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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格《听雨丛谈·济南诗》(中华
书局，1984年)说：“黄河向距济南千里，自
咸丰年，江南丰县河决，黄流北趋，由直
隶开州、山东濮州横灌运河，经兖之张秋
镇入大清河，直抵济南城北十二里，汇泺
水东下入海。每年伏汛泛滥，旁流外河，
大舡可踰济南城北之标山，泊于三孔桥
下，实为人意初不能料。平时之车尘马
足，一换而为橹声帆影矣。”

宋代文学家、官员晁补之(字无咎)
守济南，瓜代 (指任期已满换人接替 )
后，他写了《别历下二诗》：“来时芙蕖
溢渚香，归途未变柳梢黄。殷勤趵突溪
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阳。”又写了“鸳鸯
鸂鶒绕渔梁，摇漾山光与水光。不管使
君征棹远，依然飞下旧池塘”一诗。

从“相送扁舟向汶阳”诗句中看
出，宋代可由济南乘舟南下。那么，晁
无咎所言“汶阳”在何处？他又是怎么
乘扁舟，沿趵突溪水前往“汶阳”的呢？

晁补之(1053年-1110年)是北宋济州
巨野(今属山东)人，元丰进士，曾知齐州、
任礼部郎中、国史编修官、知河中府等
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北宋绍圣元年
六月，晁补之知齐州(州驻地历城，今济
南)，次年二月离开济南时，写下《将别历
下二首》，后收入《鸡肋集》。

“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
阳”，诗中的“趵突”即济南趵突泉。清
道光《济南府志》说：“趵突泉在历城县
西一里。旧志云‘泺水之源也’，一名瀑
流。”又记泺水：“旧志云‘源出趵突
泉’。《水经》云：‘济水又东北，泺水入
焉’……《通志》云：‘泺水在历城县北
十二里，谓之泺口。’”这里说的是趵突
泉溪水北流，在泺口汇入济水 (大清
河），东逝入海。

再说晁补之诗中的“汶阳”。“汶
阳”因汶水而名，汶水又称大汶河，道
长域广，古今以“汶阳”为地名者颇多。
趵突泉溪流为泺水，泺水入济水，晁补
之诗中的“汶阳”，只有沿着济水往西
南方向寻找了。

晁补之还有一首词《李夷行易初

赞》，也说到与汶水有关的地名：“元丰
初，补之教授北门，而易初为掾汶上。”
今济宁市北是汶上县，此县在北宋名

“中都”，至金代贞元元年始更名汶上
县，晁补之所言“汶上”如果不是后来
的汶上县，它又是哪里？

与晁补之同时代的词人贺方回也
曾与李夷行为友，元祐元年贺方回有
诗《送李主簿夷行之官河阴四首》，其
注云：“李字易初，翰林邯郸公孙。少年
苦学，元丰壬戌任东平户曹掾……”李
夷行“为椽汶上”“任东平户曹椽”。如
此说来，晁补之诗中的“汶上”定是贺
方回所说的“东平”。

贺方回在元丰六年还有一诗《送
李易初还汶阳》，从中可知，这个“汶
阳”也就是“汶上”“东平”了。

《元丰九域志》记载：“郓州，东平
郡，天平军节度。治须城县。”又记“汶
阳乡北有曲亭”。《宋史·文苑传》“姚
铉”记载：“咸平三年，河决郓州王陵
埽，东南注巨野，又淮西城中，积水坏
庐舍，炫知州事，徙州于汶阳乡之高
原。”这里的“汶阳乡”，当是晁补之诗
中所言的“汶阳”了。当时郓州(东平)辖
须城、阳谷、中都、东阿、寿张、平阴六
县，那么“汶阳乡”又在什么地方？

据清代蒋作锦《须昌城考》：“唐自
郓城移州郡治须昌，升都督府，后为天
平军节度使治。五代唐讳‘昌’，改须昌
为须城。宋咸平三年，河决王陵埽，城
圮于水，迁东南十五里汶阳乡之高原，
即今东平州治。”

