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蹒跚着爬上沙堆，还不忘偷
撒我一把细沙，满脸坏笑的两岁稚
儿，上大学了。

那个在客厅看电视，尿急了又不
舍得动画片，偷偷在沙发后面撒尿的
坏小子，第一次远赴异乡。

那个虎头虎脑穿着仪仗队服，腆
着小肥肚，在国旗下敬礼的小旗手，
此刻已是国旗“大个班”的班长了。

那个明天就要中考了，还嚷着要
再玩两局CS的半大小子，军训的教
官可能会替我收拾他了。

那个高三边洗脚边背英语单词，
经常在书房里抱着书和衣而卧的英
俊小子，如今已迈进了大学校园。

那个一进门，边甩鞋边喊饿的小
子；那个十八了还喊老爸剪指甲的小
子；那个有事没事能连喊20个妈的小
子；那个一膀子把我顶出书房的小
子；那个高考前悄悄和我说“遇到一
点感情问题”的小子；那个临走前找
女同学把整面墙上画满一棵树的小
子；那个喜欢和我说悄悄话的小子；
那个喜欢游泳、爬山的小子；那个喜
欢给爷爷奶奶拍照的小子；那个嫌理
发师手艺不好，罢照全家福的小
子……那小子出门求学了。

和那小子安置好宿舍，领完校
服，天不作美，雷雨突至，因担心下雨
天高速路不安全，那小子催我和妈妈
抓紧回家。看着那个魁梧的身影举着
伞融进学生群里，突然有些失落，回
家的小车里忽然觉得空间好大。

每个周末是如此地盼望那小子
能打电话回来。他不在家晃悠的日子
里，房子变得那么空落。发着“甜”味
的球鞋，静默的电脑桌，专属那小子
喝水大号的菠萝杯，和我用过一次的
羽毛球拍，和我用过两次的乒乓球，
载着他整天东跑西颠的电单车……
都盼着那小子放假回家。

男人的心很粗，但有时候也很
细。那小子你可知道你上大学前，我
为啥让你给我开通手机QQ，因为我
每天睡觉前都要看你的小头像是否
亮着，小企鹅只要闪亮着我就知道你
精神着呢！你妈妈就不行，一会儿给
你发一个短信，一会儿给你打一个电
话，你有时候上课，有时候开会，往往
是无暇顾及；但一定想着得空儿要回
电话，免得伤了你老妈的心。

秋天来了，那小子最喜欢老家漫
山遍野的野菊花。你可知道，年逾七
旬的爷爷奶奶在沿着山路采摘野菊
花，要晒干后给你做一个你最喜欢

的、最大的菊花枕。
那小子也很喜欢小区里黄

昏时的风景。高大的皂角，修
剪得极美的草坪，怒放的
凌霄花，木亭下游动的金
鱼儿……一切如同你出
门时的模样。我现在
最喜欢在夕阳下，在
你看过书的“行景”
长廊里散步，因为
在那里遥望你所
在的城市时视野
最开阔……

那小子
靳海虎

绣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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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生活广记

为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
版。《绣江亭》每周一到两期，周二或周五刊出。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
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
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古巷、古镇
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
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
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雪山寺·鬼谷子洞·郑公祠
相公镇黉堂岭上古迹多
翟伯成

相公镇黉山北有黉堂岭，“平地起土阜，陂陀平衍无悬崖峭壁。”于钦在《齐乘》
一书中引《三齐略》曰：“郑玄注诗书栖此山，上有古井，独有细草叶似薤，俗谓郑公
书带草。”古井即上方井，在郑康成祠外，清泉自浅井中溢出。显然，此处黉堂岭当指
在梭庄东面的雪山寺一带。此处不仅名胜古迹多，而且曾是两汉经学的传播中心，
全真道教的兴盛之地。

鬼谷子洞

据道光《章丘县志》记载：(棱庄村之东)

“黉堂岭旧有雪山寺，在县治之东二十里，人
迹罕至……有鬼谷子洞。”此洞至今没有被
发现，仅《章丘县志》附其图。鬼谷子，姓王名
诩，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盐食村人，是“诸
子百家”之一，纵横家的鼻祖。他经常进山采
药修道，因隐居清溪鬼谷，所以称鬼谷子先
生。最早记载鬼谷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道教认为鬼谷先生为“古之真仙”，曾在人间
活了百余岁，长白山是道教圣地，有鬼谷子
洞自然附会于此。而且他的徒弟孙膑、庞涓、
邹忌、郦食其、蒯通等都在长白山一带活动
过。

郑公祠

郑公祠坐落在雪山寺旁，是为纪念东
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建立的。祠门上刻着一
副书写苍劲有力的对联：文章凭人论，经学
赖公传。

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这位
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23岁时曾西入函谷
关，拜扶风经学大师马融为师。马融当时名
气很大，弟子千余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不
得面授，但他仍刻苦攻读，昼夜不倦，三年
便精通了马融的古文经学说。在一次弟子
考试时，马融亲自召见了郑玄，郑玄趁机提
出许多疑难问题，马融十分惊异，一一耐心
作答，对他的学问甚为称奇。

