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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河

在清代光绪年间《平原县
乡土志辑稿》“乡贤”一栏中，记
载了一个名门望族——— 平原董
路口董氏家族，这个家族的祖
孙三代皆被列入“乡贤”一栏。
他们分别是一代乡贤董振秀，
二代乡贤董允祯，三代乡贤董
讷。祖孙三代皆入乡贤榜，这样
的家族在平原县很有名望。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
官方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
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
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
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
者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乡
贤”作为褒奖名词，出自唐代刘
知几《史通·杂述》：“郡书者矜
其乡贤，美其邦族。”本意是品
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
人。

那么，董氏祖孙三人到底
做了什么事，能被记载到官方
史书的“乡贤”一栏呢？

在战争时期，只有厮杀在
第一线，为民众争取生的机会
的人才能称作乡贤。那些有德、
有才、有声望而被本地民众所
尊重的乡绅贤达，也会被誉为
乡贤，例如在古代那些对乡里
的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

到了明清，各州县均建有
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
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
念、祭奠仪式。清光绪年间《平
原县乡土志辑稿》照录了历朝
历代的乡贤十六人。

在平原县王杲铺镇、马颊
河西岸，有一个叫董路口的村
子，即为平原董氏家族的故乡。
董氏祖籍青州府乐安县(今广
饶市)，“自大明永乐年间，迁古
朵公于平原董路口居焉”。清同
治十三年，《董氏族谱》尊董文
盛为一世。

到明朝末年，董氏家族传
至五世董遇春时，家境更加殷
实，成了董路口村首屈一指的
大户人家。董遇春性情慷慨、爱
做好事，而且不计名利、不图回
报，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据记载，董遇春活到八十
岁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壮，他
仗义疏财，出资造福乡里。明崇
祯九年，为方便附近百姓出行，
董遇春在董路口村东马颊河上
建起了该村有史以来第一座
桥。据史书记载，桥身长二十寻
(一寻为八尺)，并刻碑对董氏后
代传下训示：“他日桥圯重修，
唯董氏子孙是任，以永吾利济
之志”。也就是说，董氏家族对
修桥便民这一慈善行为，承诺、
承担了长期责任。

董遇春还因为儿子董振秀
和孙子董讷后来的功名，累赠
光禄大夫，他的四位夫人王氏、
张氏、郑氏、郭氏被赠一品夫
人。

科举时代，平原董氏家族
先后出了一名探花、二名进士、
二名举人、一名秀才，因而董氏
家族成为康乾时期平原第一名
门望族。

除了名字在乡贤榜上赫然
在列，《平原县乡土志辑稿》还
简要记述了乡贤的突出事迹，
以彰显乡贤不凡之处，引领民
风，教化学子。

一代乡贤董振秀，被史书
称为“性警敏，倜傥有大志”。明
末，土寇蜂起，董振秀大练乡
勇，保护黎民百姓。遇到大荒之
年，他捐资施粥，救活饥民数万

人。保家安民、散赈救民，两大
“功德”，使得董振秀得以“功
贡”为“通判太平”，通判，即副
职，太平，即明朝的江南太平
府，今天安徽当涂县。

《平原县乡土志辑稿》还列
举了董振秀为官的两大事迹。
一是阻击张献忠，明末农民起
义军张献忠部攻陷和州(今安
徽马鞍山)将要渡江时，董振秀
沉着坐镇、有条不紊，指挥军民
撤除水上船只以免资敌，后方
做好充分准备，使得“贼讫不能
犯”。董振秀另一个事迹是妙计
擒贼。为了擒获肆虐湖上的江
洋大盗，董振秀命令强壮兵勇
船中埋伏，另安排两三个瘦弱
之人划船，表面上看好似商船。
盗贼望见后，迅速登船抢劫，就
在这时，“伏甲突出尽擒之”，董
振秀因此获得提拔机会，“累升
参议”。

