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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绣江亭

绣江轶事

纪晓岚
与“九两之一”

翟伯成

纪晓岚曾在章丘题联留下墨
宝，说来还有一段历史。在章丘市辛
寨乡柳塘口村，有一纪氏宗祠，据考
证始建于清朝嘉庆初年，现已被列
入济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氏宗祠大厅正中悬巨匾一
块，格外醒目，上刻“九两之一”四个
大字，熠熠生辉。此匾乃清朝著名大
学士纪昀(1724—1805)亲笔所题。纪
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
北省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后任

《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嘉庆元年移
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他贯通儒籍，
旁通百家，颇为乾隆皇帝所赏识。善
写诗和骈体文，其书法笔迹生前就
被视为珍品。相传纪昀跟随乾隆皇
帝微服南巡时，在邯郸王家营子村
巧遇在此开店的柳塘口村人纪荣彪
掌柜，交谈中得知该村人丁兴旺，百
姓安居乐业，高兴之余留此墨宝。

“九两之一”寓意深刻。“九两”出自
《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
民”，两，耦也，耦同偶，指和谐、协调
之意。九两乃指：要使天子诸侯与百
姓关系和谐，协调而不离散有九事：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
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
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
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这九
事就谓之九两，其一曰牧，牧，制田
界也。在这里，纪晓岚用“九两之一”
告诉后人：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处理
得好，百姓就会安居乐业。

所题对联也颇有学问，上联为：
“锡(同赐)姓自南阳溯当年水土功
勋华胄遥遥望并姚姬著族”，其意
是：纪氏家族是古纪国(在今山东莱
阳)的后裔，原居南阳河畔，因禹时
导河入海有功，故赐以国为姓，追溯
其本源，当为一个显贵的家族，有悠
久的历史，声望可以和虞舜、黄帝这
些最有名的氏族相提并论。下联为：

“迁居近东济庆迩日宗支汇合披图
历历派分洙泗清流”，意思是：迁移
到东济水附近居住，庆贺近日来几
支宗流相连，又汇合在一起，展开祖
系图本，源流清清楚楚，虽然支系很
多，但皆受儒家文化之熏陶，保持礼
乐之邦的传统。这副对联寓意深刻，
颇具文学功底。

纪氏祠堂现为该村村委会办公
室，对联和匾额保存完好。

古山寨

齐齐长长城城守守兵兵栖栖身身处处

孙廷华

中国最早的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早已被国人所熟悉，但齐长城沿线的配套设施工程
古山寨却鲜为人知。这些古山寨有的是齐长城守兵轮换的栖身之处，有的是为了二次防
御。齐长城沿线布满了烽火台，山寨的屯兵看到狼烟，便会出兵御敌。齐长城屯兵的山寨多
多，现保留基本完好的有五处。章丘地理

石子口山寨是章丘境内保留
最完好的山寨，因位于石子口村西
而得名。寨内南北长55米、东西长59

米，可容纳五百将士居住。山寨
的西南方向有个高1 . 2米、宽0 . 8

米的出口，出口外是山寨的大
门。这个山门好像“凸”的上端，
现在墙上仍有闩门的圆形印痕。
此寨门东南两侧石墙上各有两个

观察孔，山下和山沟的地形看得一
清二楚，寨门关闭，外来者根本无
法进入。就算是来犯者能攻进大
门，也无法进入寨内，因为那个小
门只容一人进出，且要大弯腰才能
通过，一杆长矛就能将入敌杀死。
山寨北坡下二里路便是战国时期
齐国的兵营大寨(大寨村因此得
名)，从兵营往山寨调兵轻而易举。

石子口山寨

郭家庄北寨位于村北二里
处的笔架山西侧，保留完好的
寨墙有六十多米，墙内侧只有
一米多高，外侧则高六米。墙上
存有向外瞭望的观察口和射箭
的小孔。寨墙南侧有一个拱形
寨门，经几千年风雨侵蚀，寨门
顶部已经塌落，两边保留完好。
山寨墙下地势险要、荆棘丛生，
甭说攻打山寨，从下面看看悬
崖和六米高的石墙也令人生
畏。从山寨向外瞭望，山沟里的
一切尽收眼底。不用弓箭，一阵

檑石就能退去欲想攻寨之敌。
笔架山主峰下北侧与朱公泉村
北的大山有四米高的寨墙，全
长近300米，现在寨墙基本完好，
它像一面屏障挡住了南北交
通，这便是齐长城的二道防线。
进入这道防线，却登不上笔架
山主峰，因为主峰的必经之路
在山寨里面。在顶峰看这道石
墙却一目了然，喊声也能听见。
由此可见，郭家庄北寨为“寨中
之寨”，是齐长城二道防线的指
挥机关。

郭家庄北寨

郭家庄南寨位于郭家庄
南岭，山顶的两山间凹处有块
一丈多长的白色青石，其形酷
似一只朝北张望的卧羊，因而
此山又称“白羊岭”。

从卧羊往北行走，地势攀高且

狭窄难行，穿越百米后有一道两米
半高的石墙，墙中部有薄板山石砌
建的高三米、阔八十厘米的拱形石
门，这就是山寨的南门。此山寨沿
山南行600米便是齐长城，以此推
断这是齐长城守兵的住处。

郭家庄南寨

清夜寨位于青野村东轿顶
山上，因青野村原名“清夜村”
而得名。寨有南、北两门，坐落在
相隔200米的两座山峰之间，高五
米的石围墙连着南北，东西为断
壁天险。现在寨门里仍有没顶的
石屋墙基，其有夹间，可推断外间
是站岗的哨屋，里侧是休息的住
所。在南山的峭壁下有三个天然

岩洞，有十米多深，分别用于住
人、存粮、存兵器等。这些洞都是
洞中有穴，另小洞无数，可容纳几
百人居住。山洞上方50米高处为南
寨大门，探身可看清崖下洞外是
否有人。整个山寨可说是无路可
上，可谓“一人守寨，千人莫开”。
此山寨距齐长城十里多路，为齐
国的二道防御工程。

清夜寨

茅寨位于东田广村南岭
上，海拔645米，占地200余亩，是
古遗址中最大的古山寨。因在
考察中发现了一个石刻“茅”
字，故称“茅寨”。寨内坍塌的石
屋处处可见，总共五十多座；石
屋墙基长四米有余、宽三米，可
容纳十余人居住，可以推断，此
山寨曾存兵六百余人。山寨东

墙内侧有一水池，残留处仍能
存水，为兵勇的饮水之源。除北
门有险路通山下外，寨四周全
是绝崖。该山寨与齐长城隔川
相望，地理环境看得一清二楚，
假如来犯之敌攻破齐长城，此
寨仅用檑木和石块就能击退欲
攻之敌。故此推断，此寨为齐国
的二道防线。

茅寨

纪晓岚题“九两之一”。

纪晓岚画像

石子口山寨大门

郭家庄南寨门

清夜寨寨墙

茅寨寨门


	E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