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文明发展的根和灵魂。名胜古迹是历史优秀文化的积淀，是历史文明的精华。今天，，
“行走巨野——— 寻访名胜古迹”和读者见面了。她将带你游览巨野，以新颖的视觉，帮你认识巨野名胜古迹的历史风风貌、来
胧去脉和文化内涵，帮你去了解为保护这些名胜古迹发生的感人故事，帮你去感悟历史文化传承带来的生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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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巨野

身边

麒麒麟麟台台，，孔孔圣圣人人的的精精神神栖栖息息地地
-----菏泽市麒麟传说代表性传承人李来元讲述巨野麒麟台背后的故事

——— 寻访名胜古迹①

开
栏
的
话

天下生灵本来都是无名和不
出名的。无名生灵有了名，出了
名，无一不和人类的活动和名人
的“金口玉言”及美丽传说密切相
关。

2400多年前，圣人孔子偶遇
一四不像怪兽，一句意味深长的
感慨“麟也！”贵称，使麒麟成为

“圣兽”，成为仁爱吉祥的象征。座
落在鲁西南巨野县的麒麟台遗
址，不仅名扬国内而且远播海外，
而今的巨野县也被国家有关部门
命名为“中国麒麟之乡”。“麒麟传
说”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巨野“麒麟台遗址”，已成
为名符其实的中国麒麟文化的发
祥地。

麒麟台不仅是一方名胜

8月15日上午，记者慕名前去
瞻拜麒麟台，采访麒麟台的义务守
护者李来元老人。从巨野县城出
发，沿327国道东行大约8 . 5公里再
转北约1公里，远远看见
路西一片茂密的树林
中，耸立着一方颇有
气派的楼堂庙宇。
来到跟前，穿过两
道古色古韵的
琉璃瓦门楼，
看到了一个
草木植被
的 高 大
土丘，

这就是——— 麒麟冢。
麒麟旁石碑林立，树木密集。

在这儿已安家义务看守了几十年
的七旬老人李来元介绍说，后人
为祭祀活动，在麒麟冢的后面筑
了多层石台，故称麒麟台。麒麟台
原址东西长73米，南北宽52米，文
化堆积层厚7米。现在该址东西长
42米，南北宽19米，文化堆积层厚
5米，略呈覆斗状。2009年12月16
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麒麟台
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11月该遗址又被山东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由遗址堌堆中心向东91
米，向西91米，向北79 . 5米，向南
79 . 5米。

李来元老人说，麒麟台古称
获麟冢。据《春秋》、《史记》记载，

“西狩获麟”发生在春秋末期鲁国
西境的大野泽(今巨野县城东获
麟集)。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
春，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
子鉏商获兽，鹿身、牛尾、马蹄，头
上一角有肉，怪而杀之。孔子视之
叹曰：“仁兽麒麟也”，使其弟子埋
之。民间认为，麒麟为美好、吉祥
之象征。有麒麟出现是太平盛世
的祥瑞景象，所以在 麟葬处筑高

台 以 作 纪
念。

从 此 ，
巨野麒麟台以其

孔圣人的精神栖
息地的神秘色彩和
独特的文化内涵，
成为一方名胜。引

得历代文人骚客、军政要人和国
内外有关史学专家，踏迹怀古，瞻
仰考察。现在麒麟台四周立有宋
朝著名诗人辛弃疾等名人刻立的
石碑数十块。

坚持数十年，守护麒麟冢

李来元老人是麒麟镇陈胡庄
的村民，出于对历史文物的热爱
和对瑞兽麒麟的虔诚，几十年来
和老伴一起把家安在了这里，直
到现在日夜守候着麒麟冢。他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附近的村民建
房子，偷着从麒麟冢周围拉土，白
天不让拉，就晚上偷着拉。眼看拉
到了麒麟冢，他心里非常焦急，就
和老伴商量把家搬到了这里。

李来元老人告诉我们，如果没
有历史文献记录及文物古迹的存
在，谈何麒麟文化？李来元阅历丰
富，藏书很多，特别是对有关麒麟
文化的历史研究颇有独到见解。谈
起历代赞美、作诗凭吊麒麟的文人
墨客，他如数家珍：唐代诗人李白、
唐翰林韦表微做《麟台碑铭》，宋代
辛弃疾等很多文化名人来此凭吊
赋诗并刻碑纪念。他话题一转说，
作为生长在中国唯一麒麟之乡的
巨野人来说，我们更应该引以自
豪、倍加珍惜，不断发扬光大麒麟
文化。巨野麒麟冢，是中国麒麟文
化发祥地的历史见证。

