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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11 月 19 日上午，记者来到东平县银
山镇昆山村。73 岁的村民李学平回忆说：

“原来昆山前有个大墓，墓前有个石碑，碑
上刻着‘振威将军戚继光之墓’，但是1962
年附堤时不知道把碑拉到哪里去了。”

76 岁的村民张德柱也向记者证实
说，1958 年以前，在昆山前的大墓旁边确
实有个碑，碑帽呈园形，碑上有“振威将
军戚继光之墓”几个字样，碑有 1 米多
高，半米多宽，已没有碑座。大墓就在他
家的旁边，是用铁链子吊着的悬棺。

78 岁的村民屈传花说，记得昆山前
的大墓里原来有两个悬棺，从记事时就
只剩下悬棺的梁木和吊棺用的铁链子。

“五六年前，我儿子还在大墓附近的湖
里打上来铜带钩、铜钱呢，但我们不知
道是什么年代的。”屈传花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这个大墓附近，昆
山村村委会主任于秀丽介绍，这个墓的
大部分都在张德柱的房子和院落下面，
院墙外的空地就是原大墓遗址。银山镇
纪委书记张传磊向记者介绍，这就是他

们调查的北大墓。
据了解，史书记载戚继光出生在山

东济宁鲁桥镇，东平湖内一个湖心岛的
东南方，有一个鲁桥村。“湖里的那个鲁
桥村现在已经被淹没了，听我爷爷说，他
们那辈人出远门，都以‘鲁桥’为地标。”
李学平说。

银山镇纪委书记张传磊向记者分
析，东平在历史上曾经和济宁是一个行
政区域，说不定这个已经被湖水淹没的
村子就是戚继光的出生地。

回忆：墓碑上刻着“振威将军戚继光之墓”

除去在昆山村村民张德柱院里那
个猜测可能埋葬着戚继光的墓地以外，
在戚家的坟地——— 戚家林，还有其他几
个与戚继光有关系的墓。

李学平老人介绍，戚家林位于昆山
以南、金山以北，里面从南到北都是墓
地。“这片戚家林除了南北大墓(即南林、
北林)外，中间大部分都被淹没在东平湖
内。我们在南林的
最南边，发现了
一个石供桌，通
过上面的文字
记载判定是
戚 继 光 的
曾祖父戚
用的墓
地 。”

银山镇纪委书记张传磊说。
记者在银山镇政府见到了这个石

供桌，供桌长约 1 米、宽约 0 . 76 米、厚
约 0 . 4 米，四周的纹饰为缠枝莲。供桌
上的文字，在撒上少许面粉后大致可
以识别，最上面横写着“戚氏之茔”四
个大字。自右向左，写着“东平府须城
县西登乡北冯籍”“祖考用”“妣张氏”

“四子”等文字。在四子之后，又单列一
行，“长男处恭”。“这显然是戚继光的
曾祖父戚用的四个儿子给他上供用的
供桌。”银山镇旅游办公室谢林国主任
说，而戚用的墓地位置和《戚氏族谱》
的记载完全一致。

下午 3 点左右，记者来到了位
于金山北(今土山村北)的南大

墓。金山村和土山村民都指认，
该墓就是戚氏坟墓。张传磊介
绍，墓高 2 米，周长约 10 米，
墓的南半部被土山村民房房

基占压，石供桌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墓
顶部有几十年前挖掘的大坑，周围有
明代墓砖，墓被杂草覆盖。附近六七十
岁的老人都告诉记者，他们年幼时都
曾钻到墓里边看过，里面有字迹，墓室
由大块青石垒砌而成，墓室南壁门，里
面堆满盖房打地基的碎石块。

“那些字迹就是墓志铭，上面的大
体意思就是该墓穴为戚继光的祖父戚
泉及妻董氏之墓，是由戚继光俩兄弟和
他们的三个姑姑所立。”东平县党史办
主任姜广智说。

“戚家林里原来有个很高大的石
门，村里老人说上世纪 60 年代村里修
扬水站和涵洞时，石门被扒掉。在那里
我们发现了一些残碑石刻，一块林门
楣石上刻着“东平路须城县西登乡北
冯困山村祖籍居，戚泉长男戚处恭立，
戚氏祖先之□。”而戚处恭，即为戚继
光的父亲戚景通，字处恭。”张传磊说。

