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算高的仿山

孔子特意来扫墓

先秦时期，鲁西南有个曹国，封地在今菏泽
定陶、曹县一带。公元前495年，正在周游列国的孔
子已近花甲之年。

人倒霉时，连喝凉水都塞牙，那两年，又挨欺
凌又挨饿，孔子可真是尝尽了苦头。虽说卫灵公对
孔子还算不错，但此公生性好色，又有南子搅乱国
政，终究难成大事。孔子在卫国待得憋屈，于是便
离开卫国，打算前往宋国。

卫国在北，宋国在南，还有个曹国夹在中间。
此时曹国弱小且附庸于鲁国，按理说只是途经之
地，孔子完全没必要停留，但他还是选择在曹地稍
作休整，并带领弟子一行到达仿山。

仿山位于定陶城北，虽然叫山却不是山，而是
人工堆砌的一系列高大土丘。这里埋葬着曹国的
历代国君，是曹国的皇家陵园。

孔子是来扫墓的，他要祭拜曹国开国国
君——— 曹叔振铎。这是个另类的安排，因为孔子虽
然向来好学，对许多事情很感兴趣，但各种记载中
却很少见他有考察王侯陵寝的习惯。

曹叔振铎是周文王第六子、周武王之弟，同时
也是周公的兄弟。他向来以忠义著称，在武王伐
纣、开创周朝伟业的过程中直冲一线、英勇杀敌，
立下赫赫战功。周朝建立后，武王将他分封到了曹
国。当时的曹国有“天下之中”之称，军事战略地位
极为重要。在曹国，他励精图治，文武兼修，深得民
心，使曹国成为拱卫周天子的坚强堡垒。

初到仿山，记者完全没有传说中那种“积壤之
高，仿佛若山”的体验感。目测了一下，仿山的海拔
高处也就十几米，矮处不过四五米，占地规模倒是
很大。对此，仿山风景区工作人员解释，定陶以平
原为主，紧邻古黄河，两千多年下来，黄河泛滥不
计其数，使得地面淤积层不下十米，在孔子生活的
时代，仿山确实要比现在看起来高大得多。

如今的仿山更像是一座碑林，目之所及，是大
大小小、新新旧旧的各色石碑。有的是标示曹国历
代国君陵寝所在的墓碑，有的是历代重修重建所
立的纪念碑，有的则是曹氏子孙捐款捐物所立的
功德碑，好是热闹。

遥想孔子当年，身为皇家陵园的仿山怕是要
静谧许多吧。那时的曹国在中原群雄里只是个微
不足道的小角色，无险可守的曹国甚至只能依托
鲁国的保护而延续国祚。

如果说制礼作乐的周公是孔子眼里的伟人，
那么忠义立身、以周礼治国的曹叔振铎至少也是
孔子眼里的英雄楷模吧。可是，站在仿山那一刻，
周公子孙治理的鲁国已不是原来的鲁国，曹叔振
铎子孙治理的曹国也已不是原来的曹国，想到这
些，孔子应当会阵阵心痛吧。

何况，彼时的孔子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人奉为
座上宾的博学鸿儒，只是尘世中难觅根基的一缕
浮萍。

问苍天何谓正道，问世间谁是英雄。隔着两千
多年的时光，我似乎在曹叔振铎陵墓的黄土上寻
到了孔子眼角落下的老泪，那味道又苦又咸。

不知道，在这里，他是否重拾起信仰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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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叔振铎影响之下，曹地自古有忠义之风，距离
定陶九十余公里便是“中国好汉之乡”郓城。在郓城，曹
地的忠义之风则以另一种更加鲜活的形式延续下来。

郓城是古典名著《水浒传》所写故事的主要发生地，
小说中水浒好汉的主要头领晁盖、宋江、吴用等都是郓
城人，当地素有“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
说。“智取生辰纲”“玄女庙得天书”“枷打白秀英”等故事
据说就是发生在这里。

在郓城，我见到了宋江武校副校长刘国庆。刘国庆
是土生土长的郓城人，七岁习武，1985年时与樊庆斌共同
创办宋江武校。相见时，他是从建筑工地上赶回来的，脚
上、裤腿上沾满了泥，一下子让我感觉亲切不少。

地处鲁西南黄河岸边的古县郓城，无论男女老少，
至今都深受水浒故事的影响，他们忙时务农，闲时习武，
古道热肠，忠勇仗义。在刘国庆看来，山东是孔孟之乡，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即便以尚武著称的水浒文化，其灵
魂依然是教人忠义和孝道，这与孔子倡导的学说是一脉
相承的。

古人尚武且崇德，孔子有“见义无为，无勇也”“仁者
必有勇”等观点。刘国庆认为，武术除了竞技性元素外，
在精神层面，武术蕴含着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因，最突出的就是武德。