董振秀被任命为驿传兵备
道副使。适逢海寇猖獗，董振秀

“日夜督守御不少懈”，最终“振
秀所汛地，独不戮一人，一时倚
为长城”。

二代“乡贤”董允祯，字兆
先，是董振秀的儿子。董允祯天
资聪颖、悟性极高，古今经典一
看便懂，十五岁便成了秀才。董
允祯后被推荐进入官办最高学
府攻读。

董允祯“喜交游，重意气，
鉴往察变，洞若观火”，其父董
振秀任职处州(今浙江丽水)时，
他就参与过对土匪流寇的作
战。董允祯还继承了良好家训，
扶危济困、不惜重金，家乡附近
的曲陆店官道桥毁损，给乡亲
带来不便，他独自捐款将桥修
楫一新。

明末，兵连祸结、枯骨遍
野，董允祯不忍，组织人把遗骨
集中到西郊毛家庙后安葬，让
这些孤魂野鬼入土为安。当然，
董允祯对于宗族内的恩情更
浓，“倡为族社，醵谷盈千石以
供，岁时祭祀，馀则散族之贫
者，大略仿范文正风云”。

三代“乡贤”董讷，字兹重，
号默菴，是董允祯的儿子、董振
秀的孙子，康熙六年探花，被称
为“平原第一人”。

《平原县乡土志辑稿》罗列
了董讷为学、为官的成绩，称赞

“讷为人峭直沉雄，言笑不苟，
遇事果达，不以难易回屈，历官
中外，皆有赫赫声”。

董讷经历了官场地震，他
回到故乡后，一如其祖父、父
亲，立族社、设祭田、遵家法。董
讷经历几年沉寂后，终被重新
起用，任洪泽湖高家堰督修。工
程尚未完工，年逾花甲的董讷
突患疾病，在工所亡故。

康熙四十一年冬，康熙南
巡，专门来到位于平原县的董
讷故居凭吊，御书“眷念旧劳”
四个大字，让董讷的儿子董思
凝悬挂到董讷墓门。康熙的举
动，让董讷死后极尽哀荣。

从平原董氏三乡贤的事迹
看，他们明显带有家风传承的特
点，一是为学甚笃、学有所成。二
是为官正派、忠于职守。三是护
家卫民、侠肝义胆。四是热心慈
善、大行公益。一门董氏，三人入
乡贤榜，这就不难理解了。

几百年过去了，在平原县
及周边，董氏一族的故事仍在
流传。而康熙探花庄园及董讷
纪念馆的建立，让董氏一族的
品行，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着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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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红

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县作为
国家基层治理单位，已经存在了2200
多年，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一向有
着“水浒一百单八将，山东一百单八
县”的说法。其中，有很多县建制较早，
历史久远，仅千年古县就有七十三个，
而且一直以来有着“齐鲁上九县”之
说。那么，“齐鲁上九县”的含义是什
么？指的又是哪几个县？

历史上的“齐鲁上九县”是指山东
省内九个自然环境优越，少有河患洪
灾，连年风调雨顺、经济富庶、人烟阜
盛、交通便利的县，具体就是指“长邹
桓、肥泰莱、蓬黄掖”九个县。经过千百
年的变迁，当年的“上九县”现在怎么
样了？

先说“长邹桓”，这是指位于鲁中
地区的长山、邹平、桓台三个县。

位于“上九县”榜首的长山县，是
九个县中建制最早被撤销的，现在已
经不复存在了。

长山县于隋开皇十八年设立，由
原侨置于此的河北武强县改名而来，
因境内有“长白山”而得名。自明洪武
十二年后至民国时期，长山县一直隶
属于济南府。1943年，为纪念抗日英
雄马耀南烈士，长山县曾改名为耀南
县，1950年复名为长山县，属淄博专
区，1953年划归惠民专区。1956年3月，
长山县建制被撤销，其辖区分别被划
归邹平县和淄博市周村区、张店区。
现在邹平县的长山镇，即是原长山县
县治所在地。历史上，长山县辖区范
围包括今天的邹平县中南部、淄博市
周村区大部、张店区西部和北部的部
分区域。

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商业重
镇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直到1950年
和张店合并建立为张周市之前，一直
归长山县管辖，是当时长山县名气最
大的乡镇。长山县能位居“上九县”榜
首，周村可谓功不可没。

