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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国是山东大地上一个
平凡的小国，然而因是黄帝
姬姓国，对于研究中华姓氏
起源、轩辕文化、商汤开国等
问题有重要意义。到了周朝，
这片风水宝地又成了鲁国的
特区，延续五百年，成为曹叔
振铎后裔的食邑。

黄帝后裔
伐卞传说犹存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
水成，黄帝姓姬，故而早期的
姬姓国都和黄帝有着密切的
血缘关系。据《路史》记载，黄帝
之后的姬姓国有38个，今山东
境内仅有4个，而位于泗水之
畔的卞国就是其中之一。

黄帝有个儿子叫龙苗，
龙苗生了吾融。吾融的儿子
明被封在卞，即今山东泗水
泉林一带，建立卞国，史称卞
明。依照惯例，卞明后代以国
名为姓氏，称卞氏，这正是天
下卞氏的最早来源。

卞国出现于公元前22世
纪，距今大约4200年，这比夏
朝的开国时间还要早些。不
过，在黄帝时代，国家往往以
部落的形式出现，一个或几
个部落就能组成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的卞国规模并不
会很大。

在出土的甲骨文上，考古
学家发现了“汤伐有卞”的字
样，这四个字展示了当时商汤
准备向古卞国开战占卜的历
史画面。此后不久，卞国灭亡，
由此推断，这个虞夏古国大约
存续了600年的时间。

至今，泗水当地流传着
“太丁捉鸟，外丙捕鱼”的民
间故事。据说夏朝末年，夏桀
荒淫无度，民不聊生。成汤起
兵于亳，不到十天，就攻下了
忠于夏朝的卞国。卞城因兵
荒和洪水难以居住，成汤便
下令驻防城南的妫亭山（今
泗水泉林龟山）。

一日，成汤长子太丁闲

游，命军士采麻织网捕鸟。群
鸟被一网打尽，只有鸟王侥
幸逃脱，哀鸣不止，硬是急白
了头。看到此景，成汤指责太
丁说：“丁儿心不善，真是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四方群
鸟皆入尔网，今后天下将无
鸟矣，为何不封其三面而网
开一面呢？”至今，妫亭山有
一种叫白头翁的鸟，据传就
是鸟王变的。

又一日，太丁的弟弟外
丙在山下的石漏河玩耍。他
命军士到河岸边拔麻，织成
了网眼极小的“绝户网”，然
后卡着上游，堵住下游，在河
里拉网逮起鱼来，大小鱼儿
无一漏网。成汤听说后，把外
丙喊来责备说：“你亦不善，
应把网眼织大点，捕大放小，
用这种‘绝户网’逮鱼，鱼将
无遗类也。”从此，成汤“德可
及禽兽”的美名渐渐流传开。

鲁国特区
终被季武子“拿下”

到了周朝，卞地再一次
回归到历史舞台，迎来了一
位新主人。曹叔振铎是周文
王的第六子，为新王朝立下
赫赫战功，被分封到曹地，建
立了曹国。同时，周公长子伯
禽被分封到了鲁国。周公和
曹叔振铎是同父同母兄弟，
因此鲁国和曹国的关系也非
常亲密。

鲁国是姬姓诸侯国之
长，鲁曹两国相邻，伯禽对曹
叔振铎后裔格外照顾。为了
让堂弟们不饿肚子，伯禽特
意拨出了境内的卞地，送给
了曹叔振铎的一个儿子，作
为他的采邑。这位卞伯的子
孙以地名为氏，成了卞氏的
又一源头。

卞邑历任主人也对鲁国
投桃报李，恪守礼仪。春秋时
期，卞邑之主卞庄子颇有才
干，得到鲁庄公赏识，被封为
大夫。卞庄子是个孝子，母亲
在世时，他随军作战，三战三
败，朋友看不起他，国君羞辱
他。母亲去世三年，鲁国兴师
伐齐，他请求从战，三战三获
敌人甲首，一雪昔日败北之
耻，最后又冲杀七十人而告
阵亡。

春秋后期，鲁国为季孙
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所
分，季武子执政期间，发生了
季武子取卞的事件。至此，存
在了大约五百年的这个鲁国
特区彻底消亡，此后卞邑成
了鲁国的一个普通城邑。

泗水之畔
建有两座故城

今泗水泉林有座卞城遗
址，据考证，此处遗址是周至
汉代古城遗址。据当地人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时，故
城西北、西南、东南三处城墙
角尚存，现仅存西北城角及

部分北城墙。
从此处城墙出土文物

看，这座卞城遗址只是周
朝卞邑旧址，不应与虞夏
时期的卞国混为一谈。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的
著名弟子子路就是卞人，
这座古城曾是子路生活过
的地方，也是孔子最初见
到子路的地方。