1992年春天，李来元与妻子
张巧云两位老人，萌生了重修麒
麟庙宇的想法。经当时夏官屯镇
(麒麟镇前身)党委书记黄成碧和

巨野县政协副主席郭瑞英的同
意，两位老人到北京、济南、及各
大寺院和企业募集善款，并将自
己20多年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
又多方奔走，募捐修缮，重建瑞麟
寺。李来元老人花钱买来60多车
砖瓦，将麒麟台圈在寺院内保护
起来。

李来元又到处搜集散落断了
三截的明代进士张久叙所书的

“麒麟冢”碑，经多方打听才从后
冯桥村一村民住房处找着，用人
力车拉回麒麟台。后来又将麒麟
冢碑的中段，在一村民家中找到
并花钱买回。20多年来，老人家不
辞辛苦，到处搜集与瑞麟寺、麒麟
冢相关的各种石碑等文物，还找
回了妇女考证碑。1952年找回了
付庄村村民张经顺保存的原麒麟
台将军碑，及立于明嘉靖年间的
多块有关麒麟的石碑等。

在广泛搜集与瑞麟寺相关历
史文物的同时，李来元老人倾其所
有又新建了麒麟冢碑楼。先后花
8000多元，购置了一对麒麟送子送
宝石雕。栽植各种绿化树木200多
棵，用自己的土地置换一五保户土
地，建了40余间庙殿。塑造神佛像
70多位，买石香炉7个，立功德碑20
多块。现在瑞麟寺重新焕发当年恢
弘气势，来自国内外旅游、考古的
游客和学者络绎不绝。

李来元的爱人张巧云，为保
护巨野麒麟台也立下汗马功劳。
在她的努力下，重修了圣母殿，塑
了孔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岳飞
的母亲等五位圣贤母亲塑像，让

后人参拜。
李来元老人70多岁高龄，因

年轻时苦力活太重，身体落下了
多种疾病。现在他天天在瑞麟寺
练习毛笔书法，撰写诗词，造诣颇
高。他自豪地说，多年来他对麒麟
冢的努力保护没有白费，麒麟台
刚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
后还可能升格为“国宝级”，他本
人也成为菏泽市麒麟传说的代表
性传承人。

采访结束时，李来元老人还
讲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清朝雍
正十年六月，他的本族二支在麒
麟台附近耕地，耕牛产下一麒麟，
被县知府知道了，逐级报告给了
皇帝。此时刚生的麒麟已经死亡，
族人害怕官府追究，星夜投奔亲
属，跑到了现在的山东省金乡县
南苑唐楼杨庄居住。直到解放后，
其族人才重新回到麒麟镇陈胡庄
认祖，从此双方家谱得以汇合。从
清朝时，他们李家因牛生麒麟，就
将李氏称为“麒麟李氏”，至今已
有282年。

文/片 孔祥铭 刘谓磊

李李来来元元和和老老伴伴张张巧巧云云在在巨巨
野野麒麒麟麟冢冢旁旁。。

大大型型石石雕雕““西西狩狩获获麟麟””..

2005年,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在“总则”里加进了一句
话:“承担社会责任”。这被称为一大亮
点,因为它顺应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的时代潮流,接受了西方企业社
会责任的先进理念。2012年3月,习近
平访问美国时,就寄语中美企业家要

“厚道经营,兼济天下,履行好企业社会
责任”,这三句话就是中西结合的企业
社会责任表达。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要对
股东负责,还要对为企业做出贡献的
利益相关方和受企业运营影响的社会
与环境负责。“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
公司,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的公民公司”,这是现在西方许多公司
的座右铭,他们将此作为在21世纪生
存与竞争的战略选择。

因此,传统的“股东利益至上”理
论和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都已经不合时宜了,取而代之的是“企
业综合价值最大化”。这个“综合价
值”,是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的和谐统一。

本报正在征集优秀的企业社
会责任故事,来推动企业的社会责
任意识,让更多的企业更积极更主
动地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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