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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寒亭区境内有条浞
河，古称寒水，夏朝时的寒国
由此得名。在灿若星辰的山
东古国版图中，论存续时间、
疆土面积，寒国着实上不了
台面，可这个小国却因为国
君寒浞的存在而引人注目。
从一个被本族本乡驱逐的不
良少年成为东夷族的宰相，
再成为天下共主，寒浞生动
诠释了什么叫“窃钩者诛，窃
国者为诸侯”。

部落弃儿

上位成后羿心腹

寒浞是东夷族人，不过
追根溯源，寒浞一族也算黄
帝的后裔。寒氏因生活在寒
水之滨而得名，他们的始祖
叫寒哀，《世本》称“寒哀作
御”，可见寒哀曾给黄帝当过
司机，算是黄帝身边的亲近
之人了。后来，黄帝的儿子青
阳娶了寒哀的女儿，生下少
皋，沾着联姻的光，寒部落得
到了迅速发展，并在潍坊一
带定居下来。寒浞正是寒哀
的裔孙，寒部落后来的首领。

说起寒浞，必然绕不开
他与后羿的那些恩恩怨怨。
后羿是当时整个东夷族的首
领，寒浞与后羿同属东夷族，
但后羿属有穷氏，寒浞则来
自伯明氏。

从正史描述来看，寒浞一
生就是个大写的“污”字。寒浞
从小心术不正，四处造谣生
事，惹下不少祸事，激起了民
愤，是个顽劣不堪的问题少
年。无奈之下，伯明氏的首领
将其开除出籍，驱逐出境。在
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年代，人
一旦被部落所抛弃，无异于是
给他判了死刑。虽然并不知道
寒浞到底干了什么荒唐事，可
单从部落对他的判决来看，这
离经叛道的“熊孩子”已经到
了人神共愤的程度。

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
“邪神附体”的小伙子离开部
落后，并没有“累累若丧家之
狗”。顽劣归顽劣，寒浞确实有
股闯劲，不仅没变成丛林野
兽的腹中餐，反而成功走进
了东夷首领后羿帐中。

不知是被灌了什么迷魂
汤，还是命中该有此一劫，后

羿一见到寒浞，居然很喜欢
寒浞这个坏小子，对他非常
信任和器重。非但不赶他走，
反而立马把他收为心腹，常
常派寒浞替自己做事。

当时的夏王太康是著名
的昏君，游乐田猎，不理政事，
搞得民怨沸腾。后羿干脆兴
起义兵，向朝廷发难，驱逐了
太康。不久，后羿立太康之弟
仲康为夏王，夏朝实权操纵
于后羿之手。可后羿勇猛有
余，头脑不足，对治天下没啥
兴趣。于是，他委任寒浞为相，
总揽朝政，自己则整天痴迷
于打猎。

恩将仇报

据寒国而御天下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
看老”，虽然族人没想到寒浞
这坏小子会有光宗耀祖、飞
黄腾达之日，但对他的品行
却没有看走眼。羽翼渐丰后，
寒浞设计杀了对自己有收容

之恩和知遇之恩的后羿，占
了后羿的妻妾，并残酷地屠
杀有穷氏族人，有穷之地尽
入寒浞之手。

寒浞有野心、有手段，很
快，他就控制了整个东夷族。
为了站稳脚跟，他建立了自
己的国家：寒国，并不断壮大
自己的势力，先后征服了周
边小国，进一步扩大了古寒
国的版图，并持续打压夏王
室的残余力量。

当时的社会，部落联盟遗
风尚在，“家天下”的概念很模
糊，天下最高权力在不同氏族
之间轮换，为了坐稳江山，寒
浞自然要扶持自己的部落、自
己的寒国。为了使自己的地位
得到绝对保障，寒浞对已经失
去“天子之国”地位的夏王室
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寒浞攻
下了夏都，夏王虽然亲自率军
抵抗，还是不敌寒浞的军队，
因不愿被擒受辱，自刎殉国。
为了斩草除根，寒浞又对城中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至
此，夏后氏不仅失去了“天下
共主”的夏朝统治权，而且连
部落的老巢都丢掉了。

在寒浞的经营下，寒国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度成
了天下强国和权力中心。可
是，仇恨的种子随着夏后氏
国破家亡的那一刻生根发
芽，多年来夏人从没有放弃
挣扎和反抗，一直暗中串联，
等待复辟时机。

大约统治天下四十年
后，八十岁的寒浞已是风烛
残年，太康的儿子少康部队
突袭寒国都城，寒浞还没来
得及调兵遣将，就被少康的
军队捉住并处死。很快，寒浞
的亲族全部被杀，寒浞两个
勇猛无敌的大力士儿子，也
先后在自己的封国被杀。最
终，少康重新确立了夏王朝
的统治地位，风光一时的寒
国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寒
国被夏灭后，族人南迁，商末
迁至徐州至江西一带。

