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时期，山东泰安有个官员，叫毛澂，
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六年(1900)、二十八
年(1902)三次出任泰安知县，多有政声。

毛澂十分关注地方的民间泰山信仰习俗，
这在泰山脚下的蒿里山神祠建筑上表现得十
分明显。蒿里山在泰安城西南三里远的地方，
相传为人死后的魂魄归宿之地，汉代发端的

“泰山治鬼”说所言的具体地方即蒿里山。
山下建有森罗大殿、望乡台、戏楼等建

筑，殿中有“三曹对案，七十五司，各塑神像”。
光绪初期，蒿里山的神祠多圮，仅存大殿。光
绪十九年(1893)三月，知县毛澂捐款重建了这
里，据说工程用银万两，营造出一个“使观者
惊心眩目”的地府世界。他在为蒿里山神祠
题写的两副对联中交待了修建目的。

一是森罗殿对联，联云：“聿古来帝祀群
神，亢父主死，梁父主生，岂独草仪逢汉代；为
天下人心一哭，德不能化，刑不能威，只可尚鬼
学殷时。”二是蒿里山戏台对联，联云：“销肠怜
孝子忠臣，拍案冲冠，犹觉不平千古后；冷眼看
神奸巨猾，收场结局，何曾放过一人来。”

这两副对联表达了毛澂对“礼教”衰落的
哀伤，更清楚地表白了他重修蒿里山神祠的
心迹：其一，清末人心涣散，一则在于朝廷提
倡的伦理道德不能教化民众，二则朝廷掌握
的刑罚也失去了往昔的威慑力。因此，作为知
县的他在没有能力改变这种颓废局面的情况
下，只能像殷商时期一样崇尚鬼神之说，以化
导民心。其二，他崇尚鬼神之说，不是为了向
鬼神祈福，而是宣扬鬼神住持参与下的善恶
报应的因果律。在他看来，虽然忠臣孝子生前
死后的遭遇可能不够公平，但作奸犯科的忤
逆之人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的，这就是历史
因果律的公平与正义所在。

显然，毛澂积极利用了“泰山治鬼”的传
统信仰，发挥其教化人心的功能。这一做法
得到了泰安地方士绅、民众的肯定。由此直
到民国前期，来蒿里山为宗亲亡灵祈福的香
社络绎不绝。而且，清代一些香客在泰山舍
身崖轻生以显孝心的行为时有发生，所谓

“孝子为亲祈寿，必投崖下”。毛澂为杜绝泰山
舍身崖轻生的现象，将“舍身崖”易名为“爱身
崖”，又在舍身崖前修筑了一道红墙。每年三
月泰山举行香会时，派十余壮士守护于此，

“不令游人窥足其间”。
相应于毛澂在泰山的禁舍身之举，山东

地方官员还利用泰山信仰行“废缠足”之政。
光绪初年兴起的“废缠足”运动虽有中外人
士的极力倡导，但在推行中仍是困难重重，
在中国北方各省尤其如此。庚子国变后，清
廷宣布要实行新政，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
谕令劝止缠足。

因为守旧势力庞大，山东各地的放足运
动开展得较为缓慢。为加快推广放足运动，
山东地方官员将泰山碧霞元君神像与天足
运动联系了起来。

泰山神憩宫中供有一尊碧霞元君像，
“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每届春夏，朝拜者仕女
如云，且多制锦鞋为娘娘寿”。由于北方民众
普遍信仰碧霞元君，这一神像的“三寸金莲”
就成为显示女性缠足正当性的神圣符号。

为了利用民众的信仰习俗并打破此神
圣符号，山东地方官员将神憩宫的碧霞元君
神像的“小脚刖去，另换大脚两只。以娘娘亦
实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妇女”。

这种顺势而为的“广告”，适应了当时乡
村妇女大多不识字的文化状况，要比劝止缠
足的宣传书更有效力。乡村妇女在为碧霞元
君神像做鞋子的活动中，通过这位神灵的榜
样作用，较为容易地接受放足的观念。