实物：墓碑、石刻证明戚家在此生活

族谱：戚继光是东平昆山人

记者来到了戴庙乡戚垓村，
村支书戚一船告诉记者，他们村

共有 280 多户人，其中 240 多户
都姓戚，剩下的人家也是戚姓

的外亲。在上世纪 50 年代，每逢
清明、十月一日，戚氏族人都去昆山
前烧纸。

“我家里的老人告诉我
们，继光老爷爷是因为

‘温凉盏’被抄的。
‘温凉盏’就像

现在的暖
壶 ，

传说是继光老爷爷打仗时所得，没有交
给朝廷，后来就以此为由被罢官回老家
的。”戚一船说。

在戚一船家里，记者见到了《戚氏
族谱》、戚氏家堂和供奉的明武毅公戚
继光遗像。一本是民国 23 年 12 月修订
的，其中的序言写道：“始祖讳用，系济
州东关任城县人，自元纪至元三年迁东
平路登乡北冯困山居住，及卒，亦葬于
冯困山前金山后，作佳城焉，迄今已十
余世矣。”另一本是 1988 年 11 月 28 日
手写本，序言是：“吾始祖讳用，其曾祖
讳祥于元末由山东泰安迁居安徽定远
县昌益乡居住”。“吾始祖于明纪宣德年
间迁居东平县路登乡北冯困山居住，及
卒葬于困山前金山北，后世亦附葬焉。
为念木本水源，每逢节日吾族后人前往
困山祭扫坟茔。当时林门尚在，残碑存，
坟墓亦全。后林在困山前，祖坟乃悬棺
葬，墓前有碑”。而这两部家谱与梁山县
大路口乡(乡里的戚贾、东戚、西戚村也
都有戚氏族人)的《戚氏族谱》和莱芜市
党史办原主任尹承乾收藏的《戚氏族
谱》复印本内容记载相同。

近段时间，东平县大街小巷里不断传出抗倭名将戚继光故里是在本地的议论，这个话题起源于一本《戚氏族
谱》。

2010 年 3 月，山东省政协十届十三次常委会议决定编纂《山东区域文化通览》丛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伯齐
教授，从莱芜市党史办原主任尹承乾那里，看到了一本《戚氏族谱》的复印本。该族谱序言中写道：“戚继光为东平困
山人(今昆山)，墓在困山，墓前有碑。”这句话引起了李伯齐教授的注意，随后他提议泰安市政协调查此事，由此揭开
了探寻抗倭名将戚继光故里的序幕。

戚继光的故里到底是不是在东平？仅靠目前发现的证据能否判定呢？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戚氏族谱》上清楚记载，戚继光墓在困山前，坟
前有碑。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摄

从戚家林中发现的写有“戚氏祖先之□”的石刻。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摄

《戚氏族谱》上说他是困山人

考察发现许多与戚氏家族字样有关的石刻

戚继光故里或是东平
本报记者 路冉冉 熊正君 通讯员 陈淑峰

对于东平到底是不是戚继光的故里，有的
专家认为从目前的考察情况来看基本可以认
定。但有的专家则表示，目前的证据并不能证
明东平就是戚继光的故里。
东平县党史办主任姜广智表示，目前初步

的结论是，戚氏祖茔戚用墓在金山之北，靠最
南面，现在被房基占压，有供桌石刻为证，并与
《戚氏族谱》记载完全一致；戚继光的祖父戚泉
墓即南林大墓，是在戚继光之父戚处恭死后所
造，有墓志铭为证；戚家林是由戚继光之父戚
处恭所建，有戚家林门石刻为证；困山(今昆
山)是戚氏祖居地；戚继光墓如《戚氏祖谱》记
载在困山前，有遗址、遗迹和遗物为证。这些都
可以证明戚继光的故里在东平。
泰安市博物馆研究员王玉琳告诉记者，戚

继光在很多著作中都自称是安徽定远人，但很
多史书中又说他是山东登州人。从东平发现的
一些古墓以及族谱记载来看，戚继光的祖居地
在东平。而戚继光的墓地，目前全国有三处。一
处在山东蓬莱城西武霖村，一处在河北沧州献
县商林乡北宗村，一处在河北石家庄近郊义堂
村。据说，当时墓前均有碑，或书名(明)威将
军、或书镇远将军。这次在东平困山的发现，已
是第四处。因为戚继光晚年凄凉，病逝于蓬莱
后一直没有祭葬，他的子孙就将他草草安葬在
蓬莱。直到两年后，其长子向皇帝请求恤典，朝
廷才诏祭葬。大约在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戚
继光的子孙把他的墓地迁到了东平。“其实在
河北的那两处墓地是真正墓地的可能性比较
小，可能是迁到河北的戚氏子孙为了纪念戚继
光才给他立的墓碑。”王玉琳说。
“现在很多证物都表明戚继光的故里应该

在东平，但我们现在在等待能直接证明戚继光
墓地的那块石碑能被找到。戚继光在蓬莱那边
的墓地只是衣冠冢，可能不是真正的墓地。”泰
山学院汤贵仁教授说。

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守功
则表示，目前考察发现的《戚氏族谱》都是后来
修订过的，很多内容有可能是后来补充添加
的，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戚继光故里在东
平。而考察中发现的墓碑、石刻等，虽然上面有
“戚氏之茔”之类的字眼，但并没有标明年代的
字眼，不能说明就是明代的戚继光家族。“戚姓
不一定只有戚继光家族，哪个朝代都有戚氏家
族。墓碑上有戚继光父亲戚景通的字样，也不
能说明问题，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名字叫做戚
景通。”王守功说，而且戚继光上数五六代都在
蓬莱登州世袭为官，不可能死后又葬到另外一
个地方，而且，明史中也没有戚继光故里是东
平困山的相关记载。

银山镇纪委书记张传磊告诉记者，目前，
他们正在积极寻找那块丢失的刻有“振威将军
戚继光之墓”的石碑，下一步将邀请高层次专
家学者来东平研究论证。

专家：

是否是戚继光故里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