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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济夫

鲁定公九年，孔子初仕宰中都。他
到任前这里叫“致密城”，城南有鲁九
公墓，孔子上任后倡导遵循周礼，重在
亲民理政。《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
于国君墓地、庙堂所处治邑要称“都”，
因而取“中”和“都”两字，上书鲁定公
准奏，把所宰治邑“致密”改名为“中
都”。

汶上既称中都，自然有城池。据
《汶上县志》记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始
置东平陆县，平陆故城约在今汶上县
城北12公里处，《水经注》记载的“汶水
又西南迳平陆故城北”可为史证。

中都遗址在今天的汶上县城西南
14 . 5公里湖口村一带，唐天宝元年改称
中都县。李白诗作《鲁中都东楼醉起
作》中说：“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蓠。
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诗中的“东
楼”等用词，说明唐代中都已建有城
墙、城楼。

明成化年间至万历十年，中都陆
续筑土城墙，外层全部覆以砖石。垣
墙周长6 . 3公里，方形，有四门，北门名
望岳、东门名醉白、南门名观河、西门
名怀冉，外筑月城，上构重楼巡舍，城
周环以深池，史料称“屹然为巨镇
矣”。

明清两代，县城以东西、南北两条
大街为轴，纵横旁置小巷。唐代至元
代，县署在城内西北隅，署前置察院及
诸仓；署西为丞衙、捕衙；东关有养济
院、演武场；西关有旱夫厂、官蔬园。城
内著名寺院庙宇有宝相寺、彦章庙、城
隍庙、关帝庙。宝相寺塔矗立于大寺坑
西岸，雄伟俊秀、耸入蓝天，为一大景

观，现在唯东、北两面遗有土筑残垣。
城内仍保存元代建筑关帝庙和明代建
筑孔子庙。

据史载记载，中都有最早的新石
器遗址，有孔子讲堂、钓鱼台、始建于
北魏、赫然齐鲁的名寺宝刹——— 宝相
寺、太子灵踪塔、莲花湖湿地公园、南
旺分水枢纽等著名历史胜迹和人文自
然景观。

孔子宰中都遗址钓鱼台，位于现
在的次邱镇朱庄村南路口、马踏湖畔。
孔子在为政、讲学之余，经常钓鱼散
心。当时，孔子坐在钓鱼台上，望着烟
波浩渺的马踏湖湖面，曾有观水之叹，
因此论语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的描述。《论语·述
而》中还写道：“子钓而不纲，弋不射
宿。”这是孔子教诲弟子的话语，意思
是不要用大网横断河水来捕鱼，不要
把大鱼、小鱼全捕完，也不要用弓箭射
夜宿归来之鸟，这体现了孔子的仁爱
之心。

宝相寺位于今天汶上县城内西北
隅，西北面临河，依河建寺，占地25亩，
初建于南北朝，唐代名为昭空寺，主要
建筑为东门三楹，寺内建筑规模宏大、
错落有致。如今，阅世千余年的宝相寺
塔经过维修，巍巍耸立。

宋代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封禅
泰山，归途经曲阜、中都时，御赐昭空
寺为宝相寺。自此宝相寺成为皇家寺
院，从此香火不衰，成为帝王将相、名
流墨客观光礼佛之圣地，宝相寺因此
获得了“北朝最初名胜，东土第一道
场”的美誉，成为齐鲁大地的名寺宝
刹。明代，宝相寺规模不断扩大，盛时

“群僧萃处、暮鼓晨钟、经声佛号，亦精
蓝之胜景也”。

明清鼎革之际，宝相寺被破坏，至
清康熙年间，宝相寺被“次第修举，凡
正殿、配廊、山门、宝塔，一一修整，焕
然一新。”院内碑碣林立、佛塔高耸，恢
复了往日盛况。

民国二十七年，侵华日军炮轰汶
上宝相寺，千年古刹夷为平地，塔身受
到炮弹重创。

中都宝相寺内，太子灵踪塔始建
于北宋熙宁六年至政和二年，是仿照
京师开宝寺灵感塔（今开封铁塔）建造
的一座典型的皇家佛牙塔。宝塔整体
雄伟壮观、巍峨挺拔、结构坚固，底层
是宋代比较流行的莲花座造型，塔身
全部用青砖砌成，呈八角形，塔高为
45 . 5米、底座直径为10米，共13层，充分
体现了宋代建筑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多次对
宝相寺进行修缮。1994年在修葺太子灵
踪塔、剔除水泥裙时，意外发现了塔基
底部的地宫入口。报请上级文物部门
批准后，对地宫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
掘。塔宫内发现了隐世八百余年的金
棺、银椁、佛牙、舍利等141件佛教圣物，
历经千百年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确
属珍贵无比。

