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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名村系列之六

来到州城，州城人提及最多的便是
“父子状元坊”。“宋代的梁灏、梁固父子都
是状元，这可是咱州城的大名人啊。为了
敬仰他们，这个父子状元坊便立了起来。”
州城镇老居民黄修森告诉记者。

在居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父子
状元坊”前，只见门额上“父子状元”4 个
大字十分显眼，两边的石柱上有一副楹联
写道：“是父是子同作状头千载少，为卿为
相流传历代一门多”。

据居住在牌坊附近的老人们介绍，牌
坊的始建年代早无从考证，原坊为木质结
构，规模较小。后经兖州太守金一凤于清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重修并改为石坊。
原坊为全曲阜石石质、四柱三门式，呈中
间高两边低单檐的牌楼形式。

记者在牌坊附近的居民房中，见到了
与父子状元有密切关系的梁灏第 31 代传
人梁兆义。“这张照片，是梁灏画像的翻拍
照片，整个山东就这一张。还有牌坊的清
代照片翻拍图，也是比较珍贵的。”梁兆义
说。1997 年左右，梁兆义六叔家的哥哥梁
兆磊从北京翻拍出梁灏的画像，梁兆义一
直把照片保留在家中。“这个牌坊对梁家
人影响很大。据记载，继出现父子状元之
后，州城单单考中进士的考生就有98 名，
更别提其他的官职了。”梁兆义说。

采访最后，梁兆义还向记者展示了他
根据老人们描述所绘制的状元府平面图。
他说，如果状元府也能复建，这对于“父子
状元”古迹来说将更加完整。

“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大河上千帆竞发”

州城镇：阅尽千年兴衰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孔红星

父子状元坊

历代相敬仰

会河帆影时 号子传千里
据《东平县志》记载，由于运河

交通便利，加快了商品流通。州城
出口以粮食和烟叶为主，每年仅向
河北省输出的烟叶就有 10 余万
斤。每年从高唐、临清、堂邑等县输
入的棉花也有10 万余斤之多。

9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东平
县中部的州城镇。在镇北侧的大清
河上，一位渔民正撑着渔船泛舟河
面。落日余晖映照在水面上，把河
水染成了火红色。孤船，落日，形成
一幅好似“会河帆影”的美丽景象，
而这仅仅是古运河支流上渔民生
活的一个缩影。

在元朝初年，大运河改行州
城，这对州城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载，运河漕运
盛时，年运量达 400 万石，漕船 120
帮(每百只船为一帮)，一旦起运，
帆樯林立，纤夫号子传数里之外，
昔日“东平八大景”之一的“会河帆
影”即指此。

运河内，南北商贾贸易，大小
官宦云集，茶肆饭馆星罗棋布，地
方特产琳琅满目，曲艺弹唱、歌舞
走斗更是无一不有。由此可见，州
城在运河开通后，出现了航运兴
旺、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景象。

住在州城镇的潘士敏说，他的
祖父生于 1902 年，经常跟他讲起
州城当年繁华的商贸市场。“老人
年轻时，见过山西人、陕西人在咱

这里做买卖，贩布的商人卖的都是
绫、罗、绸、缎；贩大牲口的，卖马和
骡子；贩卖瓷器的卖的都是些细瓷
盘子、碗、茶壶、茶碗什么的；还有
贩中草药的，贩干果、鲜果的；贩木
材的，卖的都是外省的好木材；不
少商人还牵着骆驼。听老辈人说，
这些商家的货都是在运粮河里运
过来的。”潘士敏说。

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运河沿
岸集中了大批搬运工人、挽船纤
夫、船工水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
雇佣劳动力队伍。从袁仲口到大安
山 30 余里路程，沿运河就有王思
口、王仲口、常仲口等码头，旧有十
八口之称，经济发展相当繁盛。

塘中两块碑 见证繁华事
“东平古为郓州，阜繁，居室鳞

次，则琳宫刹宇之盛，壮观□□，甲
於他郡。”明景泰七年所立石碑碑文
开篇中这样写道。由碑文可知古州
城佛教的鼎盛，古建筑的壮观宏丽。

4 日，记者在州城大寺村党支
部书记朱会民的陪同下，来到了位
于该村东侧的“报恩禅寺”遗迹。只
见两块石碑立于水塘内，周边是众
多树木。朱会民指着那两块石碑感
叹地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
这两块石碑了，还有几块石碑和石
龟被埋在地下，我们没有把它们挖
出来，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文
物古迹被盗。”

“别看那块碑露在水面上的只
有 2 米多高，其实整个石碑有 5 米
多高。根据碑文记载，其中一块石
碑是明景泰七年三月所立。碑额高
1.12 米，内容为：‘重修报恩寺记’。
碑正文 22 行，每行 60 字。首句为：
东平州报恩禅寺修建殿宇碑记。石
碑距今已有 550 余年，期间风吹日
晒，部分字迹已风化脱落，现存
811 字。”大寺村村民赵延义说。

南宋叛臣刘豫，曾把河
北 、山 东
一带建成

伪政权，号称“大齐”，自己则称伪
皇帝，把州城作为“东京”(陪都)。
大约刘豫也是看到了古州城地理
位置的重要性和城内古建筑的华
丽、壮观吧。

谈到古州城的繁荣，州城大寺
村 85 岁的王昭轩老人感叹道：“看
看报恩禅寺留下的宝贝，就知道老
州城有多富裕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村里开挖养鱼池，挖池的过
程中曾出土了很多宋至清各
朝代的文物，仅瓷器就有龙
泉、耀州、元钩等官、民窑的
器物及瓷片，其他的如佛
像、印章、陶器、金条、银元
宝等。另外还有些精美
的石刻工艺品或散落
在民间，如上马台、
照壁心、柱础、莲花
台、石佛像、经石、
香炉等。此外，居
民还看到鱼池的
剖面上堆满了残
砖、破瓦、屋脊兽
等，

其文化堆积层平均高达 1 . 5 米-2
米左右。

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元大都出发，顺运河南下，至州城游览后，
惊讶不已。他写道：“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都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大河
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州城自宋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建城，历为州、府、路、县、镇驻地，已有千年历
史。一千年来，这座古城既见证了宋元繁华，也饱经了历史沧桑。时代更迭，看尽世事
兴衰。11 月 4 日和 9 日，记者两次来到位于东平县的州城镇，寻找古迹流传下来的一
个个故事。

梁兆义向记者介绍重修的父子状元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