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街是荣成县城内最繁华的一
条南北大街，它比城内的东西大街、仓廒
大街、书院大街、状元街等要热闹得多。
远远望去，中山大街最显眼的是泰山楼
饭庄与永兴楼饭馆，两座大楼相对耸立
于中山大街的中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这里商号连商号，栉比鳞次，店铺挨
着店铺，货物齐全，据说知名的就有八大
商铺、五大饭庄、四大茶馆等。

中山大街八大商号最著名的要数德
顺元商店。据成山镇成山二村的唐喜麟
老人讲，1913年9月，他父亲唐仲鹏(原名唐
锦云)出资任股东、父亲的师兄弟张伯平
任经理，众人合办的股份制德顺元杂货
店正式开张，是荣成县城内最早的现代
商店。

荣成人对孙中山有着特殊的情愫。
而这条中山大街是何时又是如何命名
的，笔者曾与数十位老人交流，大家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对中山大
街来历的看法主要有四：

其一，民国初年杜紫庭县长命名说。
据成山镇北泊子村离休干部鞠庆德老先
生说，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1912年2月荣
成县刘培源、曲璜结束了清知县刘文炳
在荣成的统治，建立了荣成县革命军政
府。新政实行不足半月，荣成保清的顽固
势力反革命复辟，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和
剪发辫的群众，用铁丝把双手手心穿成
死结，严刑拷打后拉到县城西门外残暴
杀害了刘培源、曲璜等21位革命人士。后
烟台革命军政府胡瑛又派营长左雨农率
革命军第二次光复荣成，1912年3月任命
潍县县长杜紫庭来荣成县主持县政，扫
清复辟势力，治理县政，重新命名街名，
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荣成的
胜利，特将县署前的南北大街命名为中
山大街。

其二，民国中期国民党左派进步县
长张裕良命名说。荣成市成山镇成山三
村退休老教师李际良老师告诉笔者，1930
年荣成县派来了坚信孙中山主张的国民
党左派进步人士张裕良任县长，张县长
来荣成后，建县署、修城墙、挖水井、治沙
荒，清廉吏治、规划街道，命名县城内街
衢巷陌，把荣成县最繁华的主要大街南
北大街命名为荣成县城内中山大街。

其三，纪念孙中山曾来过荣成说。成
山镇东张家村年逾古稀的张振凯先生告
诉笔者，他父亲张有芝曾是国民海军军
部军乐团的号手，其海军战友孙勇当年
夺舰有功，曾救过孙中山，被孙中山收为
义子。当年，来荣成县城内参加孙勇的婚
礼时，孙中山曾巡视荣成县城，并登上荣
成县城墙及城门楼，四处巡视，设想在县
城西可修成山运河，城东南荣成湾可建
民国海军军港。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亲
临荣成，就把荣成最繁华的南北大街，命
名为中山大街。

其四，纪念孙中山遗训说。成山镇曾
任岳家片党支部书记的王克智先生听其
小学老师讲，孙中山逝世后，举国哀痛，
民国荣成县政府在县署前和南门外戏楼
北，修建了两个大照壁，上面分别书写孙
中山遗训，同时命名最繁华的南北大街
为中山大街，意在鼓励荣成人民继承先
生遗志。

对以上说法，究竟孰最准确，已经难
以考证，但可肯定的是，孙中山确实到过
荣成，荣成人民对孙中山有着深厚的情
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孙中山与
荣成中山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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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鄣国被齐国
的开国君主姜太公所征服；三
百多年后，鄣国又被齐国的中
兴之主齐桓公所灭亡。谁能想
到，昔日的敌人会成为至亲，
若干年后，最为依仗的至亲却
又给自己敲响了亡国的丧钟。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从鄣人咬
牙切齿改姓那一刻起，终于算
是有了了断。

任姓鄣国

抱错大腿被灭
从现存资料看，鄣国主

要活跃在西周和春秋时期，
并且最终的亡国大剧颇为狗
血。事实上，在被西周王朝封
国之前，鄣国先民就已经在
山东大地长期生活，建立了
自己的国家政权，不过此轮
的结局也同样坎坷。

鄣人出自任姓，历史悠
久，是人文初祖黄帝赐封的
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黄帝
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其中黄
帝的少子禺阳被分封到任
地，因此得姓任。此后任姓直
系又分出谢氏、章氏、薛氏、
舒氏、吕氏、终氏、泉氏、毕
氏、过氏、祝氏这十个大支，
章氏正是鄣人这支。

早在商朝时期，鄣人已建
立了政权，所在地点正是后来
周代鄣国的都城：泰安东平鄣
城村一带。商朝末年，时局动
荡，鄣人因地处东方，得以幸
免，但是还没等高兴几天，就
招来了杀身之祸。

