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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济夫

泰安市东平县斑鸠店镇西南2公里
处，有一个生活着4000多位居民的山
村，村头遗留着一处春秋时期胜迹———

“仲子读书处”。仲子，姓仲，名由，字子
路，是“孔门十哲”之一。

据《刘氏族谱》记载，明代永乐年
间，刘姓族人自山西洪洞县迁居到该
村，因村边山上建有子路祠堂，传为仲
子读书处，故将该村命名为“子路村”，
足以说明这个村崇尚儒家先贤、喜好读
书之风。

“子路村”北临古济水(今黄河)，南
依青龙山，依山傍水、林木繁茂。村庄体
现了先人逐水而居的选址生存理念。

仲由 (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
年)，鲁国卞(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
人，是孔子弟子中年龄比较大的一
个。他一生跟随孔子40余载，包括从
学和周游列国，也是孔子的得意门
生。

春秋时期，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
国，前往齐国时，途经青龙山。青龙山上
有一种特殊的石头，像一节节竹子嵌在
里面，唤作“竹石”。青龙山山顶寸草不
生，只有一水洼，唤作“龙潭”，常年不
涸，因此这里自古就有“竹石无墨千秋
花，龙潭云起万丈虹”的说法。

孔子师徒在这里歇脚，看到龙潭云
起，勤奋好学的子路忘却疲乏，在山崖
上坐下，探囊取书展卷捧读。孔子因此
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意思
是，“仲由在学问或技能方面已经有很
高的造诣了，可谓升堂了，只是还没有
入室罢了。”意思是仲由的学识还不到
家，不够精深，成语“升堂入室”即出典
于此。

当地人为了纪念儒家代表人物子
路锲而不舍、勤学苦读的精神，不但将
村名改为“子路村”，村中还建有纪念
物。古碑文记载，汉武帝时推崇儒家思
想，后人在此地修建了子路庙、子路祠，
即仲子读书处。

仲子读书处始建于北宋，占地面
积约4 . 6万平方米。清顺治八年重修，
道光九年版的《东阿县志》(卷一)中记
载：“百木(墓)山西(注：应为山东南)有
子路读书处，宋嘉祐四年，里人刘可
秩、刘可隐等建子路祠堂三楹，久
圮。”今存仲子读书处，是清同治七年
重修的。《张秋志》也记载，这是一处
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成为东平县旅
游景点之一。

仲子读书处坐落于“子路村”西端，
在青龙山北凸山峰东麓山坡的密林间，
这处古朴、幽静的院落依山而建，坐西
朝东。

穿过村中崎岖的山道，攀登而上，
由坡道登11级石阶，就可以到仲子读书
处山门前月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子路
村”，雾气氤氲、绿荫浓郁。

山门楣额横书五个字体工整、笔
力遒劲的楷体金光大字：“仲子读书
处”，为清代刘洪恩题写。山门为坚木

制造，左右门框以石代木，磨制光滑，
上边镌刻楹联，但现在已经难以辨
认。

仲子读书处以大门、二门、仲子祠
正殿为中轴线，左右各一瓦殿，成为逐
级升高的三进院落，可谓苍松翠柏、穹
隆荫翳、古色古香，构成了一个结构严
谨的建筑群。

仲子读书处正殿仲子祠、读书阁，
因年久受损，今人又在原址上重建其
阁，刻碑铭记。

重建的仲子读书阁与原来的样
式相同，为立山式建筑，面阔三间，鳞
瓦盖顶、滴水勾檐、精致玲珑、古朴大
方。大殿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南北配
殿亦十分壮观，成为东平境内的一大
景观。仲子读书阁内原有仲子泥塑金
身坐式巨像，高1 . 7米，仲子像朱砂红
面、满发束顶，身着蓝袍，左手拿书右
手按膝，聚精会神专心读书，后来被
除掉。大殿北壁嵌镶清代同治七年