过年整理相册，这张摄于1979年见证我们爱情的照片再次跃
入我的眼帘。

我的爱情很有些戏剧性。我12岁那年冬天，家里住了8里外芦
家村的一帮河工，其中有个叫朱元武的帅小伙，挖河晚归总让我
陪他下象棋。一来二去，他说我“聪明懂事”，说等我长大给我说个
媳妇。谁想，13年后的1979年，他真给我说了个媳妇儿。当时我在部
队当兵，父亲就拿了姑娘的照片，夹信嘱咐我跟姑娘“见字如面”，不想，双方竟一见钟情。

两个多月后，我回家探亲，在朱元武家跟姑娘见面了，原来朱是她的姐夫。这之前，姑娘到我家看过，5间破屋住着父母
和我仨兄弟，家境十分寒酸。而家境富裕且当民办教师的她却不嫌弃。虽说我已是五年老兵，可每月只有15元津贴，除买生
活必需品外，还要寄回些贴补家用，我根本买不起金戒指，便塞给她一条手绢儿作订婚礼物。5月10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按
老理儿，我得送她一大笔彩礼钱，外带“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可她啥也没要。我表示歉意，她却说，这
样节俭办婚事好，若为结婚拉一屁股债，以后还得咱还。家里连我们的被子都没有，结婚那天，母亲借了两床被子装门门面，
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母亲硬塞给我妻子40元钱，要她做床被子。可我临回部队，妻子却将这笔钱给了我做盘缠。1981年初
我退伍了，到公社当了每月只有20元薪金的通讯员，而妻子执意放弃民办教师转正机会，来到我家照顾父母，耕种责任田。
物质贫乏的年代，爱情也受到制约，可遇到通情达理的爱人，同样很幸福。

1979年的爱情

【老照片】

□冉庆亮

在1938年发生的台儿庄战役中，
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达100余名。在他
们中间有三位女记者穿梭在枪林弹雨
中，发出一篇篇战地报道和通讯。她们
以笔作枪，抨击邪恶，揭露日军暴行，
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
援助，成为当时战场上的“明星”。

邓珂云：
新婚蜜月赴前线

香港《立报》记者邓珂云是进入台
儿庄前线采访比较早的记者，并且是
在新婚蜜月期间与丈夫曹聚仁一起奔
赴抗日前线。

1938年3月，鲁南台儿庄已是烽火
四起，硝烟弥漫，武汉的报纸和电台天
天报道台儿庄的战况。相恋四年刚刚
举行了婚礼的曹聚仁、邓珂云，在新婚
之夜决定奔赴前线采访，向所在的新
闻单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香港《立
报》报告后，分别被命为战地特派记
者。他们从汉口乘坐火车向台儿庄进
发。邓珂云在报道中写道：“出了荒漠
的郑州市，火车在遍地黄沙的平原中
行驶了十七八个小时，记者于前晚(25
日)到达徐州。”3月25日，邓珂云夫妇到
达徐州后，和几位外国记者一同采访
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有
一位外国记者看到一个年轻的女记者
上前线采访，感到很好奇，特别请邓珂
云和李宗仁合影。

4月5日，邓珂云和曹聚仁来到台
儿庄前线，采访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为了抢发大捷新闻和掌握战
役的全局情况，邓曹二人于4月6日下
午搭乘军车赶回徐州。邓珂云及时将
收集到的战斗情况发往《立报》。4月7
日，《立报》在一版头条位置登出了《台
儿庄外敌陷重围，将被我分别击破》，
第二天又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台
儿庄我军大胜》的报道。

邓珂云的战地通讯另辟蹊径，没
有直接描写战斗惨烈、悲壮的场面，而
是从街市的商业经营和民众动员反映
战斗胜负情况。刊登在《立报》1938年4
月10日的战地通讯《徐州民众总动
员》，报道了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
为支援台儿庄前线，妇女、儿童、学生、
壮丁都动员起来了，“4月1日下午，我
们去参加了侯集的民众大会。参加大
会的有五六千乡民，他们中的壮丁都
手持武器，显示着雄赳赳的神气。”