西周初年，天下大封，随
着齐、鲁等周朝新势力的到
来，山东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
被打破，迎来了一轮大洗牌和
大换血。在此之前，山东中东
部地区的“带头大哥”是纪国。
纪国是商朝东方的一个大诸
侯国，资历很深，实力雄厚，一
度处在“独孤求败”的状态，即
使后来齐鲁崛起了，三国尚能
成鼎立之势，纪国的实力可见
一斑。因此商朝末年，周边小
国有的选择依附了纪国，鄣国
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与纪国隔着山山水
水的鄣国显然错误估计了形
势。齐、鲁等国虽然是后生晚
辈，但毕竟有周王朝新政权作
为强大后盾。姜太公封齐，遭
到莱人的偷袭，险些没保住自
己的都城营丘，此事对他触动

很大，为了站稳脚跟，从此太
公对周边的土著时刻提防，并
一直谋求对外扩张。

一个是山东新秀，一个是
老牌土著，齐纪两国整日忙着
博弈，纪国估计早已经把远在
几百里外的鄣国忘得一干二
净。于是，不识时务抱错大腿
的鄣国成了政治牺牲品，很
快，齐国的姜太公就携周天子
余威将鄣国收入了囊中。

鄣国灭亡后，一部分鄣人
出逃，东奔到了前主人纪国那
里寻求庇护，得到了纪国的慷
慨收留。不过，后来随着齐国
势力的壮大，纪国已是自身难
保，无奈之下，这部分鄣人又
与纪国人一道，南下去了江苏
赣榆东北的纪鄣城。

姜姓鄣国

毁于同室操戈
属齐之后的鄣国并没有

消亡，而是成了齐国的附庸
国，不过也已政权易主，有名
无实，几乎与普通城邑无异。

商朝的时候，诸侯国的权
力较大，尤其是爵位的承袭制
度上不算严格，国君有很大的
自主裁量权，因此夺位事件不
断，导致政权不稳。周朝吸取
了前代的教训，制定了宗法制

度、礼乐制度，形成了严苛的
等级划分。宗法制度的突出作
用是强调了嫡庶之分，嫡长子
为大宗，庶子为小宗，体现在
诸侯国里就是爵位要由嫡长
子来继承。于是，姜太公之后，
长子袭封爵位，是为齐丁公。

按照宗法制度，齐丁公的
嫡长子姜得毫无疑问将成为
齐国的第三任国君，不过，齐
丁公也不会亏待自己其他的
儿子，于是便把鄣国旧地赏赐
给了自己的庶子姜隐。然而，
直到姜隐的儿子姜虎这一代，
齐国国君才正式进行了册封，
姜虎是为鄣穆公。从此，任姓
鄣国摇身一变，成了姜姓鄣
国，开启了鄣国的新篇章。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比较
稳固，山东地区的诸侯国整体
上保持稳定，“国际”环境利于
发展，再加上鄣国是齐国的亲
属之国，自然没人敢轻易过来
挑衅，因此鄣国度过了一段比
较平稳的岁月。

进入春秋时期，风云突
变，弱小的鄣国灭亡已经不可
避免，可是，鄣国这第二季的
亡国大剧却一改第一季的“作
死”画风，上演了轰轰烈烈的
伦理苦情剧。

春秋初年，齐国迎来了一
位雄才大略的国君：齐桓公。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大刀
阔斧改革，国力蒸蒸日上，很
快齐国就走上称霸的道路。他
先是与邻国修好，又掀起外交
攻势，组织会盟，成了史上第
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羽翼渐
丰后，齐国露出獠牙，开始武
力征伐，第一波就灭了谭、遂、
鄣等小国。

《春秋》有载，公元前664
年“秋七月，齐人降鄣”。从今
天眼光看，齐国灭鄣是再正常
不过了，可您别忘了，齐国和
鄣国都是姜姓，一个祖宗传下
来的，论起来，齐桓公和鄣国
末代君主鄣胡公姜祥是正儿
八经的亲戚。对同族之国下
手，即使放在齐桓公时代，也
算不得光彩，没少招来朝中大
臣的非议，“不忠不孝不仁不
义”之类的帽子都扣了上来。

不过，想着成就大业的齐
桓公才不听婆婆妈妈这一套，
铁了心要吞掉鄣国，一举挥师
兵临城下。“小国孤危，不能自
固”，鄣国哪有能力抵抗强敌，
最终降附了齐国。

鄣人改姓

不忘桓公之辱
同室操戈，被自家人欺

凌遗弃，站在道德高地上的
鄣国人咽不下这口气，以跟
数典忘祖的齐桓公同姓为
耻。为了纪念先人，不忘国
耻，他们放弃了姜姓，依据原
来的国名，改姓为章，从此四
散各地。任姓之章和姜姓之
章是当今天下章氏的源头和
主体，而这两支都和鄣国有
密切联系。后来的章氏不断
壮大，其中一支到魏晋南北
朝时期，在豫章地区已经繁
衍成为当地大族，显赫一时。