据铭文记载，该佛牙舍利是北宋
熙宁六年，赵匡胤的玄孙、中都县廓内
赵世昌到宋都开封嘉王赵郡府第求
得，藏于宝相寺塔，故此塔名为“太子
灵踪塔”。经专家鉴定，九百余颗佛舍
利同时出土，被认定为“数量最大的佛
舍利发掘”；水晶舍利瓶和玻璃舍利瓶
均为外国进贡的舶来精品，是当年皇
家供养佛舍利的珍宝。

1995年，汶上县以宝相寺为核心，
打造“祈福经济”综合性文旅城市，对
宝相寺进行规划、修复和扩建。以宝
相寺为核心的中都佛苑旅游区，占地
1240亩。主要景点有影壁、香水海、菩
提树、须弥山、宝相寺、地宫、太子灵
踪塔，将景区建成为融圣物展示朝
拜、宗教休学体验、旅游观光休闲等
为一体的主题公园和体验地。宝相寺
景区现已被评为国家 4 A级旅游景
区。

(本文作者为梁山县政协文史委原
主任）

孔子和千年古邑“中都”

中都，济宁市汶上县的古称，周代封鲁国，置中都邑。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唐天宝元年改称中都县，移

治所于今址。金泰和八年，取“汶水在上(北)”之意，更名汶上县，此为
“汶上”专用地名之始，并沿用至今。

李清照与
宋代茶文化

□刘跃

宋代茶文化盛行，女词人李清照也是嗜茶一
族。

李清照晚年曾为亡夫赵明诚编撰的金石学著
作《金石录》写了一篇序言，这就是著名的《〈金石
录〉后序》。此文详记了赵明诚闲居青州及连任莱
州、淄州知州时，夫妇猜书、斗茶的往事：“余性偶强
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
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
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李清照、赵明诚仅在青州一地就闲居十年，
加上其后迁居莱州、淄州的时间更长，由此可见
李清照饮茶次数之频繁，饮茶经历之久远，饮茶
在她日常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位置。李清照夫妇
还将饮茶与猜书结合起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为
悼念亡妻写了一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其中“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
道是寻常”之句颇得名声，其中“赌书泼茶”就借
用了李清照、赵明诚的典故。

李清照不仅喜欢饮茶，而且深谙茶道，尤其擅
长分茶。她在两首词中曾记录了自己的分茶之道：

“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摊破浣溪沙·病起萧
萧两鬓华》)。“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
(《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她特别强调“分茶”时要
用“活火”，活火指的是明火，有火苗的火。

分茶是指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就是在沏茶的
过程中，用汤匙或者筷子搅动茶水，使汤纹水脉变
幻成各种虫鱼花草的形象，纤巧如画，但须臾即散。
分茶作为独特的茶艺形式，非常有趣也很雅致助
兴。

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缪荃荪在《云自在
龛随笔》卷二引载，赵明诚在淄州时，有一次从邢氏
村隐居老人邢有嘉手中见到一本白居易手书的《楞
严经》，他大喜过望，“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指李
清照）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
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
记。”由此可见，李清照与赵明诚情趣相投、志同道
合，因为《楞严经》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而欣赏
如此珍贵的文物当然必须配上珍贵的好茶。

人们可能会问李清照喜欢什么茶？她在(《鹧鸪
天·寒日萧萧上琐窗》)中说，自己饮酒后更喜欢品
尝团茶的浓酽苦味。团茶是将茶叶制作成团饼状，
这种制茶工艺在宋代很盛行。

李清照还喜欢喝小龙团茶。小龙团茶在宋代是
价值昂贵的上品茶叶，它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
蔡襄为官福建时，在当地名贵的龙凤团茶基础上改
造而成，作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宋仁宗赵祯对此
茶极为珍爱，只有在每年南郊祭祀天地的大礼中，
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两府八位大臣才共赐一饼，一分
为八，每人一份。

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在宋徽宗时官至尚书右
仆射兼中书侍郎，两度拜相，李清照能够拥有小龙
团茶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作者为中学教师）

孔子宰中都遗址

2024年10月2日 星期三A08 青未了·人文齐鲁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