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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霞

两棵直插云霄的银杏树，依然像
两把硕大的巨伞，矗立在安丘市城顶
山半山腰的向阳处，层层叠叠密实的
枝叶，依旧没有一点要散落的样子。银
杏树散发出时光淬炼的金黄，以壮美
的姿态、蓬勃的气息，坦然接受深秋的
到来。

蓬勃的生命来自时光的沉淀与厚
重。这两棵二千六百多年前的古树，因
为孔子和他的弟子公冶长而闻名遐迩。

公冶长书院坐落在安丘市区西南
三十多公里的城顶山南坡，书院周围群
山环抱、层峦叠嶂、树茂林丰，为山东省
省级森林公园，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氧
吧。作为潍坊市千里民俗旅游线上的一
颗明珠，一年四季前来赏景游玩的人不
断。

相传这里是孔子弟子、爱婿公冶长
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在明代即被列
为安丘八景之一。

在一缕缕略带寒气又清爽明亮的
阳光里，被誉为“中华第一雌雄”的两棵
银杏树，根连理、枝相拥，树立在公冶长
书院的广场上。

时光历经两千六百多年，公冶长书
院的两棵银杏树依然枝繁叶茂。树围达
10米，东雄西雌，相距大约7米、高约30
余米，直径近30米的树冠，高耸入云。繁
茂的枝叶，为公冶长书院撑起一方清幽
和静谧。

公冶长春秋末期出生，复姓公冶，
字子长。公冶长幼年家境贫穷，一直以
务农为主，但是他不因家贫而堕志，一
生俭朴好学。

年轻时，公冶长慕名拜在孔子名
下，勤奋攻读，博通六艺，是孔子七十二
弟子之一。学成后，公冶长拒绝为官，终
身治学，后因遭诬陷入狱，在狱中虽受
囹圄之苦，仍然苦读经书。孔子深为爱
徒身陷囹圄而痛惜，认为他能忍辱负
重、苦读不辍，可做表率，“虽在缧绁之
中，非其罪也”。

孔子看人的标准是看人的品德，不
言其他。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
为妻，从此公冶长身兼孔门女婿和弟子
的双重身份，这些记载存留于《论语》

《孔子家语》中。
公冶长书院不仅仅是一所书院。公

冶长在此办学，到现在已有两千六百多
年，这座书院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参
观、拜谒的地方。

公冶长故去后，后人崇尚先贤，在
此建立公冶长祠，多年后，又在祠西建
青云寺一处。后来公冶长祠、青云寺因
岁久渐圮，历代多次重建和维修。作为
凝固的历史，部分碑碣遗存，记载了公
冶长祠、青云寺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见
贤思齐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可以想象公

冶长影响范围之广。
史卷中，公冶长书院最早的存世记

载为明成化十三年，安丘知县陈文伟重
建书院。明万历《安丘县志·艺文考》辑
录的陈文伟《公冶长书院记》，内容大意
为，这次重建前，他的前任谢缜已备足
物料，未及开工就调往外地，陈文伟于
明成化十一年接任安丘知县，“成化丁
酉前二月壬申，因公务往沂水，道经其
地，驻马止宿，往寻其迹，至则四壁俱
废，一址独存。遂计匠作工役，不日告
成，谢君之心为不负矣。”

在公冶祠大门外，立有一座碑楼，
里边镶嵌着“重修公冶祠碑”，落款处
可见“安丘市人民政府，1 9 9 7年1 0月
立”等字样，碑额《重修公冶祠碑记》为
篆书，正文为楷体，记叙了公冶长的生
平事迹、公冶长祠的兴衰及最后的重
建时间。

公冶长祠为三进三间，木质结构，
飞檐斗拱、粉墙黛瓦、丹柱青瓦，正祠塑
公冶长坐像，两边各有陪侍，屋内墙壁
上彩绘着公冶长生平事迹。东西边房各
一间，陈列着一些今人的书画作品，祠
后有清末大臣李湘棻的感恩堂一处。青
云寺在公冶长祠西侧，始建年代晚于公
冶长祠，约为西汉中期，距今也已经有
两千余年了。

镌刻在石碑上的内容，透露了公冶
长书院部分过往。公冶长书院在明清两
代曾三度重建和维修，书院现存明清古
碑，记载了公冶长书院如何重建、维修。
祠院内，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碑亭，东
边为万春亭，西侧为清廉亭，碑亭内有
明清两代立的石碑，记载了修复公冶长
祠的史实。

东侧“万春亭”内的石碑，为明万历
三十五年知县孙振基所立，碑文楷体正
书，阴线阳刻着九个大字“先贤公冶子
长读书处”，背面无字。

西边的清廉亭中，犹存清康熙十五
年，由县令胡端出资维修时，所立《重修
公冶子长祠堂记》石碑。碑文称邑侯胡
端于丙辰之春到书院山祭祀览胜，“怅
庙貌之萧条，慨然叹曰：‘兴废举坠，守
土者之责也’……于是捐养廉之资，以
襄榱甓之用，鸠工庀材，不逾月而轮奂
粲然。”

另外一块石碑为清道光九年六月，
青云寺主持学管及徒弟真斋所立，正面
上部横刻“万古流芳”，下为重修庙碑
记，背面为众善题名，县廪膳生李维翰
撰文，庠生刘登辅书，崔秀川镌刻等字
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百姓及乡绅为
重修宗庙、赓续文脉而慷慨解囊，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守望百年不休、驰而不息
的执着。