距离卞城遗址不远处的
尹家城遗址被认为是卞国故
城的“真身”。尹家城遗址坐
落在高出地面十余米的台地
之上，东、西两侧分别有泗河
的支流流过。这处遗址是龙
山文化中后期遗存，山东龙
山文化存在于距今4600年至
4000年间，基本与卞国的年
代相吻合。1973年到1986年，
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尹
家城遗址先后进行了六次发
掘，出土了大量龙山、岳石文
化时期的石器、陶器和青铜
器。

历次出土的这些文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卞国社会
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正
如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院长方辉分析，从考古发现
看，古卞国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卞
国的渔业相当发达，尹家城
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非常漂
亮的梭，就是织网用的骨梭，
和现在人们用的几乎没有什
么区别。

令人振奋的是，考古学
家在出土的大量陶器中，发
现了一些龙山文化时期刻有
陶文的陶片。考古学家研究
认为，这些陶文应该早于甲
骨文，有可能是夏代文字，从
而进一步佐证了古卞国早在
4000多年前即已存在。

几千年来，卞邑、卞县、
卞桥等因卞而得名的地域古
迹保留了下来，而因国得姓
的卞氏，从古卞国起步。至今
更是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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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周边，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杨家
将遗迹，而泰山南麓、泰安城西的“六郎
坟”古迹，古人皆将之作为宋代名将之墓
加以凭吊。虽然乡邦文献记述言之凿凿，
但宋史上“杨六郎”军事活动区域主要在
山陕、河北境内，其墓真伪令后人疑惑不
已。直到今年3月“在建小区挖出宋代古
墓”，其出土的《姜规墓志》中的相关记录，
终可揭开“六郎坟”之谜。

“六郎坟”之名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明人
陆采《览胜纪谈》卷一《杨六郎》条云：“泰
山……下有杨六郎墓。”乾隆《泰安府志》卷
四《古迹》云：“县西二十里一塚，俗传宋将杨
六郎坟。”古代诗人亦多吟咏六郎坟之作。清
代泰安知州纪迈宜《泰安进香词二十七首》
之十八云：“转轮塔侧吊忠魂，锁钥当年寄北
门。好是李陵台上月，重将移照六郎坟。”

六郎坟在民国时墓冢封土尚完整，墓
前有石人、石羊、石虎各二。据泰安籍作家
吕曰生先生回忆：“那座疑冢在村之东头，
一个大土丘，上面长满萋萋青草。坟前有
翁仲二、石羊二。那石人峨冠博带，做微笑
状。从石人石羊的雕刻风格及其受风雨剥
蚀的程度来猜测，都是宋以后的作品。”

虽然乡邦文献记述言之凿凿，且有封
土、石仪存在，但此地距宋史上“杨六郎”
军事活动区域（今山西、陕西、河北境）相
距甚遥，故其墓真伪令后人疑惑。如乾隆
程志隆修《泰安县志》卷九《冢墓》“六郎坟”
考云：“按《宋史》：‘六郎名延朗……及卒，
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是六郎之柩
来自河北，归葬太原。泰山与太原相去二
千馀里，而曰坟在是焉，此理之不可解者。
或曰：羊叔子为晋世族，此仕宦而行六者。
然碑志弗存，均无稽矣。”一句“或曰”，将

“杨六郎”易为“羊六郎”，以贴合历史上之
泰山羊氏家庭，但羊族中并无号“羊六郎”
者，且据今之考古发掘，羊氏家族墓皆在
新泰境，蓄疑点未能得到合理解释。

六郎坟至“文革”中被掘，据目击者
称：墓室内已无棺，且无殉葬品，20世纪80
年代地表尚存一石虎，今佚。据此六郎坟
中确有葬者，并非虚设封土，但埋葬之人
为谁，仍不得其解。

今年3月，六郎坟村在小区建设施工
时，在传说中之“六郎墓”西北不远处，掘出
一座地下古墓，墓室内分置三堆人骨，并发
现墓志一盒。志盖为小篆，题“宋故姜公将
仕墓志铭”。志文为楷书，共37行，满行33字。
根据志石所载，墓主为北宋人姜规。姜规

（1058—1123），字子正，其父茂昌为奉符县
（即今泰安）人。墓主姜规兼通经史诗文，旁
及医道，然其举进士不中，即弃书卷为生
计，后补官将仕郎（宋从九品散官）、守郓州
助教。以宣和五年（1123）七月卒于家，得年
六十六岁。此墓主生平之大略。

