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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张鲁学执着研究、收集当地石刻碑文

抄碑文30年，农民成“史学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保珠

“借机会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第一书记”牵线两地学校结缘

┮济南外国语学校与鄄城左营中学学生结成对子

本报鄄城3月24日讯(记者 李贺)
23日上午，济南外国语学校初中部的师
生来到鄄城县左营乡中学，两地学生结
成“手拉手”互助对子。济南的师生们捐
赠了图书、书包文具，并为特困学生提供
了特需助学金和衣物。两个学校结缘全
因省畜牧兽医局派驻左营乡丁阳司村第
一书记尹旭升的牵线搭桥。

23日上午10时，风很大，一辆大巴载
着济南外国语学校初中部2011级20班师
生们来到了鄄城左营乡中学。师生家长
为左营中学初二一班捐赠了789本各类
图书、书包文具，并为特困学生提供了
5300元特需助学金和衣物，双方班级还
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活动。

左营中学学生牵手外国语学校的新
伙伴，进入他们的教室，同位而坐，联合
开展了“中国梦——— 我的梦”读书交流主
题班会，交流读书学习生活、成长心得，
畅谈梦想与愿望。双方同学交换了“手拉
手梦想卡”，留下了彼此的梦想心愿和联

系方式，建立了进一步沟通联络的桥梁。
据了解，左营乡位于黄河边，交通相

对闭塞，孩子们接触外面的机会比较少。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共同为孩子
们打开一扇窗，让城里的孩子知道真正
的社会体验，让农村的孩子知道外面的
世界。”济南外国语学校的老师说。

说起两个学校的结缘，全因为省畜
牧兽医局派驻左营乡丁阳司村“第一书
记”尹旭升的牵线搭桥。尹旭升担任“第
一书记”期间经常去左营中学捐助物资。

“有一次我儿子尹耀伦看到这里的一些
照片，对他感触很大。”尹旭升说，左营中
学的校长也向他表达过想与外地学习联
合的想法。

后来，尹耀伦就与老师和同学们交
流了，大家都想来帮助他们，于是就决定
来左营中学，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图书
文具等，还有助学金。在此基础上，老师
们还希望两个学校的孩子能够形成一种
伙伴关系。

23日，成武县白浮图镇戚庄村村

民张鲁学趁着农闲时节，整理着手抄

来的石碑文资料，最早的碑文是“般若

波罗密多心经碑”，为唐开元年间成文

的。望着整理的碑文，回忆当年抄碑文

的情景，可让他痛心的是具有较高文

史价值的石碑已被盗走。

遍布乡野的石碑逐渐消失，痛心

疾首难以改变石碑屡屡被盗现况，个

人力量又难以将石碑保护起来，仅有

初中文化的张鲁学就利用农闲跑遍成

武、单县、巨野等地，采集具有文史价

值的各种石碑文字。30多年来，他共收

集碑文资料100多万字，并主编整理出

版了三册《成武文史(白浮图镇专辑)》。

发现：

乡村石碑屡屡被盗

1983年，16岁的张鲁学刚
读初二。“当时乡村角落，遍地
都是石碑，根本没有人偷。”张
鲁学说，当时他非常爱好文
学，起初在祭祖坟地时发现很
多石碑，觉得上面的文字挺有
趣味，有时就抄一些，“20世纪
90年代初，盗窃石碑的人逐渐
多起来，很多乡村的石碑没了
踪影。”

据张鲁学介绍，当时在成
武县白浮图镇吉祥寺里，曾有
一个金大定三年六月建造的
石碑，碑文上记载了吉祥寺自
唐朝大历七年修建吉祥院后，
经过391年的风雨摧残，到了
金大定三年六月，藤县太平院
的僧人法善大师，重修了吉祥
院(公元1163年)，“碑文是第一
手史料，它们记载了当时修建

吉祥寺这一事件，为后人修建
吉祥寺、将吉祥寺开发成旅游
景点，都提供了可靠真实的史
料。只可惜，这块石碑在1997
年前后被人盗走。”

除了吉祥寺金大定年间
建造的石碑外，古方国遗址
(现白浮图镇防城村)有20多块
石碑，石碑上记载了古方国的
历史进程，而现在只剩下一个

断壁残垣的石碑，上面的文字
已难以辨清。“仅靠我个人力
量，难以将遍布乡村的石碑收
集并保存起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个石碑被盗走。”张
鲁学痛惜地说，为了留住史
料，他决定逐步收集、采集石
碑碑文，这样最起码石碑被盗
走，能留下一部分文字史料，

“这只能算是权宜之策。”

收获：

碑文填补史料空白

通过抄写大量具有史料
价值的碑文，张鲁学有很大发
现。成武历史名人侯览，就是
他通过石碑史料和历史资料
逐步确认的。据《后汉书》宦者
列传记载：侯览者，山阳防东
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滑
进，侉执贪放，受纳货遗以巨
万计。廷熹中，连岁征伐，府帑
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
锐。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

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
进封高乡侯。

“20世纪80年代，在白浮
图镇东三里地处，发现汉末石
墓群，有200多个石墓，还有石
架子等。”张鲁学说，当时出土
了很多国一级文物，但当时没
有确定这是侯览陵园，他通过
查找历史文字史料，意外发现
后汉书侯览列侯传记中有一
段文字：“建宁二年，因母亲去

世而归家，大肆修建母亲的陵
墓，督邮张俭检举上奏侯览贪
污放纵，先后夺去他人宅第三
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
顷，建造宅第十六处，都有高
楼池苑，楼阁高堂相连，皆以
彩画丹漆装饰，规模宏伟，僭
用宫室的形制，又预先修造自
己的陵家，建造双阙，有石椁，
陵园的房庑高达百尺……”

后汉书文字所记载的史

料与白浮图镇当地古墓群以
及出土贵重文物相结合，就逐
渐推断这个古墓群为侯览陵
园。据张鲁学介绍，另外一个
重要碑文发现是，大田集镇西
姚楼村姚氏家族在清朝末年，
出过三名进士，以姚舒密为
著，这在成武文史中非常罕
见，“通过碑文发现姚氏三进
士，填补了成武文史对其资料
的空白。”

石碑作为史料的直接证
据，为复建、捐建、旅游开发当
地历史遗迹、寺庙提供无法代
替的文史参考价值。而目前乡
野之间，具有文史价值的石碑
逐渐被盗走，同时随着城镇化
建设，村庄消失过程中还会将
遗失部分石碑，如何保护这些

石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张鲁
学。

“大部分石碑被偷盗外，
现在还留有一部分。”张鲁学
说，白浮图镇现存部分具有文
史价值不菲的汉代化像石与
唐宋时期的造像碑，这些化像
石和造像石大多被当做基石

隐藏在普通百姓家里，“如果
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注意保
护这些文物，将可能造成很大
损失，这些损失都是无法挽回
的。”

张鲁学说，在城镇化过程
中，收集现存的石碑，可以依
据一个点来打造以石碑为主

题的公园，能有效地保护这些
石碑，“有人常说没有人给我
发工资，没有人给我任何报
酬，我到底图了什么？劳动之
余，能干一点有价值的事，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给下一代人
留一点精神财富，这就够了。”

愿望：

呼吁建立石碑公园

对村里的石碑，张鲁学很熟悉。

▲两校学生在一块交流学习。 本报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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