大兴土木

古冢曾助力抗日

不得不承认，寒浞虽然
品行不咋地，但是在军事、治
国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尤其是与太康、后羿相比，寒
浞已经算是勤勉的领导人
了。据《莱州府志》记载，在古
寒国境内，从莱州的过西村
至寒亭方向有一条高岭，此
岭是当年寒浞为抵御海潮的
侵袭，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修筑的海防大堤残存遗址。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
话，能够放眼长远，兴修海防
工程，寒浞还是颇有才干的，
绝非只是嗜杀成性、阴险狡
诈之徒。同时，这也能从侧面
反映出当时寒国的经济实力
比较雄厚，而且国内局势稳
定，否则不足以支持如此规
模浩大的土建工程。

潍坊寒亭区寒亭村一带
是寒国的故城，虽然城池已经
难觅踪影，但是周边仍能发现
一连串的与寒浞相关的传说
和遗址。例如寒亭村边的浞
河，是因寒浞而得名；沿浞河
上游的仓上村，传说是寒浞当
年囤粮之地。而寒亭村南以五
公里处，有处方正的巨型寝
陵，传说是寒浞的埋骨之处。

寒浞冢的东面、北面及
附近村内均有一些深浅不一
的沟壑，这些沟壑因年代久
远，或阻断、或淤积，已经看不
出具体的走向，当地号为“九
龙聚首”。寒浞冢封土高6米，
墓冢保护完好。整个墓是由
黄土、黑土、沙土等多种土层
混合而成，层次清晰可辨，显
然是由人工夯筑而成。当地
周围曾出土过许多文物，战
国的、商代的、夏代的乃至龙
山文化时期都有。
据当地村民回忆，以前的

寒浞冢周围被一片高大的松
树林所覆盖，东西、南北绵延
均有百余米长，松树所植年代
已不可考。昔日松树林遮天蔽
日，风过林梢呼呼作响，给人
以阴森恐怖的感觉。1938年1
月，日军进驻潍县，3月中旬，
烟潍公路寒亭段发生了附近
村民伏击日军军车事件，日军
为实施报复，于次日放火烧了
沿路十多个村庄。此事对当地
百姓触动很大，村南那片松树
林密密麻麻，寒浞冢又居高临
下，如果日军来了屯兵于此，
会形成极大威胁。权衡再三，
附近村民砍伐掉了松树林，变
成了现在的模样。

“齐国最富，楚国最大，秦
国最强……”这是史学界对战
国七雄的一致评价。临淄作为
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成为当
时东方最大、最为繁华的城市
之一。入藏于临淄区齐文化博
物馆的一件战国牺尊，不仅造
型独特，生动神秘，而且完美
展示了错金银技艺的最高水
准，因而被称为国之瑰宝。

1982年7月17日，在临淄区
稷下街道商王村砖窑厂，西齐
村村民齐中华带着5名村民和
自己十六七岁的儿子正在挖
取做砖坯用的沙土。晚上，他
们突然挖到厚约20厘米的石
子层，齐中波立即扒拉开周围
的沙土，露出了一块金属样的
东西，形状像是动物的腿。

待全部出土，大家发现，
此物件通体灰绿色，造型奇
异。生活在齐国故都的人对地
下挖掘的东西都有着异乎寻
常的敏锐判断，“这是文物！”
齐中华说道。他用手抹去上面
的泥土，发现这是个牛形的器
物，身上镶嵌了许多金丝、银
丝，左眼球是块“黑宝石”，但
右眼的宝石缺失。齐中华等人
判断这件文物非同一般，要赶
紧献给国家。临淄文物管理所
接收了齐中华送来的“牛”。

恰巧当时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临淄设了工作站，工作
站的文物专家罗勋章看到铜
牛后，立刻说出了这件文物的
名称——— 牺尊。经过多位专家
鉴定，这件文物被确认是一件
战国时期的金银错镶嵌铜牺
尊，系国家一级文物。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
纯色牲；尊，同“樽”，是古代盛
酒的礼器；而牺尊则是异常贵
重的礼器。尤其难得一见的是
错金银工艺，这是我国古代金
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最早见
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

该件牺尊设计独特大气，
工艺娴熟精美，彰显出齐国当
时的富足与强盛。整体长46厘
米，高28.3厘米，重6.5公斤，仿
牛形，昂首竖耳，四肢粗壮，双
目圆睁。由头颅、体、盖分铸而
成，首体接合处，合缝痕被项
圈巧妙遮掩，项圈宽1厘米，嵌

16枚椭圆形银珠，突起如铃；口
角左右错银丝两道，各嵌8枚
银质星点，以示胡须；头顶及
双目间至鼻梁上端镶嵌绿松
石，眼球以墨晶石装点，两侧
眉毛系各嵌7枚长方形绿松
石；牛背上有一盖，盖为一个
扁嘴长颈禽，禽颈后折，嘴紧
贴背部，巧成半环形盖钮。
自秦汉魏晋至今，齐国牺

