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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济宁·竹竿巷
济宁 报

圣城故地，人杰地灵，世世有栋梁之材，代代有
名士才子。公元1021年，曲阜城中无人不知的孔
府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后来成长为北宋的一代名
臣，与他的兄弟孔舜亮同登进士，造就一门两进士
的佳话，他与苏轼、司马光等大家都有交情，此外还
编撰了传世千载的《孔氏宗谱》，他是谁？他就是一
代风流人物——孔宗翰。本文要介绍的便是他传
于后世的《政和三年孔宗翰诗碣》，原文如下：

夹堤垂柳万丛花，巨舰徐行日未斜。
飞絮不休风景好，醉眠时复梦京华。
孔宗翰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名门大族。他

的祖先是赫赫有名的孔子。孔宗翰品格优良，《续
资治通鉴长编》称他“气貌浑厚，奉亲至孝”，堪称一
表人才。他的父亲孔道辅曾任给事中，还做过郓州
知州，爵封鲁郡侯，按当时的规定，孔宗翰凭借父荫
做了个将作监主簿。他十分聪明勤奋，这与他的祖
先孔子有相似之处，虽然孔子说自己是“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孔子身上善于思考、
才思敏捷的天才气质难以掩盖，孔宗翰也是如此。
他在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与兄弟孔舜亮
同登进士，成就“一门二进士”的美名。孔宗翰历知
虔、蕲、密、陕、杨、洪、兖诸州，还在中央做过司农少
卿、鸿胪卿，最高官至刑部侍郎。但要讲起他最为
后世称道的伟绩，则当属他带头编纂《孔氏宗谱》和
《阙里世系》了。事情的起因是孔氏家族中早期传
有的手抄族谱，谱序不清，有很多疏漏不足的地
方。孔宗翰感叹道：“盖先圣之没，于今一千五百余
年，宗族世有贤俊，苟非见于史册，继后世泯然不

闻，是可痛也。”他鉴于孔氏宗谱以前只载大宗而遗
支庶，倡议为敦厚族谊，将嫡庶各支合而修之，编成
《孔氏宗谱》《阙里世系》。同时，他还认为，应将旧
谱镂版，以便广为传之。宋元丰八年（1085年），
宗翰殚精竭虑，完成了一次历史性创举：把世传手
抄族谱镂版后，采用印刷的方式装订成书，这是历
史上第一部印刷的《孔氏宗谱》。族人相互传阅，
莫不欣喜感悦，这也使得族谱以方便快捷的方式
广为流传。

这首诗创作于孔宗翰担任洪州知州时被召入
京这段时间。诗人在开头用“垂柳”与“花”营造了
一个春光盎然、万物勃发的气氛，只凭两句话，柔
美、明丽的意境便舒展开来。而且这首诗最出彩处
不在于意境的描绘与情感的表达，而在于它仅仅用
一个“巨舰”和几条“飞絮”便使一张定格的春景图
变成动态的春日景色。如果说前两句是沿途的风
景，那后两句更多是对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船上饮
酒，酒入肠中，醉意自起，诗人感觉有点昏沉，而后

不久便睡着了，也许是劳碌奔波、身体疲倦，还做起
了梦，梦中他来到此行的目的地——北宋都城东京
汴梁。也许是梦中的场景让他有所思考，抑或是沿
途的美景令人沉醉，他在醒来后提笔写下了这首
诗。总的来说，这首诗不事雕琢，却将沿途的美好
风景与内心的复杂情感巧妙结合。

孔宗翰的儿子在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
年）立下这块石碑，并为石碑写下了说明：“先公侍
郎诗笔，镇南昌被召时途中所作也，命工刊于坚珉，
以贻子孙，传之永久。政和癸巳孟冬望日男恢题。”
这块石碑所记之诗，情感真挚，文辞优美，是今人品
味宋时风貌，了解那时历史的绝佳切入口。孔恢为
父亲孔宗翰写的题词，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浓厚的
儒家伦理观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奉亲至孝的优良品
格。此外，与绝大多数宋碑一样，这块石碑的碑身、
底座均有精美的装饰，云纹、花卉纹等共同构成一
种和谐的艺术美感，令人赞叹。