《重修子路仲夫子读书阁碑记》，碑高
1 . 7米、宽1 . 8米。

正殿擎梁石柱上刻着楷书楹联：“从
政当年蒲邑千秋传治绩；读书此地谷城
百代振雄风。”上联说的是，周敬王三十
三年，子路被卫国聘为蒲邑宰，此为长垣
(今河南省长垣市)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首任县令，仲由任职期间勤政爱民、重视
教化，筑堤挖沟、兴修水利、防御灾害，深
得当地人民爱戴。三年之后，孔子偕子贡
来到这里，看到此地大变，百姓安居乐
业，子路政绩卓著、千秋流传；下联说的
是，仲子读书阁属古县东阿，又曾属阳谷
城，他是读书好学的先贤风范，曾振起此
地百代儒风。

仲子读书阁处正殿前有两个方
形石柱，上刻对联：“学海文烂源分泗
水；春风化雨道祖尼山。”两幅楹联均
为宋代刘可秩、刘可隐撰书，赞颂仲
子的勤奋精神，追溯儒家文化之源
头。

“子路村”儒风兴盛不衰，历代均设
教于子路读书阁。明清两代，这里走出
进士、举人、禀生、贡士、秀才达七十余
名。比如，进士刘三泉清顺治十四年中
举，曾任江西雩都知县，购良田20顷献
给子路阁，资助师生薪伙之用。康熙三
十五年，刘德桢兄弟二人乡试中举，在

“子路村”北侧东西大道上修建了“同胞
乡荐”坊。同治六年，子路读书阁一年考
出六个秀才。民国六年，子路读书阁全
班学生皆升入高等学堂。新中国成立
后，子路读书阁设小学、初中、高中班，
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

相传仲子身材魁梧，练就了一身好
武艺，他跟随孔子外出时，每遇到危难，
常常挺身而出，抗击强暴。孔子依据其
拳路特点定名为“子路八卦拳”，先传入
开封，后传于黄河沿岸诸县。“子路村”
人不仅承袭儒家文化、习好读书之风，
而且喜爱“子路八卦拳”。“子路村”武术
遐迩闻名，附近各山庄、大村古庙会、元
宵节，常邀请他们表演，并受到热烈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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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朴

武松打虎是施耐庵所
著《水浒传》中的著名故事，
主要讲述武松回家探望兄
长，途经阳谷县的景阳岗
时，至酒家沽饮十八碗，醉
后欲行赶路。酒家告以岗上
有虎伤人，劝其勿行，武松
不信，在岗上果然遇到一条

“吊睛白额大虫”。武松奋起
平生之力，以双拳将虎打
死。

据《阳谷县志》记载：
“景阳岗在县城四十里，沙
丘起伏，莽草无涯，古木参
天，人烟稀少。”

作为艺术描写，武松随
身携带哨棒，人棒同行，成
了人物的标志，在打虎中也
打出了好戏。一根哨棒，说
白了就是棍棒，人们经常见
到，实在是普通极了。可是，
在施耐庵的笔下，这根普普
通通的哨棒，对于人物性格
和心理活动的刻画，环境气
氛的渲染，都起到了极重要
的作用。

最早注意到这根哨棒
的，是明末清初著名《水浒
传》点评家金圣叹。他在《第
五才子书》中批点出作者

“十八次”提到哨棒(还不包
括哨棒余波)，写了两段评
语。其一是在“哨棒七”处：

“一路又将哨棒特特处处出
色描写，彼固欲令后之读
者，于陡然遇虎处，浑身依
仗此物，以为无恐也，却偏
有出自意料外之事，使人惊
奇。”其二是在“哨棒十六”
处：“半日勤写哨棒，只道仗
它打虎，到此忽然开除，令
人瞠目噤口，不敢复读下
去。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
打虎异样神威来，只是读者
心胆堕矣。”

