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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提起菏泽，很多人都知道，
“菏泽牡丹甲天下”，然而，与

菏泽相距仅二十多公里的古城
定陶，曾被《史记》评价为“天下
之中”，陶丘一度享有古代十大
名丘之首的盛名，相信知晓的
人并不多。

“山东古国系列”今天已登
载到第十篇，我总觉得，在读过
作者张九龙介绍的一个个齐鲁
古国历史变迁的同时，这一处
处千年古都曾经的沧海桑田也
会跃然眼前。就拿这期介绍的
曹国来说，尧和舜曾经在这里
开创“尧天舜日”，制作陶器；西
周封国，武王封六弟振铎于此
为曹国，是当时重要的交通中
心，第一流经济都会。在我国重
要典籍《史记》中，司马迁盛赞
此地，曰“其俗尤有先王遗风，
重厚多君子”。

其实，细翻此地地方志，你
会发现更多的“惊喜”：孔子高
足子贡、越国大夫范蠡先后经
商致富于此。汉高祖刘邦曾在
这里登基，开创了大汉王朝，堪
称大汉王朝发源地。如今，在定
陶西北部有处仿山，因历代国
君死后皆葬于此，逐渐形成了

“崇三十丈，延环百里”的墓地
群。可悲可叹的是，曹国国君尽
管倾尽国力修筑高阜，被记入
史书的依然是“兄弟阋于墙”、
无礼晋文公那些不成体统而把
大好基业毁掉的荒唐事。

尧治陶丘,舜曾在陶丘做过
陶器。这期“镇馆之宝”介绍的
也是一件陶器，不过它藏于东
平县博物馆，堪称“鲁西民间第
一厨房”，也被称为东平的文化
符号。

李泽厚曾说，汉代艺术对
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
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很一
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
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
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
有的是作冥器之用以服务于死
者，也仍然反射出一种积极的
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
定。这段话用在评价这件国家
一级文物身上，实在是很合适。

首先，汉陶厨房是1972年在
对一处汉墓抢救性发掘时被发
现的；其次，这件面阔27 . 8厘米、
高36厘米的陶厨房模型保存完
整，生活气息浓厚，真实再现了
汉代民间厨房样式，尤其是灶
台前圆雕妇人添柴催火的动作
传神、神态悠然。“只有对世间
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
这种生活延续和保存，才可能
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
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
现，使它们无一遗漏、全面、丰
满地展示出来。”

作者周东升在去东平县博
物馆走访时，尽管有人推荐了
馆藏的晋代玉虎符(调兵遣将的
凭证)为镇馆之宝，但在综合了
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
艺术价值之后，他仍坚持汉陶
厨房更具有“镇馆之宝”的气
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
读者们拥有属于自己的鉴宝、
赏宝之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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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

天下之中难自保
西周开国后，周武王将自己

嫡出的弟弟叔振铎封于曹国，定
都在陶丘，也就是今天菏泽定
陶。武王伐纣的时候，叔振铎早
已成年，在战争中立下了不少军
功，成为武王的肱股之臣。攻克
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后，武王
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当时，
周公持大钺，毕公持小钺，左右
保卫，又让叔振铎当驾驭手，师
尚父姜太公牵牲，从中可看出叔
振铎在武王心中的地位。

既然如此，为啥武王要把这
个自己很器重的弟弟“发配”到
陶丘呢？其实，若用今人的眼光
揣度古人，真有些冤枉武王了。
别看如今的菏泽放在中国版图
上并不耀眼，在山东也非富庶之
地，可在当时，这里全然是另一
幅景象。

陶丘在上古时期是华夏部
落活动的核心区域，尧舜时期为
古陶国，据说尧帝曾在此定居，
夏商时期则有三翮国。当时的古
菏泽是连片的湿地，土地平阔、
水网密布，一派江南水乡的模
样，人们在此渔猎耕种，繁衍生
息。

曹国的所在地，西接成周，
东连齐鲁，北靠河、济，南控江、
淮，处在司马迁所说“天下之中”
的膏腴之地。显然，武王让叔振
铎镇守这里，就是要把“天下之
中”的交通和经济命脉牢牢把握
在自家手里。

不过，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
要冲，到了战争年代，就成了劣
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
言：“春秋时曹最多事，会盟征
伐，几乎无岁不与也。既而侵逼
日至，卒以先亡。”可曹国亡得也
太快、太荒唐了。司马迁的《史
记》有篇《十二诸侯年表》，记载
了周王室和另外一些诸侯国的
历史年表，其中曹国是第一个被
灭的。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
带。”点儿背不能全怪社会，如果
国君连君位都坐不稳，何谈治理
国家，曹国的衰亡还得从其自身
找原因。据统计，曹国总共有26
任君主，其中有5任是杀兄自立
为国君，而且还有曹声公、曹隐
公、曹靖公这样，弟弟杀了哥哥，
又被更小的弟弟杀了的连环篡
位案。贵族忙着“兄弟阋于墙”，
还真没工夫“外御其侮”，几代下
来，曹国把周边的大小国家得罪
了一个遍，口碑不佳的曹国成了
众国的“眼中钉”。

无礼晋文公

上演春秋“偷窥门”
叔振铎之后，曹国基本上没

出过像样的国君。历任曹国国君
守着五十里疆土越玩越嗨，内政
外交没啥高超手段，只是特别擅
长花样作死，把曹国直接拐到了
沟里。其中，曹共公就是一个典
型代表。

在位三十五年的曹共公以
“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著称，原本
只是祸害祸害自己国家的老百
姓，老百姓对此最多敢怒不敢
言。可有一次，却因为这样的性
格得罪了一位得罪不起的贵人，
差点招来了亡身灭国的祸患。

