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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济宁·竹竿巷
济宁 报

郭影秋这时候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寻
找共产党组织。当时，由于徐州地区的党组织大暴
动，几次遭到敌人的大搜捕大破坏，主要领导成员
和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与屠杀，整个徐州地区的
党组织陷于瘫痪瓦解状态，郭影秋一直没有找到，
他甚至写信给各地的同学联系，询问哪里有共产党
组织。

在赵光涛馆长的帮助下，郭影秋也把女友凌静
调到了徐州民众教育馆，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二人
结束了异地恋。因为他们已经26岁了，也谈了好
几年，应该结婚了，但却没钱结婚。徐州民众教育
馆属于一家社会公益机构，工资很低，还断断续续，
郭影秋离开民众教育馆，到收入稳定的沛县中学担
任教导主任。

1935年的暑假，郭影秋看到一份北平师范大
学要举办暑假历史学习班的告示，就和凌静商量了
一下，二人一起报名参加了学习班，一是学习，二是
去北平旅行结婚，他们只是给亲朋好友发了一份
《告亲友书》，就踏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在北平，他们在上课之余，携手游历古城的风
光，过了一段甜蜜的新婚生活。一天，郭影秋和凌
静游览八达岭长城，夕阳西下，古朴荒凉的长城两
侧，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成群的牛羊在牧人的驱
赶下缓缓前行，他们想：如果能像这样天荒地老，该
有多好！

晚上，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郭影秋向店家要
了两个杯子，一起喝了交杯酒，他们不用拜天地和
玉皇大帝，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郭影
秋写下一首题为《八达岭》的诗：

万里长城接大荒，
秋风日夕下牛羊。
灯前共挽同心结，

杯酒何须奠玉皇。
秋天回到沛县中学后，郭影秋引导学生们阅读

进步书籍，领着学生排练和演出抗战剧。9月28
日，沛县在文庙举行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县长上
台训话，郭影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义无反顾
地站出来，直接反驳县长的反动言论，受到张广涵、
王林岗等一大批学生的拥护，也得到了进步校长苗
敬一的暗中支持。

郭影秋的行为引起了组织的关注。1935年10
月初的一个晚上，月光皎洁，夜凉如水，沛县中学校
长苗敬一领着他的父亲——一位头戴瓜皮帽、眼睛
明亮、精神矍铄的矮个子老头敲开了郭影秋的房
门。老头儿让当校长的儿子离开后，才小声对郭影
秋说：“我是苗宗藩，徐州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根据
你们苗敬一校长对你的评价，我已经观察你好久
了，并向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同志作了汇报，
他让我来告诉你，经过组织的长期考查，决定吸收
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原来，在徐州一直就有党组织存在！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1896年出生在徐州

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他在18岁
之前，只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私塾。1918年夏，郭
子化考入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受“五四”运
动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成立了“赤
潮社”，宣传共产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
想。1932年10月，郭子化以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特
派员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枣庄矿区恢复党的工作。
郭子化个子不高，身材敦实，长着一张白白的大方
脸，一对小眼睛眯着，显得有些不大匀称。为了更
好开展群众工作，他跟着一位老中医学会了医术，
肩挑药箱，步行来到枣庄中兴煤矿，在矿区旁边的
棚户区开设了一家同春堂药店，20世纪30年代初，

枣庄煤矿有两三万矿工，郭子化一边给矿工看病，
一边开展党的活动，这家不起眼的小药房，很快成
了枣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3年夏天，中共苏鲁
豫皖特委被敌人破坏了，形势非常严峻，郭子化与
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没有气馁，坚定的信仰
也让他觉得并不孤独，继续在矿工中发展党员，他
坚信，只要坚守住这份信仰，一定能迎来春暖花开。

郭子化，是整个苏北和鲁南地区永不熄灭的共
产党火种！

郭影秋多年来到处寻找共产党组织，渴望加入
党的怀抱，却一直不知道党在哪里，没有料想到，今
夜竟然被党组织的代表亲自找上门来了！他激动
地眼含泪花，向苗宗藩表示：“这些年，我一直在到
处寻找党组织，真是没想到啊，党，就在我身边！”

郭影秋不等苗宗藩说话，接着又连珠炮似地
说：“我今后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宁愿牺牲自
己，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

苗宗藩听了，严肃地问：“特殊时期，党组织要
求党员单线联系，这件事除你我二人之外，不许让
任何人知道，入党的事一定要保密，即使最亲近的
人也不能透露！你能做到吗？”

郭影秋一脸刚毅，坚定地握紧了拳头，说：“请
党放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郭影秋都永远能做
到！”