他表示，传统武德讲究“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
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之事”，强调
习武者要仁爱、守礼、忠诚、谦让和宽厚。“功夫再好，没
有武德，别人就不服你。”

正因如此，宋江武校在建校之初便确立了“以德保
武、以文保武、以武促文、文武并进”的教育方针，“武术
能强身也能伤人，只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
的武德教育，才能够健康长久地发展。”

如今，宋江武校学员是每年央视春晚的常客，早已

名扬天下。走在宋江武校，遍布学校角落的文化墙都是
德育教育内容，走进教学楼，迎面而来的是《弟子规》全
文。刘国庆介绍，宋江武校的学员人人都会背诵《弟子
规》，这也是学校开展武术德育教育、培养文武兼修人才
的一大特色。

刘国庆虽然是习武之人，但他本身对传统文化很感
兴趣，借助开发水浒好汉城的契机，他走遍了半个中国
去寻访各地优秀古建筑，几乎成了古建筑保护领域的专
家。

临别时他告诉我，刚才是从郓城文庙遗址工地赶回
来的，建筑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文庙的古碑，喊他
去看看。“那么好的碑给铲断了，真是可惜。”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安排，谁曾想一切又绕回了孔子
身上。

武术的精神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而是有担当，敢
负责的一种大丈夫格局。我发现，即便是在尚武之地，孔
子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也从未过时。

公元前487年，曹国灭亡后，当地百姓怀念故国，便
在仿山建造曹伯祠，供奉祭祀曹叔振铎。虽然朝代更替，
几经兴废，曹伯祠还是一直延续了下来。围绕着曹伯祠，
仿山陆续修建起了数十座庙宇，儒、佛、道应有尽有，成
了附近百姓烧香的好去处。仿山风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前些年仿山总是浓烟缭绕，近年来移风易俗已经改善了
不少。

刚到仿山时，我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仿
山离定陶城区较远，但是这里的人气却很旺，景区外的
道路几乎被各种商贩包围，这与之前我重走孔子之路时
到过的许多郊野古迹大不相同。对此，景区工作人员表
示，这还不算什么，要是晚来几天，赶上一年一度的仿山
庙会，那才叫真正的“水泄不通”。

据了解，定陶仿山庙会是民间百姓为纪念曹叔振铎
自发举办的祭祀活动，已经延续了上千年。每年农历三
月廿七至廿九是仿山庙会的日子，来自晋、冀、鲁、豫、
苏、皖等省的商贾游客提前数日就会来到仿山，每天的
客流量不下十万。每年的仿山庙会车水马龙，贸物交易，
是鲁西南及周边地区农贸交易的大型贸易场所。

仿山庙会期间，仿山各处热闹非凡。娱乐区域设有
乐鼓、民间戏曲、现代歌舞、武术杂技表演等；宗教祭祀
区有道场、神像法物信香开光、百神谱展示、古玩字画展

示、寻根祭祖等活动；商贸交易区有日用农具专卖、牲口
专卖、日用杂货、儿童玩具、衣帽服装、鲁锦粗布、风味小
吃、炒面茶汤、糖人面人……各种活动应有尽有，是当地
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虽然没机会亲自体验，但我
还是能想象出那人山人海的壮观场景。孔夫子要是在天
有灵，知道如今曹地百姓安居乐业、物资充盈，也该无比
欣慰了吧。要是有机会，说不定他也会带着弟子，赶赶这
仿山庙会，给周游列国之行置办些补给物资呢。

曹叔振铎身后如此风光，还因为他是中华曹姓的始
祖。工作人员介绍，每年仿山庙会的时候，很多曹氏子孙
都会来此祭祀祖先、重修庙宇。2015年时，当地在仿山举
行“西周曹国建国3060周年暨中华曹姓祭祖大典仪式”，
海内外4000余曹氏宗亲参加了活动，创下了纪录。

如今，曹氏子孙已延续至八十多代。在菏泽市曹国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曹恒顺看来，曹姓家族兴旺与良好的
家风密不可分。曹恒顺曾主持编修《曹口村志》一书，其
中的《曹氏族规》围绕“行良善、去邪恶”提出了“兴学校、
重读书、尚文武、敬师道”等具体要求，深受儒家文化影
响。“《曹氏族规》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为人处世
各个角度提出要求，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彰显了正能
量，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也是很有意义的。”

C 功夫高德行好 想当好汉不容易

B 热闹的仿山庙会 每天十万人客流

忠
义
曹
地

当年到曹国，孔子既不是为了政治游说，也不是为了学术考察，而只是单纯地车行
至此，心向往之。落魄之时拜谒心中英雄的陵墓，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千百年来，滔滔黄
河水一遍又一遍浸染了这片土地，激荡着推重忠义、尚武崇文的曹风。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宋江武校

水浒城尚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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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孔子之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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