在这里，金圣叹点明
了这根哨棒对于艺术氛围
的渲染和反衬武松性格

“异样神勇”的作用。施耐
庵特地一路上描写这根哨
棒，似乎是为了给读者这
样的印象，武松将凭借它
打杀老虎。可是，当老虎陡
然出现时，哨棒竟然折了，
这样就造成了紧张、惊险
的气氛，使人“瞠目噤口”

“惊杀”，乃至“心胆堕”，从
而表现出武松“徒手打虎”
的异样神威来。

因此，断棒打虎，“断”
得出奇。武松酒醉踉跄，偏
又遇上老虎。他在惊乱中躲
过了老虎的一扑、一掀、一
剪的“下马威”之后，得以转
过身来，“双手抡起哨棒，尽
平生之力”向老虎劈去，岂
料武松一棒劈到了枯树上，

“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
拿得一半在手，那大虫咆哮
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
扑将来……”

这棒断得蹊跷。粗看，
不该断，武松如此江湖好
汉，怎会做出这等莽撞之
事？细想，断得好，武松有超
凡本领，可他面对吃人如麻
的老虎，也惊得出汗，以致
忙中生乱，但是正是这“棒
断机失”，方显出英雄本色。
武松面对老虎，马上就又镇

定下来，刹那间“将半截捧
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
虫顶花皮疙瘩地揪住，一手
按将下来”。

至此，我们恍然大悟，
原来棒折失利，正是为武
松打虎精心设计的一个

“典型环境”。武松携带的
哨棒折了，老虎又再次扑
落到他面前，此时刻不容
缓，只能就势丢下断棒，用
拳用脚与老虎“近战”“肉
搏”，也正因为此，“武松打
虎”才能够脍炙人口。

在华夏英雄谱上，打虎
者甚众，就是同一部《水浒
传》中，也有李逵沂岭砍虎、
解氏兄弟用钢叉药箭取虎
等。

这样一比较，我们会益
发感到武松当初带棒上岗，

“带”得出俗了。
分析武松敢于只身夜

过景阳岗的原因，人们大
都认为，武松除了仗着一
身超人武艺外，更主要的
是与店主人一番争执后骑
虎难下，这些当然是有道
理的。但是，不能忽视的
是，武松最后敢于过岗，哨
棒为他壮胆不少。

武松在《水浒传》中一
出场，就随身携带着哨棒，
虽然上岗前，武松还优哉
游哉，可是，上岗后他就不
得不存三分戒心，“一只手
提着哨棒”了。就是在酒力
发作后，他躺倒在大青石
上时，也没有忘了“把那哨
棒倚在身边”，随时准备迎
敌。施耐庵塑造的是一个
赤手空拳的打虎英雄，却
为何让他带着武器上岗？
奥妙在于，这不但无损武
松的打虎神威，而且更有
助于把武松区别于那种只
凭 一时冲 动 的“ 匹 夫 之
勇”。

由上可见，一根普通的
哨棒，经过施耐庵匠心独运
地一再渲染，的确显示了武
松的“身份”。哨棒，这是作
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
有特征的艺术细节。武松一
路上哨棒不离身，因为他不
是腾云驾雾、口吐飞剑的仙
客。武松闯荡江湖、洞察世
情、精明干练，他手中的哨
棒“腾挪变化”，便是他的

“身份”的具体显现。
如果明知山上有虎，唱

着高调，赤手空拳与老虎搏
斗，这是莽撞、可笑，不是真
的神勇，自然也就失去了武
松的“身份 ”。正
因为哨棒不离手，而真到打
虎时，哨棒又不巧折断，在
万分急迫之中，武松只好赤
手空拳与虎搏斗，将老虎打
死，这才显示出武松的“异
样神勇”来。

在武松打虎这场戏中，
哨棒确实被渲染得声色不
凡，除打虎外，更有折棒、丢
棒、寻棒的表演，真是一棒
三“折”，波澜层生、曲尽其
妙。

也许，这就是“武松打
虎”这段情节能够达到既神
奇又真实的艺术境界，因而
具有如此动人的艺术魅力
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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