此后，郑玄又游学于幽、并、兖、豫诸
州，42岁在山东长白山一带聚众讲学，弟子

上千人。郑玄一生不求仕进，唯以注经授徒
为业，终于成为东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对
整理古代历史文献做出了巨大贡献。儒家
经典中许多著作多由他注释，有些书籍作
了详细的笺疏。《周易》、《尚书》、《毛诗》、

《仪礼》、《礼记》、《论语》等经典，他都批注
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是郑玄
批注的。今通行本《毛诗》和《十三经》注疏
中“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注，即采用郑注。
他还撰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著作。
批注和著述共约100万字，成为我国宝贵的
文化遗产。

郑公祠旁多生长一种书带草，又名郑
康成书带草。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
在《闲情偶记》一书中说：“书带草其名极

佳，苦不得见。谱载出黉山郑康成读书
处，名康成书带草。噫，康成雅人，岂
作王戎钻核故事，不使种传别地耶。
康成婢子知书，使天下婢子皆不知
书，则此草不可移，否则处处堪栽
也。”

传说，郑康成在黉山书院讲学著述
时，经常到书院附近的野地采集一些草叶
用于编竹简。这种草比较特别，叶子宽，也
挺长，十分坚韧，而且四季常青，郑玄用这
种草绳以捆书，对郑玄的读书用书帮助很
大，后来人们便把这种草叫做“康成书带”。

相传梭庄雪山寺一带因康成在此讲
学，“文墨涵濡，草木为之秀异”。郑康成书
带草成为一种文化事项。

又是一年高考季，十
年寒窗后，孩子们终于金
榜题名要去异地求学了。
大学对孩子和家长，是多
年的期盼，但也是对孩子
第 一 次 离 家 的 许 多 挂
牵……

雪山寺

据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重修雪山
寺》碑文和《章丘县志》记载：“黉堂岭有寺，
旧以雪山傍其上，在县治之东二十里，四壁
崔嵬，人迹罕至，东接会仙山、临七老峪，面
背则南北了真，而上下方井，俨在其中，诚
禅林之佳所，炼五门之胜地。宋元以来，虽
金山、虎丘不能尚也……僧文熏受教灵岩
寺，既长，移居是寺……”由此碑不难测知，
宋元以来，明代之前，黉堂岭上雪山寺曾金
碧辉煌，与江苏镇江金山寺、杭州虎丘灵隐
寺齐名，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在此
清修讲经，此外还说明雪山寺僧文熏与灵
岩寺有关，可谓世传有序。

黉堂岭下梭庄进士李缙明，在其《啸园
自记》中记载：“长白山之麓，岗峦千叠，蜿
蜒……迤南雪山寺，为郑康成先生读书处，
绝顶有古井，泉水幽澄，淙淙出崖，下绕僧
厨……老柏银杏轮捆数围，与康成书带草
并称法物……”《三齐略》也云：“黉堂岭，北
海郑康成注经书栖迟与此。山上有古井，独
生细草，叶似带，俗谓郑公书带草。”《读史
方舆纪要》云：“黉山在县(章丘城)东二十五
里，一名堂岭……”

自明成化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
天启、崇祯年间雪山寺皆有修缮，并有碑刻
遗存。

到了清朝前期，黉堂岭有了几次大规
模的修缮。在乾隆十八年，全章丘举人、秀
才合资重修了郑公祠及黉山书院，从其遗
碑可窥见一斑：“盖闻硕德独行，沂芳征于
北海，名贤懿榘，殷仰止于东山，开万古之
群蒙，绵千秋之棠荫……康成先生，汉室一
纯儒，季长高足，笺疏六籍，网罗百家，载酒
问奇，蹑第元之室，闻风负笈，履满道德之
词，绍绝绪于典坟……上方井旧有郑公祠，
古著黉山书院之称，为公注经授徒之所，古
柏参天，书带绵地，岂第光辉夫丘壑，实藉

鼎吕乎山川……”由此可知清朝前期黉堂
岭上郑公祠及黉山书院十分兴盛。

黉堂岭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建设于清嘉
庆年间，由彭翰林、刑部尚书河东河道总督
部堂吴大人、江南巡抚丁大人及两任章丘
知县完成。

黉堂岭除道教、佛教外，还有全真教曾
一度流行，如碑文中谈到祭祀三教殿等。明朝
嘉靖十一年，《重修雪山寺碑记》记载得十分
详细：“盖三教之说，不在斯焉：周昭王时，释
教之兴；周楚王时，道教之兴：周灵王时，儒教

之兴。教之兴也，代代流传，迄今不灭。本邑迤
东二十里许，雪山之巅有泉，名曰：‘上方井’。
古有梵院之行踪，于天顺年间，有老衲文熏来
此，开垦；除荆构篆茸室新修，殿宇、廊庑、圣
像其备，然年往寸来，风尘暴露，椽侣落聣，圣
像颓毁。师遂孙曰：速日惠不忍口师之灵。二
议乃化十方重修，佛殿衲门整旧如新：焕然巳
备，请余为记。万古芳铭，荡荡乎常明不灭，赫
赫乎亘古流传：道之无名。众然示见，理之无
形，寞然而闯之无声。略书数字，以为后记云
尔。大明嘉靖拾壹年孟冬中旬五日。”

雪山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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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寺遗留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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