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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畔梁祝碑

□鲁先圣

《梁山伯与祝英台》与
《白蛇传》、《孟姜女》、《牛郎
织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传
说。其中，梁祝传说是我国
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
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
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梁祝故事在民间流传已有

1 5 0 0 年之久，可谓家喻户
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
的千古绝唱，有东方《罗密
欧与朱丽叶》之称。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
事究竟发生在哪里，有关他
们的故乡籍贯，有多个争
议。但是，2000 年之初，山东
微山县的马坡乡出土的一
块“梁山伯与祝英台墓记
碑”，成为梁山伯与祝英台
故乡在微山县之说的有力
证据。

出土的这块碑高 1 . 84

米，宽 0 . 82 米，上刻有碑文
833 字。碑文显示，碑立于明
朝正德十一年，是当时的工
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
御使崔文奎主持而立。原因
是当时崔文奎正奉命总督
粮储经过微山县。其时，当
地的一群文化人士，聚集在
梁祝墓前，感于这个美丽的
爱情故事，决定募集资金修
缮梁祝墓，筹款立碑记述他
们对于梁祝故事的祝愿和
向往，同时也让他们的风雅
之举得以流传。恰好有朝廷
重臣经过微山县，他们也效
法古人，请更加知名的朝廷
重臣主持立碑之举，以更增
加他们立碑的权威性。他们
请当地县令向钦差大人表
达他们邀请的意思。崔文奎
也是风雅之人，做这样成人
之美自己亦可传名的美事
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事

情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促成
了。

这块墓碑，是目前全国
所有出土的梁祝墓碑中立
碑年代最早、主持官员级别
最高、碑文字数最多的。

碑文的撰写者是当地
文化人士赵廷麟，贡士出
身，曾经出任都昌县令，当
时正退养还乡。碑文分为前

后两个部分，前半部
分记录了当时在微山
湖一带流传的梁祝爱
情故事，并以崔文奎
的名义将梁祝故事归
结 为“ 天 理 人 情 之
正”，祝英台外出求学

“以谢亲忧，笃信好
学”，“三年衣不解”，
以及最后舍生取义的
行为，皆是符合孔孟
礼仪和教化的。

崔文奎毕竟是当
时的朝廷重臣，他是一定知
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
争论的，无论故事的发生地
还是故事的真伪。因此，碑
文中他这样记述自己的判
断：“近来访诸故老，传闻在
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
巨富，乡人呼为员外，见世之
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要
门闾，独予无子……膝下有
女 名 英 台 者 … … 冒 为 子
弟……乡党大夫，谓其令节，
从葬山伯之墓，以遂平生之
愿。”这几句话告诉后人的
是，他是在当地经过了一番
调查研究之后确认这个故事
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性的，才
决定做这个主持人的。

碑文的后半部分则备
述立碑的盛况，也同时表达
了当地文人雅士对于故事
的羡慕和向往。

在现在的微山湖一带
有一个风俗，似乎也佐证了
故事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性。
在这里，梁、祝、马三姓多年
以来禁止通婚，这个风俗的
用意显然是为了避免悲剧
再次重演。当地也从不演梁
祝戏，以免后人触景伤情。

不论如何，关于梁祝故
事发生地的争论，都不过是
当代人不同的解读方式而
已。最重要的，是拂去岁月
尘埃之后，梁祝的凄美爱
情，能在今天依然鲜活瑰
丽。

历史上的纪国及纪王崮
□王凯

鲜为人知的纪国

纪国是位于山东半岛中北
部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姜姓，传
说从公元前十一世纪一直延续
到春秋时期。由于纪国国土较小，
知名度远没有其邻国齐国和鲁
国高，故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

纪国的统治区域在今天的
寿光、青州、昌乐、莱阳一带，国
都遗址“纪台”(也叫“纪王台”或

“纪侯台”)至今犹存，位
于今寿光市纪台镇纪台
村，高 20 余米，顶部直径
10 余米。“纪王台”附近
旷野有城垣遗迹，绵延如
堤，可能是几经变迁后的
城基。从残存的墙基看，
城墙系土筑，夯迹依稀可
辨。故城呈长方形，东、西
各长 1500 米，南、北各宽
1200 米，由外郭和内城两
部分组成，内城内发现了
许多春秋时期的陶片、瓦
片以及鹅卵石，估计是当
时上层人物居住的地方。
城外四周有古冢，虽经几
千年风雨剥蚀，有的仍高达 20