尊的发现，见于记载的有：曹
魏时期，在鲁郡（今曲阜、滕
州、泗水一带）地中发现齐大
夫子尾陪嫁其女儿的牺牛形
酒尊一件，有铭。西晋永嘉

（307—312年），曹嶷在青州发掘
齐景公冢时得二尊，也均作牺
牛形。而临淄这件牺尊，无论
从工艺还是文物价值来说，都
是出类拔萃的。

遗憾的是，这件牺尊作为
陪葬品，其墓主人的身份一直
难以确定。牺尊出土后，文物
考古专家曾多次到出土现场
勘察过，但未发现其他文物，
只能断定曾是战国某贵族墓
地，但更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
知了。牺尊有着十分流畅的线
条，两千多年前的祖先，是如
何将它铸造成功的？牛身上复
杂华丽的金银丝，又是怎样镶
嵌上去的……种种疑问，更增
添了牺尊的神秘色彩。

黎墟村位于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
境内，自元初年间，张姓先人从古滕奚
村迁来在此立村居住。

黎墟原为镇，是西汉屯兵之地。村
中有很多古井，地下遗存大量铜箭头和
汉以后的砖瓦残片。清《滕县志》《滕图
志》均称黎墟。黎墟村土层深厚，地下水
位浅，土壤供肥强，适宜广植高粱。“秫
秸编席”就诞生在此，这一民间工艺现
已成为薛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晚清民国时期张氏家族落信、永
信、正信三兄弟提议，族人积极响应，在
村东北角、大沙河南岸原有庙址上扩建
祠堂（俗称家庙）。几字形建筑围成一个
大院，其中最大的一间，东西长19米，中
间柏树树干立柱支撑，可同时容纳上百
人聚集。其东、西厢房18间，大门朝南，门
楼威严，由199块条石砌成，有这样气派
的家庙，可见这个村落的与众不同。

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张氏家庙除
祭祖外又有了新的用途，成了本族孩子
们的学堂。始初，只是族人孩子在此学
习，教书人也是本家内的私塾先生，学
习用品由本家富户捐赠，最多时有20名
学童。后张姓与本村褚姓、李姓有了姻
亲关系，来此读书的儿童渐增。成绩好
的孩子从这里考入“曙光小学”“三育小
学”“茶棚小学”，后考入山东省立曲阜
师范、兖州民师、峄县师范等学校继续
深造。张氏二十世立峰（冠伍）小时在此

读书，师范毕业，任茶棚学校教
员和校长时，又把周边的李家
楼、扳倒井、庞庄等村的儿童接
收到家庙内学习。曙光小学的董
一博校长曾多次安排学校教员

到家庙学堂传授儒家思想。
早期职业革命家、共产党人郭子化

一行1933年秋在滕八区开展工作时，曾
以商人的身份借宿家庙，看到黑板上书
有《百家姓》《三字经》内容时，欣然在黑
板一角写下“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落款赠“黎
明学堂”。离开时,给庙守顾天中留下两
块银圆，希望学子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
人才。庙内业余办学近二十年，彭德政

（又名彭爱民，建国后任江苏省煤炭生
产指挥部党组副书记）曾回忆说：“抗战
开始学堂停办，教员们多数加入共产党
的队伍，个别人参加了国民党，大家一
起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沛
滕边县委和临城县委的主传珍、黄天明、
张庆林、王修庭、李子敬等领导，以教师、
医生、商人等身份在此召集进步青年集
会，宣传抗战思想。鲁南民众抗日自卫
军、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的董尧卿、杜
季伟、刘金山、张新华及队员，都曾在此
或交换情报，或稍作休整，或护送首长。
1945年临城八区武工队（隶属于鲁南军
区）曹文耀队长在此接应峄西区（驻西棠
阴）派员送来的“一箱货”（后得知是黄
金，从胶东转来，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经
过微山湖安全送往下一个情报站，为此
受到上级的通报嘉奖。

鲁南军区团参谋长褚耀斌，1941年2
月20日来黎墟乡参加应征青年入伍抗
战动员会后，被日伪军包围，他带领人
员英勇还击，不幸中弹牺牲。当晚，滕县
武工队副队长杨广立、八区锄奸队队长
杨家顺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庙内，族长
和庙守负责给英雄上香、烧纸。事后，时
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孙伯龙，来到庙里
对张氏族人冒险保护褚参谋长的遗体
表示感谢。

建国前夕，时任鲁南军属管理委员
会生产委员兼滕县支前大队教导员张
冠伍（系鲁南区党委班子成员）召集族
人开会，商议将家庙场所捐赠国家，祖
先牌位入土村中前老林（墓地）。这一举
动，受到时任临城县委书记王吉德的称
赞。1949年7月，在原八个行政村联防会
管辖区域不变的基础上，组建乡政府。
彭德志以百分之九十五的黄豆粒（今称
选票）当选为第一届黎墟乡乡长，办公
场所就设在张氏家庙。乡政府撤并后，
这里先后成为本村小学、村民粮库等公
共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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