《元丰九域志》收录须城县书：“八
乡。有梁山、济水、清河。”原来“汶阳乡”
就是其八乡之一。1913年，东平州改为东
平县。1982年，东平县驻地迁至后屯，原
州、县城旧地遂为东平县州城镇。

晁补之离别济南，乘舟沿趵突泉
溪水北行至泺口，再入济水，然后朝
西南行奔汶阳方向而去。他前往的地
方是当年的南京应天府，治所在现今
的河南省商丘市，与山东省曹县、单
县为邻。由此就不难理解晁补之的诗
句了。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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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上“文公祠”
□杨建东

微山湖北部的南阳镇曾
有一座文公祠，是为了纪念
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建。

文天祥(1236年一1283年)
是南宋末年右丞相兼枢密
使，坚持抗元，捍卫国土。1276
年他奉旨到元军营中议和，
遭扣留，在江苏镇江脱险，到
福建与张士杰、陆秀夫率兵
抗元。1278年他在广东五岭坡
被俘。

文天祥被元军押赴大都
(今北京)，途中在淮阴一带乘

船沿泗河北上，经徐州来到
济州鱼台县南阳镇(1953年划
归微山县)，在镇上停歇。

文天祥在此写了一首五
言诗《发鱼台》：“晨炊发鱼
台，淬雨飞击面。团团四野
周，冥冥万象变。疑是江南
山，烟雾昏不见。岂知此中
原，古今经百战。英雄化为
土，飞雾泗郊甸。天寒日欲
短，游子泪如霰。”抒发了文
天祥的悲壮情怀。

此诗是留在南阳还是被
文天祥带走，目前无法考究，
但《济宁州志》《鱼台县志》

《微山县志》都曾记载此诗。
文天祥被囚几年终不肯

降，1283年在大都被斩首。
明代嘉靖年间开挖新运

河时，将泗河改为运河，南阳
镇因此成为运河重镇，明清
时期在运河两岸建了许多大
型建筑。有人为纪念民族英
雄文天祥的停歇处，将民房
改修为文公祠，供奉画像，悬
挂文天祥诗，让行船的客商
登岸凭吊文天祥。如今，南阳
镇上新建了一处文公祠。

（本文作者退休前是微
山县考古工作者）

【故地往事】

赵镈：铮铮铁骨昭日月
1941年11月13日零时许，料峭

的寒风吹卷着鲁南大地，漫天的
乌云翻滚在九女山头，山脚下乱
石岗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土坑，周
围布满了国民党顽军岗哨，警戒
森严。在土坑边，站着一个戴着手
铐脚镣、全身衣服破碎且沾满血
迹的男子，他昂首挺胸、从容泰
然、毫不畏惧。他要求讲话，开始
顽军不允许，他大义凛然地说：

“我就要死了，还要剥夺我这点权
利吗？”顽军只得答应。他屹立坑
旁，迎着寒风，从容不迫地讲道：

“人总是要死的，我从入党那天
起，为了人类解放和壮丽的共产
主义事业，就随时准备着牺牲自
己的生命。但是我没想到，大敌当
前，日寇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
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有死在抗
日的战场上，却死在反共卖国的
自己的同胞手里。请记住：中国人
民是杀不绝的，死了我一个，还会
有千千万万的人站起来，抗战是
一定能胜利的，共产主义也是一
定能实现的！”感人肺腑的语言，
慷慨激昂的陈述，令闻者落泪、听
者动容。他环视了战友和老乡，随
后毅然跳下坑去，从容地说：“动
手吧！”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这位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男
子，就是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赵
镈。12月30日，中共鲁南区党委致
信赵镈的妻子李岩，高度评价了赵
镈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一个共
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为
党工作到最后一息的崇高风范。