米，顶部直径十余米，封土层次
分明，夯迹清晰，可能是显贵人
物的墓葬。故城内及附近出土
的文物有铜制纪侯钟、纪侯簋、
镂空铜熏炉、铜鼎、三足盘、“宜
子孙”玉璧以及陶豆、罐等，这
些文物如今分别被上海、寿光、
青州等地的文博机构收藏。

由于国小势微，纪国只能
在齐、鲁两国的夹缝之间求生
存，借两强国的矛盾自保。纪国
与周王室和鲁国的关系都比较
好，鲁国为抑制齐国的扩张，也
极力保全纪国。这种平衡关系
一直到周夷王年间才被打破，
这一年周王烹杀了齐哀公，据
说这一悲剧是纪侯进谗言的缘
故，齐、纪两国因此结仇。周庄
王七年(前 690 年)，齐襄公出兵
伐纪，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半夜
出逃，在正史上从此失去了踪

迹，存世三百余年的纪国也就
此亡国。

纪王崮的传说

在民间传说中，纪侯逃出后
准备去投奔鲁国，途经今天的沂
水时发现了一个绝妙去处，这个
地方便是齐、鲁、莒三国交界处的
纪王崮。纪王崮位于沂水县城西
北四十公里处，地势险峻，易守难
攻。纪侯来到这里后，发现崮上有
水有田且地形险要，很适合防守，
便在崮上筑起了城池，准备卧薪

尝胆兴兵复国。关于这段历史，据
清康熙十一年成书的《沂水县志》
中记载：“纪王崮，巅平阔，可容万
人，相传纪侯去国据此。”

但齐国最终还是发现了纪
侯的下落，这位多难的国君又遭
齐国大军的追杀，最后不知所
终。纪侯的归宿在沂水一带被演
绎成许多美丽、浪漫的传奇，但
究竟魂归何方却无人知晓。

关于纪王崮上的国君还有
另外一个版本，相传公元前 256

年，在位 59 年之久的东周最后一
个天子周赧王姬延降秦，周王国
被灭。国破家亡的周太子率领残
兵败将从京都洛邑(今洛阳附近)

一路北逃，来到当时还叫西大崮
的纪王崮。周太子在西大崮上盘
踞几十年，修建宫殿构筑工事，
最终一事无成忧郁而终。因周
太子是“姬”姓，所以当地人也
称此崮为“姬王崮”。

谜团重重的

春秋古墓
引发关注的这座墓葬位于

纪王崮天上王城景区，是今年年
初景区施工时偶然发现的。经过
两个多月清理发掘，墓葬形制和
埋藏情况已基本理清。据相关学
者介绍，古墓与以往发现的墓葬
有很大区别，存在着诸多有待研
究、破解之处，这可能与当时一
些不为人知的政治事件有关，这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当地

的民间传说并非空
穴来风。

古墓位于沂蒙
七十二崮之首的纪
王崮山顶，海拔高
度 577 . 2 米，这种高
山墓地在国内极为
罕见。众所周知，崮
是沂蒙山区特有的
一种地形地貌，其
顶部平展开阔，周
围峭壁如削，沂蒙
山里有名有号的崮
不下百座，“七十二
崮”只是一个笼统
的说法。在纪王崮

之巅放眼四望，秀美的沂蒙崮群
犹如一座座高山城堡，巍然耸立，
雄伟峻拔，令人流连忘返。

在发掘过程中，除清理出大
量青铜器外，还有一件来自江国
的女子陪嫁媵器。江国也是春秋
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该国以“鸿
鸟”为图腾，故又名“鸿国”，公元
前 623 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
氏。江国国都江城位于今河南正
阳一带，距山东沂水数百公里，这
件媵器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
的故事呢？

在清理中还发现了一件精
美的玉器，据考古工作人员说：

“像这么一件玉质非常好、雕刻
非常精美，保存这么好的器物
随葬，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无论
如何是非常尊贵、非常显赫
的。”所有这一切都为古墓主人
的身份增加了重重谜团。

日前，沂水纪王崮挖掘整理出的一座春秋时期大型墓葬持续引发世人关
注，并出土了一些珍贵文物。随着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古墓的相关背景已渐
显明朗，但墓主的身份目前仍无定论。

据当地百姓传说，春秋时期位于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国国君纪侯失国后曾
在此居住，山上还留有部分遗迹，沂水地方史籍中对此亦有记载。那么纪王崮
春秋古墓与往日的纪侯究竟有没有关系？历史上的纪国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风风光光旖旖旎旎的的纪纪王王崮崮

纪纪王王崮崮考考古古现现场场出出土土的的珍珍贵贵文文物物((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梁梁祝祝碑碑出出土土时时的的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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