鄣国与遂国相邻不远，
鄣国故城位于今东平接山乡
鄣城村及周围地带，大汶河
北岸。故城遗址东西长1300
米，南北宽650米，文化层中心
部位目前被整个鄣城村所
压，保存相对完好。只是故城
的南部长年经大汶河水冲
刷，剥蚀严重，东部和北部则
因受当地村民生活、劳作影
响，土层扰动较多。

鄣城的地理位置优越，
水源充足，周边又有大片平
坦的耕地，所以在鄣国灭亡
后，这里依然是附近的一座
重要城邑。到战国时期，齐国
将已吞并的鄣国、宿国土地
合并，在此设置无盐邑进行
管理，鄣城是无盐邑的重镇。

秦朝统一天下后延续前
制，鄣城一带属于无盐县管
理。西汉时，朝廷专门设置鄣
县，鄣城又扶摇直上，从一座
普通城镇变成了鄣县县城驻
地，属东平国。汉宣帝时，区
划调整，鄣城降格为普通集
镇。直到三国的曹魏时期，鄣
城才被彻底废弃。因此，从周
代到曹魏，鄣城一直是座人
丁兴旺、安居乐业的城邑。

近年来，当地村民时常
在故城遗址地下50至80厘米
处发现很多板、筒瓦残片和
罐、瓮、盆残件。据专家考证，
多数器物是秦汉时期的遗
物。虽然未经过大规模考古
发掘，但是现在依然能分辨
出故城的大致范围，依稀可
见当年鄣城的繁华，期待未
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鄣
城遗址能带给我们关于鄣国
的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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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古城堡”建筑样式
的龙山博物馆，走进第一展
厅“龙山破晓”，独立展柜中
赫然陈列着一块淡绿掺黄、
浅黄透绿的长条石板和一块
手电筒粗细的石头。它时常
会勾起观众惊愕、疑惑的眼
神，这不是洗衣板便是晾菜
石吧？实际上，这是章丘的先
民在古代朝夕相处、难离难
弃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这一对不分帮的石头
“伙伴”，出土于章丘“西河”
遗址，距今约8500年左右。西
河遗址是山东已知最早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 后李文化
的典型遗址之一。东距城子
崖遗址约1600米，其主要文化
遗存为后李文化时期，还有
少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以及部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
遗物。该遗址经过1991、1993、
1997三次勘探和发掘，出土了
大量完整的陶器。1997年该遗
址发掘入选当年全国“十大
考古发现”。

石磨盘形似一块长石
板，两侧呈圆弧形，由整条砂
岩石磨制而成，正面略凹，是
长期使用的印迹。它长86厘

米、宽43厘米；其配套的石磨
棒长56厘米、粗43厘米。经省
内外考古权威鉴定，它是迄
今我省发现的西河(后李)文
化时期最大最完整的一件，
完全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说起这两块石头的来龙
去脉，坦诚的博物馆田继宝
馆长笑着说：“这古董是我用
两条‘大鸡烟’换来的！”原
来，田馆长在龙山镇任办事
处主任期间，经常下田入户，
跟乡亲们很聊得来。后来他
调入博物馆，也时常串村进
家收购文物。1998年9月的一
天，他骑车下乡，路经杜张村
外的一处瓜园，看园人杜大
哥先敬他一碗“老干烘”，他
礼貌地回敬一支“大鸡”烟。
这时，老杜见田馆长老瞅着
搁在瓜棚前葫芦架下的晾菜
石便说，“你要是相中了这石

头，你就带走吧！”“我身上带
的钱不凑手。”“你要是花钱，
俺就不卖了。”就这样田馆长
凭着多年的交情，用两条香
烟便把石头给“兑换”了。当
时，他只觉得是老物件，也不
识庐山真“面目”。直到省市
考古专家前来鉴定，才知道
这是无价之宝。

据《章丘县志》和《竹书
纪年》记载，早在9000年前，章
丘先民开始由泰沂山区一
带，移居到章丘龙山的平原
地区，从此结束了游猎生活。
先民为何选择龙山地区定
居，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气候
温润，更重要的是西河遗址
内有巨野河和武源河，水量
充沛、浇灌便利。对于谷黍插
秧（发掘的古房中有稻谷
皮）、播种（龙山小米）提供了
适宜的条件。春种秋收，稻谷
必须去壳方能食用。在8500年
前的劳动生活中，睿智的先
民发明、创造了石磨棒，将稻
谷摊在石磨盘上用力反复磨
压脱壳。杜张村看瓜园的杜
大哥在西河遗址附近责任田
里取土时挖出的石磨盘和石
磨棒，便是历史无言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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