赵镈，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
府谷县赵家寨一个农民家庭，中
学时代即在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推
动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
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
革命斗争。1926年初，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年，受周恩来的直接
派遣，进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
习。当时，蒋介石阴谋篡夺军权，
排挤共产党人，军校因此内部分
化，形成了若干个派系，相互间勾
心斗角，争夺军权。针对这种复杂
情况，任连党支部书记的赵镈根
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学员的工
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70%
以上的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并
从中发现培养了十多名青年加入
共产党，壮大了革命队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赵镈到
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此
后的9年间，他曾两次被捕，7年时
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在狱中，他
坚持斗争，经常给难友们讲述革命
道理，组织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
争，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在北
平反省院关押期间，赵镈任中共地
下支部委员，与杨献珍等人一起，
巧妙地将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拆
成散页，夹在《红楼梦》等小说中，
带进狱内，在同志间传阅、学习，鼓
励大家坚持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镈接受党
的指派，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冀东
一带恢复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武
装，发动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初，
赵镈任中共山东分局鲁西区党委
常委、组织部长。1940年4月，又调
任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
区政委。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创建
不久，外受日伪的重重包围，内有
国民党顽固军队和土匪的破坏捣

乱，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异常艰苦。
鲁南区党委创建不久，即与罗

荣桓率领的八路军第115师会合，
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
群众，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统一了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成立
了鲁南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建立
了地方武装领导机构，壮大了抗日
武装队伍。同时，还按照三三制原
则，建立了专区、县等各级抗日民
主政权，使鲁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
巩固和发展。

1941年1月起，日伪军对鲁南
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
荡”，修碉堡、挖封锁沟、垒封锁墙
等，对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同时，
驻扎在鲁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
51军、第57军等部不断向根据地党
政军民发动进攻，先后制造了“四
二五”惨案、费南流血事件等。赵镈
率领广大军民不屈不挠，团结奋
战，利用地形地貌，采取分散与集
中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策应等方
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夺取了
一次又一次“反扫荡”的胜利，粉碎
了敌人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的阴谋。

1941年10月中旬，日伪军对鲁
南地区展开了“双十”“大扫荡”。20
日，赵镈领导区党委机关进驻临郯
费峄四县边联县银厂村(今属兰陵
县车辋镇 )休整。27日凌晨3点左
右，由于国民党特务侯德俊告密，
国民党第51军第114师第683团团长
张本枝率千余顽军突袭银厂村，从
西、北两面发动突然攻击。赵镈指
挥警卫连抢占有利位置，掩护大家
突围，连续击退顽军几次进攻后，
翻过后墙向东突出重围。

赵镈带警卫员冲到村口时，
忽然想起机要秘书因外出治病未
归，装有机密文件的皮包尚留在
村内，他果断命令其他人快速突
围，只身返回住处。赵镈知道再突
围出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为
了不使文件落入敌手，他当机立
断，迅速将文件点燃销毁。就在这
时，敌人冲进房内，赵镈不幸被
捕。当天，赵镈与同时被捕的20余
人一起被押至国民党第683团部
驻地九女山。

顽军对抓到鲁南共产党的“大
官”欣喜若狂，先是以高官厚禄引
诱劝降，后又施以酷刑，逼其屈服。
赵镈大义凛然，怒斥顽军破坏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勾结日军进攻八路
军的罪行，把敌人的牢房变成了宣
传抗日、宣传革命的讲坛。

赵镈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方设
法营救，但由于鲁南的顽固派军队
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因此营救行动
均未奏效。赵镈被押20多天，遭刑
讯十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
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国民党顽
固派知道赵镈意志坚定，不可动
摇，从他身上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
的东西，便对赵镈下了毒手。同时
遇难的还有当地群众领袖、边联县
农救会长杨青法，以及民主人士许
善修等20余人。

为纪念赵镈，1942年银厂惨案
纪念周年之际，山东分局将临郯费
峄四县边联县改为赵镈县。八路军
第115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召开
了追悼大会。群众自发捐献40余斤
铜钱，为赵镈墓熔铸铜像，表达对
他的深刻缅怀。

东平县州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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