苗宗藩听了，却轻轻摇摇头，似乎想起了自己
曾经的一段伤心经历：1933年，徐州党组织遭到大
破坏时，他受到国民党县长的欺骗，曾经登报自首，
还劝别的党员一起自首，使党组织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破坏，张光中等人被捕。张光中出狱后，按照中
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的部署，秘密回到老家
沛县发展组织，恢复了沛县县委，并亲自担任县委
书记。 （未完待续）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尼山书院碑铭立于元顺帝后至元五年（公元
1339年），现位于尼山孔庙大成殿前西侧。碑高
3.20米（含篆书“尼山书院碑铭”6字雕龙碑头0.60
米），宽1.10米，厚0.35米。陈绎曾撰，李博彦书，
任择善篆额。碑阳、碑阴均为正书。碑阳共计
2233字。由于风雨侵蚀，碑阴表面出现开裂、剥落
的情况，文字漫漶不清。尼山现属济宁市曲阜市，
元代时属益都路滕州邹县。本碑记述尼山孔庙的
重修经过，并附录主要参与者的名称及其所撰铭
文。

首先，碑文说明尼山与孔子的渊源，并梳理元
之前尼山孔庙的发展史。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
552年），孔子母亲颜氏在尼山祈祷，次年，孔子降
生。《史记·孔子世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
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孔氏祖庭广记》卷一《先圣》：“（叔梁纥）长子
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
子。”《阙里志》卷三《事迹》：“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
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十
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综合以上文献可知，
因为长子伯皮有足疾，无法承担祭祀先人的任务，
于是孔父叔梁纥娶颜氏（颜徵在），去尼山祈祷，于
周灵王二十一年生下孔子，这便是著名的“尼山致
祷”故事。因而，此后尼山作为孔子的诞生地为世
所周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八《仁宗》

“皇佑二年”条：“封兖州尼邱山神曰毓圣侯。”北宋
仁宗封尼山神为毓圣侯，这一封号延续未改，后人
重修尼山孔庙时，也常常修毓圣侯庙。例如，碑中
后文提到“作毓圣侯庙”，《孔氏祖庭广记》卷九亦记
载：“今尼丘山五峰下有齐国公、先圣并毓圣侯庙在
焉。”碑文接着回顾元代之前两起修建尼山孔庙之

事：后周显德年间，“鲁守赵侯作新庙”；北宋庆历年
间，“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庙学”。

其次，碑文梳理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孔
元措提议重修尼山孔庙，到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
年）尼山孔庙告成的经过。可以想见，经过两宋之
交和金末元初的两次兵火，尼山孔庙破坏严重。于
是衍圣公孔思晦在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上疏请
求复立尼山孔庙，但碑文中没有讲本次上疏的结
果，可能是不了了之。后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
中书省左丞相王懋德提议设立尼山书院，以彭璠为
书院山长。《元史》记载，从后至元二年至四年，王懋
德担任中书省左丞。《元史·顺帝本纪》：“（后至元二
年）夏四月……王懋德为中书左丞。”《元史》：“右丞
一员，正二品。左丞一员，正二品。副宰相裁成庶
务，号左右辖。”中书省左丞相是正二品，位高权重，
能够帮助宰相裁成庶务。这次有了王懋德这位权
势人物的支持，修庙之事便得以顺利进行。次年十
一月，廉访佥事杨文讷分司兖州，听从彭璠的建议，

任用前济宁总管张仁举和滕州知州郝宝宝闾监督
工役。次月，杨文讷与郝宝宝闾来到尼山督工，滕
州士大夫纷纷捐资。此外，本次重修还得到东平官
员的支持。得到捐款后，彭璠购得东平鲁武惠公
宅，可能是想用鲁公宅的木材重修尼山孔庙。后至
元四年春正月，彭璠到达东平，或许是去商议交易
的细节；二月，东平主管王主敬通过白马河将木材
运来。三月壬子日，得益于各方支持，尼山孔庙终
于具备修建条件，于是修庙工程正式启动。本次重
修尼山孔庙的工作规模较大，计划修建大成殿、大
成门、神厨、明伦堂等十幢建筑，历时六个月，于当
年秋八月告成。宣尉使蒙古罗托于大成门悬“政法
之书”，后至元五年春二月，廉访佥事赵天纲于明伦
堂悬“教法之书”，显示出元代的士大夫“政教合一”
的理想。

最后，碑文叙述本碑作者接受委托撰写碑文一
事，并附录本次重修的主要参与者所作的铭文，罗
列参与本次重修的滕州、邹县的各位官吏。后至元
五年夏四月，郝宝宝闾来到沛县，带着湖北廉访使
滕州人任择善的篆书，让国子助教陈绎曾撰写碑
文。

总之，尼山作为孔子诞生之处，历来受到世人
重视，在尼山修建孔庙、建立庙学，也象征孔子道统
得到传承。与以往人们认为元代儒学式微、儒人受
到压抑的刻板印象不同，这篇碑文展现出来的是相
反的情况：元朝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十分重
视儒学，与士人一起积极参与到本次重修尼山孔庙
中。本碑展现出儒学士人如何借助元官吏的力量
重修荒废已久的孔庙，以及元官吏如何积极参与重
修，有助于今人对元代曲阜地域社会中儒学士人与
元官吏的交往情况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曲阜碑刻（四十四）

后至元五年
尼山书院碑铭

尹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