自隋开皇十八年建县，至1956年
被撤销，长山县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
长山县更因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在此生活了20年，并度过青少
年时光，而广为人知。至今，原长山县
辖区内仍保留着范仲淹当年读书的地
方——— 建于南北朝时期的醴泉寺和建
于北宋年间的范公祠等名胜古迹。

邹平古为邹侯国，县治始设于西
汉元封五年，因在邹地建县，而又位于
平原之地得名。当时的邹平境内曾经
出现过一域七县的局面，其间多经“省
析割并”，最终形成辖区现状。

邹平自古历史悠久、经济繁荣，
1956年长山县建制撤销后，大部分辖
区划归邹平县，1958年齐东县撤销后
并入邹平县。2018年8月，邹平撤县设
市，千年邹平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桓台县原为南宋绍定元年设的新
城县，因县名与河北、辽宁等六地的新
城县重名，1914年易名为耏水县。数月
后，因“耏水”之名过于生僻，又因境内

有齐桓公戏马台，于是再次更名为桓
台县，现境内仍保留着新城镇。桓台是

“上九县”中建制最晚的，也是我国江
北第一个吨粮县和著名的建筑之乡。
因桓台设县较晚，因此“上九县”之说
最早应产生于民国年间。

“上九县”中的“肥泰莱”，是指位
于泰山周边的肥城、泰安、莱芜三县。

肥城于西汉初年设县，因西周时
“肥族人”散居于此而得名，是闻名中
外的肥城桃产地。历经2200多年的风
雨，肥城于1992年8月撤县设市，是山东
省十五个历经千年，而从未更名的县
之一。

泰安县的历史可追溯到金代设立
的泰安军，后泰安军升为泰安州。清雍
正年间，泰安州又升为泰安府，同时设
立附郭泰安县。1958年，泰安县改为县
级泰安市，1963年又改为泰安县，1985
年设立地级泰安市。

莱芜县的历史可溯源至秦朝设立
的赢县，西汉时在赢县境内又增设了
牟县和莱芜县。1983年撤销莱芜县，设
立县级莱芜市，属泰安市。1992年，设
立地级莱芜市，原莱芜县分别被划为
莱城区和钢城区。2019年1月，莱芜市整
体划入济南市，将原莱城区改为莱芜
区，依然保留了千年古县的历史记忆。

“蓬黄掖”，是指位于胶东半岛的
蓬莱、黄县和掖县。蓬莱之名来源于汉
武帝东巡的传说。据《通典》记载，汉武
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
名”。唐贞观八年，置蓬莱镇，时属黄
县，唐神龙三年，因登州府治所迁至蓬
莱镇，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此为蓬莱
建县之始。1991年11月，蓬莱撤县设市。
2020年6月，撤销蓬莱市和长岛县，设立
蓬莱区，成为烟台市的一部分。

黄县历史悠久，秦始皇二十六年
始，于境内置黄县，隶属齐郡，后隶属
胶东郡。因县南二十里有黄山、黄水
而得名，是秦朝实行郡县制后，最早
设立的县治之一。1986年9月撤销黄
县，设立县级龙口市，因辖区内有龙
口镇而得名，千年古县黄县由此成为
历史记忆。

掖县始设于汉高祖四年，因境内
有掖水(今南阳河)而得名。战国时期，
齐国曾在此设立夜邑，据《战国策》记
载：“(齐襄王)益封安平君(田单)夜邑万
户。”千百年以来，掖县一直是东莱郡、
光州、莱州府治所所在地。1988年2月撤
销掖县，设立莱州市，归属烟台市。自
此，掖县之名也不存在了。

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时代更
迭，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当年的

“齐鲁上九县”或被撤销、被合并，或改
为市、划为区。不变的是，当年的齐鲁
县级“模范生”，凭借着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优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经济
基础，在新时代依然是我省县域经济
的领头羊。

在近年来我国百强县排行榜上，
龙口市雄踞全国十强之列，莱州、蓬
莱、肥城、邹平、桓台等也是榜上有名。
这一切，进一步印证了当年“齐鲁上九
县”的底蕴和实力，也印证了山东历史
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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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原长山县的“范公祠”，范仲淹曾在长山县生活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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