《姜规墓志》中的相关记录，可揭开“六
郎坟”之谜。根据墓志所记：姜规家族墓均
在奉符县奉高乡，而姜规墓紧傍其父茂昌
之墓。从出土现场看，规墓在所传六郎坟西
北侧，相距不过五米，其间别无其他冢墓。
六郎坟中置有石门，与今见姜规墓中建置
相似，墓前设置石仪，也与姜茂昌所封武经
大夫（武臣官阶之第三十二阶）身份相合。
故可推知传说中之“杨六郎墓”，应为北宋
姜茂昌墓。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广泛传播，
杨六郎之名家喻户晓，而姜茂昌墓碑残缺，
渐湮其名，后人因其系衔为武职，姜、杨音
近（宋以后流行平水韵，姜杨皆在“七阳”韵
中），遂讹为杨六郎（延朗）墓。

姜茂昌墓讹传为杨六郎墓，还与杨家
将曾参加泰山封禅相关。明代嘉靖学者陆
采《览胜纪谈》卷一《杨六郎》条云：“宋真宗
封泰山，武臣杨六郎者，见一红裳女子，自
灵岩山洞中出……今其山下有杨六郎墓。”
此记“杨六郎”曾作为扈从“武臣”参加宋真
宗封禅大典，如摒弃所述之神异情节，或有
可信之处。真宗封禅波及甚广，各支部队为
此征调频繁，征召“杨六郎”委以“守土巡
检”之职掌，在情理之中。又据《宋会要辑
稿》记载，宋真宗此行取道今东平与肥城，
再岱岳区西境至奉符城，“六郎坟”为其必
经之地，杨延朗从封时或曾警跸驻防于附
近。后人为纪怀延郎，遂将姜墓传为杨墓，
遂有“六郎坟”名称，颇有可能。

泰山“六郎坟”

葬的并非杨六郎

【行走齐鲁】

□周郢

这是1979年我（后排左一）在莱西一中七九级二
班读书时，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照的照片，距今已
经38年。

那一年高考已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好消息不断
传来，谁考上了大学就成为学生们的偶像。家长们惊
讶地发现，不用推荐，没有背景，谁分数高，谁就上大
学。学子们也第一次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读书真能改变命运。

那时读书是有干劲的，有动力的。我们一入校，就把“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人生的的追求。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吃穿上的攀比，只有学习成绩的竞争。课堂上，没有诸多的喧哗，没有七嘴八舌的热闹。晚晚自习，教室
里既安静又紧张，大家都学习到很晚，直到班主任来催着回宿舍。

期中考试后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十一个同学相约去县城拍照片。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谁谁考得好”，“我英语怎么么就学不
会”等等话题。到照相时，师傅没要求一起喊“茄子”，而是说：“来，同学们，跟我一起喊：‘加油！’”你看看照照片上，那些人眼神纯
净，大家盯住前方同一个目标。只有作为当事人的我们知道，那目标就是考入大学，改变命运。

几年拼搏，一朝收获。当时大学入学率只有4%，可我们陆陆续续考上了大学。现在每次见面，大家不胜唏嘘。正如上次在青
岛小聚时，宫华钦同学（前排右二）所作的《七律·忆当年》所说：“春夜月辉照无眠，心潮激荡话当年。笑对寒窗苦苦昼短，愁闻更漏
望花妍。家国无忘君行早，道义争担我为先。唯有少年多壮志，突破高考换新天。”

求知若渴的高中

【老照片】

□张所新

春末夏初草青青，百花
开放鸟争鸣。我们小的时
候，物质生活匮乏，大部分
孩子户外活动可以用“原
始”两字来概括，最大的特
点是不花钱或很少花钱，诸
如打弹珠、翻纸片、踢毽子、
捉迷藏、斗鸡(人与人用膝
盖相互顶撞)等 ,而在乡下，
还有一种叫做“斗草”的传
统游戏。

在莺飞草长的日子，孩
子们以草相勾，捏住相拽，
坚韧者胜，折断者败。斗草
不需要特别的娱乐设施，只
要在草地上就地取材，就可
以玩得不亦乐乎。

斗草起源于汉代。据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记
载：“汉以前不见斗草之
戏。”《物原》认为：斗草“始
于汉武”。自唐朝起，斗草
逐渐盛行，不但儿童玩斗
草，成人也爱这玩法。唐朝
诗人崔颢的《王家少妇》
谓：“闲来斗百草，度日不
成妆。”诗中反映出王家少
妇富有情趣的生活，闲来
斗百草跃然纸上。与妇女
们相比，成年男子斗百草
还带有一种“赌”的色彩。

“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
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
玑满斗。”这是李白在词

《清平乐》中的描述：斗草
赢了能够“珠玑满斗”。

到了宋朝，除了端午，
在清明及整个春天都有斗
草活动。“燕子来时新社，梨
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
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
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
桑径里相迎。疑怪昨宵春梦
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
双脸生。”北宋词人晏殊《破
阵子》这首词就突出了斗草
这一古老的游戏，说明了古
人爱好这一习俗。时至今
日，斗草活动已难以看到，
只成为心中难忘却又遥远
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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