厂一周，为了转移组织关系和登记户
口，我分别去了东五里营公社和郊区机关。
同志们非常热情地问这问那，特别是郊区派
出所的赵连元所长，非得留下我喝酒，还让崔
昌槐作陪。我们三人曾经是同一个学习班
的。

一化工锅炉房的阮班长，是一位诚实质
朴的老师傅，初次相见就令我肃然起敬。韩
班长、吴老师、纪老师以及张成贵，他们对我
关照备至，十分友好，视我为并肩作战的伙
伴，而非初出茅庐的学徒。在他们眼中，我是
自机关下放的文化人，有着别样的光彩。

不久，新一批学员来了，刘继才同志便是
其中之一。因为我在永丰街工作时认识刘继
才的母亲，加之我稍早几天入厂，年长几岁，
刘继才对我尊重有加。我们与锅炉工们，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是我初入职场的
第一份答卷。正是我的诚恳与好学，赢得了
师傅与同事们的认可与喜爱。锅炉工的世
界，与机关干部的象牙塔截然不同，要脚踏实
地，勤勉劳作，每一滴汗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
辉。若无扎实技术，只知袖手旁观，必然遭人

轻视。
我到新华书店买来锅炉技术书籍，虽然

枯燥难懂，我却像啃硬骨头一样细细咀嚼，甘
之如饴，从理论入手，力图揭开锅炉构造与实
际操作的神秘面纱。我们烧的这台锅炉，是
卧式“兰克夏”，由苏联引进，设计精良，是两
国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要想当好炉工，必须勤于实践。给水与
排污，多由经验丰富的炉工操作，而维修研磨
的细腻活儿，我们这些初学徒工更插不上
手。司炉学徒，主要是练习向炉膛中精准抛
掷煤炭。手工添煤，双手紧握大头锨，一前一
后，舞动间尽显韵律之美。

这其中的窍门，潜藏于握锨柄端的后手
用力翻转之中，使得煤炭如细雨般均匀洒落
炉膛，既不过分密集，也不遗漏丝毫。抛煤技
巧，似乎简单如白描，然而若想精准掌握，非
经过艰苦的反复练习不可。我手持空锨，不
知疲倦地练习了多少个日夜，才终于鼓起勇
气，将那一铲铲煤炭送入炽热的炉膛。

五一节前后，锅炉房如战场般繁忙，供气
需求激增，压力常需保持四个半。司炉工三
班倒，我与同志们一道，中班转夜班，夜班换
白班，紧张而有序，比起昔日砖瓦窑的劳作，
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节奏却让人品味倒
班族的独特乐趣。我们有专属的小浴池，洗
澡非常方便。尽管工作艰苦、脏累，但每当沐
浴完毕，洗去一身疲惫与尘埃，仿佛重生般轻
松自在。

在这里，我尽情享受了工人集体活动的
欢乐与激情。

留在济宁一化工的青春记忆
丁庆昌

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