也许生命会有尽头，高官厚爵犹有尽时，最后，
连人们的尸骨也同陈年旧事一同朽烂，可总有一些
事、一些精神、一些高洁的品格，能被后人所铭记。
孔宗翰亦是如此，他出身名门，贵为三品侍郎，让人
仰望，可又似乎与常人无异，因为最终他们的生命
都消失于无尽的时空之中。《宋史》是这样描写他的
落幕：“元祐三年，以宝文阁待制、知徐州，未拜而
卒。”斯人已逝，但是孔宗翰勤奋刻苦的身影、敦睦
乡梓的高尚、治州有为的美誉却在时光隧道中留下
了些许痕迹。斑斑点点几行陈迹焕发前人灿烂光
景，历史之美、岁月之奇，让人叹服，引人深思矣！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曲阜碑刻（五十四）

政和三年孔宗翰诗碣
王一驰

王文彬的家在王寨村是一个大家族，王文彬1912
年出生，小时候随祖父念完《四书》《五经》和《史记》等
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他走出家乡，就
读于徐州中学、苏州高级中学，1935年，考上了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很快便在才子云集的北平
学界崭露头角。他的文笔了得，并因此加入了共产党
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左翼作家联合会。在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王文彬担任组织者，
走在游行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反动军警用木棒、刺刀、
水龙头，对付徒手游行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惨案。

面对军警，王文彬大义凛然，悲愤地喊道:“我们的
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
人，怎么能殴打、残害抗日的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
爱祖国，不爱家乡，甘心做亡国奴吗！”军警被他的真情
和口才震动，竟然主动给游行队伍让开一条通道。王
文彬在学生中的威信更高了，他担任了北平学联常委
兼宣传部长，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王文彬组织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团，
担任三人领导小组负责人，当大批流亡学生由华北、东
北云集济南时，学生们生活没有保障，南下也无经费，
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又要镇压学生，王文彬受党组织
和广大学生的重托，走进大明湖畔的山东省政府，去找
韩复榘交涉。面对韩复榘这样的军阀加无赖，他设身
处地从韩复榘的角度，说学生滞留在山东危害很大，不
如拿点儿钱把这些学生送走，让学生们到南京或其他
地方去闹事吧！他的这一番说辞竟然使韩复榘频频点
头，答应发给每名学生3元生活费，从济南免费乘车分
散各地，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平津流亡学生的输送工作。

1937年10月，王文彬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
来到徐州的苏鲁豫皖特委，在特委的安排下，回到家乡
丰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恢复中共丰县县委。

丰县县城里有一座七级八角的凤鸣塔，巍峨挺拔，
瑰丽壮观，气势恢弘，是丰城的标志性建筑。塔上的铜
铃随风摇摆，清脆悦耳，十分动听，犹如金凤长鸣，以示
凤凰落丰城的意境。游人可以从里面登上塔顶，远眺
四野，丰县的景色尽收眼底，“凤塔秋风”为丰县八景之
一。丰县人对凤鸣塔情有独钟，留有“雁塔曾题京洛
名，秋高此地凤凰鸣。凭将万里长风翼，飞向瑶台弄月
明”的诗篇。

1937年11月上旬，王文彬等人在丰县凤鸣塔下
召开秘密会议。共产党员赵淘、阎树棠、康文惠、康文
彬等人参加，就恢复中共丰县县委问题进行讨论。会
上，还对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问题展开激烈
争论，统一思想认识。

不久，王文彬、赵淘、康文惠、康文彬等10余人在
丰城文庙小学召开会议，宣布重新建立中共丰县委员
会。通过选举，王文彬任书记，赵淘任组织部长，段霖
任宣传部长，康文彬任军事部长。丰县县委隶属中共
苏鲁豫皖特委领导，1938年4月改属中共徐西北区委
领导。

与此同时，李贞乾积极推动成立了丰县动委会，邀
请王文彬参加。王文彬早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李贞乾的
抗日事迹。李贞乾是江苏省丰县师寨李新庄人，和王
文彬的家不远，隔着一条复新河，也属于湖西的十字河
地区。李贞乾1903年出生，兄弟姐妹8人，他是老大，
名字叫李秉刚，字贞乾；二弟名叫秉毅，字坤若，三弟叫
秉真，四弟叫秉公，五弟幼年夭折，六弟叫秉亮，七弟秉
良，还有一个妹妹。 （未完待续）

本书以金中都的缔造者（海
陵王完颜亮）和第二次定都北京
的新君（金世宗完颜雍）之间的纠
结为主线，以中都普通人家的日
常悲欢作为依托，全景式展现了
864年前的北京。

本书以“大运河探索指南”为
思路，原创了一幅大运河流域全
景手绘长图。读者可以较为整体
的面貌了解大运河相关知识，发
现、传承“流动的文化”。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大运河》

“中都三部曲”之《春雷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