张郁廉：
第一个到旅部的女记者

塔斯社女记者张郁廉曾与苏联的
同事深入到一线阵地采访，被覃异之
将军称为“第一个到旅部的女记者”。

张郁廉祖籍山东掖县，精通俄语。
1934年9月入燕京大学学习，后成为塔
斯社记者。1938年2月，塔斯社总社派谷
礼宾斯基等几位军事记者到鲁南采
访，安排张郁廉陪同前往，既是翻译，
又是记者。

3月中旬，他们来到位于台儿庄东
北的第20军团52军25师73旅，覃异之少
将接待了他们。张郁廉对他的第一印
象是：“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

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教人
钦敬。”

此时正值台儿庄歼灭战的关键时
期，第25师位于台儿庄右翼兰陵附近，
其任务是向红瓦屋屯攻击，将敌人压
迫于台枣支线以西歼灭之。经过两天
的激战，进展颇为顺利，日军被压迫在
台枣支线附近。因为战事激烈，覃异之
派人将记者们送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
村庄过夜。村民早已离家逃难去了，村
庄内空无一人。护送他们的军士找到
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记者们休息。张

郁廉写道：“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
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
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
盖着草，又神秘又恐怖。我带着些微不
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当记者们
完成采访任务与覃异之告别时，覃异
之望着张郁廉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
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说着
掏出一支手枪递到张郁廉手中说，“这
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
拿来自卫。”在后来的采访中以及辗转
长沙、武汉、重庆等地时，她一直带着
这个“纪念品”。

黄薇：
最后撤退的华侨女记者

1938年5月27日，在武汉的新华日
报社举行招待会，欢迎和慰问从台儿
庄前线突围归来的各报记者。青年记
协总干事范长江在会上表扬华侨女记
者黄薇在战局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
危，留在前线继续采访战地新闻。

黄薇于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
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
派记者身份回国来到武汉报名参加了
武汉新闻界组织的战地记者团。记者
团20多人，女记者就黄薇一人，为了战
地行动方便，黄薇把一头秀发剪短，时
髦的衣裙换成了军装，俨然一个小战
士的形象。

他们到达徐州后，与先期而来的
范长江、陆诒等中外记者会合，开始了
繁忙的采访工作，白天深入炮弹横飞
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将士，晚上坐在
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
报道。就在记者们紧张忙碌的时候，前
方战斗也是异常激烈，津浦全线天天
激战，日军的飞机每天都轮番轰炸徐
州，日军的快速部队直奔砀山，企图切
断陇海线，鲁南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五战区司令部
察觉了日军的企图，命令第五战区主
力部队作战略转移，记者跟随部队一
起突围。长官部考虑黄薇是一名女记
者随军突围困难，让黄薇和长官的家
属一起乘车撤退。可是黄薇谢绝了大
家的好意，决定与记者们一起行动。

黄薇和抗敌剧团的几个女团员被
分配跟随关麟征的52军行动。一路上为
了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追赶，他们
昼伏夜出，隐蔽行军，为了避免掉队，每
人脖子上系上一条白毛巾。为不被敌
人发现，一律不准吸烟、打手电，不准讲
话，甚至连咳嗽都要控制，默默地在茫
茫黑夜中行走。一路上险象环生，有时
候日军追上来还要打上一仗。5月下旬，
黄薇安全回到武汉，参加了《新华日报》
的欢迎招待会并合影留念，黄薇作为
唯一的女性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故地往事】

巾帼赴前线 纤笔胜毛瑟
□郑学富

[大众讲坛预告]

古琴的前世今生

古琴是中国独有的乐
器，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
上的历史。作为古琴文化
的守望与传承者，高培芬
老师从事古琴艺术研究、
演奏、教学已近五十年，为中国非遗项目“诸
城派古琴”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3月10日，高
培芬将做客大众讲坛，为读者带来题为《太古
回声——— 漫“弹”古琴的前世今生》的讲座。
讲座时间：3月10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书馆(二环东路)一楼报告厅

劝戒缠足出奇招

泰山女神像小脚换大脚
□李俊领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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