当晋文公重耳还是落难公
子的时候，为躲避追杀，在各个
诸侯国之间逃亡。先后逃到了狄
国、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
国、楚国，最后到秦国，秦穆公出
兵帮他回到晋国，当了国君。重
耳逃亡期间，诸侯国对其态度各
不相同，齐国、宋国、楚国和秦国
这些大国都把他当贵宾对待，可
是曹国等一些不算入流的小国
却不待见他。

当时列国都传言重耳天生
帝王之相：骈胁，就是别人的肋
骨是一条一条的，而他的肋骨紧
密相连如一个整体。重耳逃到了
曹国后，闲得无聊的曹共公突发
奇想，非得要亲眼瞧瞧传言是真
是假。趁着重耳洗澡，他竟然跑
去偷窥重耳。

年过五旬的重耳正在享受
热水澡，没想到一个猥琐的老男
人正嬉皮笑脸地盯着自己的生
理缺陷看，这得是多大的心理阴
影面积。“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
公谲而不正。”本就小心眼的重
耳，此刻满脑子就剩下了一句
话：此仇不报非君子！

风水轮流转，转得还真快。
仅仅五年之后，成为晋文公的重
耳为报之前曹共公对自己无礼
之仇，派兵攻打曹国，一举俘虏
曹共公回到晋国。晋文公正憋着
一肚子坏水要处置这个“偷窥
狂”时，有人劝晋文公说：“从前
齐桓公行仁义，会合诸侯，恢复
异姓的国家；现在您囚禁曹君，
消灭同姓国家，这样怎么能号令
天下诸侯呢？”

晋文公觉得此话有理，于是
就释放曹共公回曹国。曹共公捡
了一条命，但曹国大片土地被晋
国分给了宋、鲁等国。晋国称霸
后，曹国学乖了，老老实实听命
于晋，不敢造次。

始祖托梦

无奈子孙太能作
尽管如此，曹国仍不免时常

遭到宋、卫等邻国的侵伐，其中
尤以宋国对其逼迫最甚。面对颓
败的国势，末代之君伯阳却不自
量力，竟想着自己也称霸试试，
背弃晋国而侵犯宋国，这次可真
玩到头了。

伯阳当国君第三年时，曹国
人心涣散，危机四伏。一天，曹国
有人做了个梦，梦见很多人站在
祭祀神庙处，商量要灭亡曹国。
梦中，曹国的始祖叔振铎连忙出
来劝阻，让大家等待公孙强的出
现再行动，大家都答应了。天亮
之后，众人去寻找公孙强，却遍
索不得。后来，那位做梦的“先
知”偷偷告诉自己的儿子：“等我
死后，要是曹国出现一个叫公孙
强的人掌权，你就带着家族的人
赶紧离开这里，免得遭受灭国之
祸。”

又过三年，这梦竟成了真。
伯阳喜欢打猎射鸟，当时曹国边
境上有一个名叫公孙强的平民
百姓也喜欢射鸟。有次，公孙强
射到一只白雁后，专门献给伯
阳，还介绍了自己打猎射鸟的技
巧，伯阳很喜欢他。从这之后，每
有国家大事，伯阳也向他询问，
公孙强总是应对得体，伯阳更加
喜欢他，加以宠信，让他担任司
城，执掌国政。

在朝掌权十多年后，公孙强
有些志得意满，居然出了个馊主
意，让曹国称霸。头脑发热的伯
阳大概也是忘了自己究竟有几
斤几两，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很
快，曹国拿着鸡蛋碰石头，宣布
断绝与晋国的外交关系，并派兵
攻打宋国。

这可捅了马蜂窝，早就和曹
国交恶的宋景公立马出兵包围
曹国，此时的晋国因曹国主动断
交，在一旁袖手旁观。好在郑国
的桓子思是个明白人，对郑国国
君说：“宋国人如果据有曹国，这
是郑国的忧患，不能不救。”同年
冬天，郑军救援曹国，入侵宋国，
暂时救了曹国一命。

可伯阳还是死性不改，见了
棺材也不掉泪。第二年，宋军又
进攻曹国，准备撤兵回国时，宋
国的将领褚师子肥走在最后。曹
国人辱骂褚师子肥，他气得停下
不走，全军都在等待他。宋景公
一听说曹国竟然如此不知好歹，
顿时火冒三丈，便命令回军，灭
亡了曹国。伯阳和公孙强成了亡
国奴，被掳到了宋国，成了宋景
公的刀下鬼。

如今，在菏泽定陶的西北
部，有处仿山。仿山，仿佛如山
也，历代国君死后皆葬于此。占
地约3 . 8万平方米的陵区堌堆之
高大，工程之宏伟，在菏泽地区
首屈一指。如今，看着这些历代
国君倾尽国力修筑的高阜，回望
曹国那些事，总让人可笑可叹。

︻
山
东
古
国
系
列
之
十
︼

周武王把自己的弟弟叔振铎分封到了“天下之中”的曹国，原本是想让勇武的他把交通和经济命
脉牢牢攥在自家手里，确保周室太平。可叔振铎之后的二十几位曹国国君一个比一个不成体统，硬生
生将祖宗基业毁在了玩闹之间。都说不作就不会死，这话放在曹国身上最贴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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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与汉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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