三块碑刻，丰富了公冶长书院的历
史文化底蕴，也折射出以公冶长为代表
的儒家文化一直感召着后世，代代相传
之风雅。

1989年，安丘县人民政府拨款5万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
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公
冶长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游客流
连忘返。

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
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
多。公冶长书院始建规模，史籍缺少记
载，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

公冶长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
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
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
知，而且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
中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
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公冶长因羊入
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
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
情趣。

经年的积淀，使得现在的公冶长书
院因两棵银杏树而闻名，银杏树因为书
院而流传千古。每逢清明节和阴历四月
初八，为公冶长书院的庙会日，附近村
民和游人云集于此，观赏风光、思念先
贤，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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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红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古
老的黄河与山东有着不解
之缘。千百年来，黄河在齐
鲁大地频繁决口、改道，给
沿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代咸丰五年，黄河从河南
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
河道入海，才形成如今的黄
河河道。

历史上，山东曾有数座
历史悠久的古城，因黄河泛
滥，被淹没在泥沙之下，这
就是冤句、南华、齐东和蒲
台。

冤句和南华是最早毁
于黄河水患的山东古城。关
于冤句和南华县，有关历史
资料甚少。“冤句”是弯曲之
意，即指河流弯曲。冤句又
称宛朐、宛句，秦朝即设县，
作为县级行政区划延续了
1400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千年古县。

冤句故城址在今菏泽
市西南约20公里的马岭岗
一带，辖区包括今东明县
大部和菏泽市牡丹区西
部。金大定八年，黄河决
口，冤句县城毁于水患，其
后冤句县被废置。但是，冤
句县城曾经相当繁华，其
东门瓮城墙长347米、外郭
长 2 3 4米、城墙高约七八
米。冤句还是唐末农民起
义领袖黄巢的故里，因而
广为人知。2015年，冤句故
城被公布为山东省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另一个较早毁于黄河
水患的山东古县是南华县，
于唐代天宝元年由原离狐
县改名而来，时属曹州（今
菏泽），辖区在今东明、鄄城
和菏泽牡丹区交界处一带。
金大定八年黄河发生水患，
南华和冤句同时“城圮于
水”，后其辖区被并入东明
县。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
庄子在辞去漆园吏之职后，
曾隐居于南华，后被诏封为
南华真人，其著作《庄子》因
此也被称为《南华经》。唐代
大诗人李白曾写诗一首，表
达对庄子的推崇：“万古高
风一子休，南华妙道几时
修。谁能造入公墙里，如上
江边望月楼。”南华县也因
庄子而闻名天下。

1942年9月，冀鲁豫边
区政府曾在东明、菏泽两县
接合部，重设南华县抗日根
据地，驻地就在今菏泽市牡
丹区高庄镇圈头村。南华县
抗日根据地为鲁西南抗日
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南华县被撤
销，如今这里仍然保留着部
分以南华命名的地名，如菏
泽市区有南华广场、东明县
有南华公园。

齐东县始设于元代宪
宗二年，以位于大清河河畔
的齐东镇为基础，划邹平、
章丘各一部分设立齐东县，
隶属济南路。自设县伊始，
齐东县一直隶属于济南路、
济南府，由于齐东县经济繁
荣、商业发达，曾有“小济
南”的美称。齐东县城所在

地齐东镇，在今天的邹平市
台子镇旧城，因其地理位置
优越，财繁物茂、商贾云集，
是当时著名的水陆码头。齐
东旧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七
华里、南北长六华里，东西
门各有一座石质大牌坊。县
城中有文昌阁，也叫魁星
楼，是为纪念元代状元王文
烨而建的，是当时的标志性
建筑。历史上，齐东名人辈
出，如元代状元王文烨、明
代进士张梦鲸等是其中杰
出的代表。

齐东县因黄河而兴，又
因黄河而衰。清光绪十八年
黄河再次发生洪灾，河道南
移，致使齐东县城被淹，县
治被迫迁至东南方向的九
户镇。由于失去水陆码头之
利，加之战乱不断，齐东县
逐渐失去昔日繁华，变得风
光不再。繁荣了600多年的
齐东旧城，就这样永远湮没
于黄河滩涂之中。直到1958
年，齐东县建制被撤销，其
辖区分别划归邹平和博兴。
如今，在青岛等地仍有齐东
路，为人们保留着这个千年
古县的点滴记忆。

位于黄河下游的蒲台
古城，是最晚被黄河淹没的
古城。

原蒲台县位于今滨州
市境内。隋开皇十六年，因
境内有古蒲台，县名改为蒲
台县，属渤海郡。后来蒲台
几经兴废，直到金代明昌三
年，县治由隋朝故城(今滨
城区北镇)南迁到今滨州市
滨城区南部的蒲湖附近。建
县初期，蒲台辖区面积很
大，基本上包括现在滨州市
滨城区、沾化县、利津县的
大部分区域和博兴县、东营
市东营区的部分区域。

蒲台古城城垣为土筑，
高近三丈、周长三里多，护城
河深一丈余、宽二丈，易守难
攻。明初农民起义军女领袖
唐赛儿，即出生于蒲台县城
西关。她率领起义军连战连
捷，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统
治，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
响。

由于黄河携带大量泥
沙，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淤积
抬高，蒲台古城地势日趋降
低，成了一处险要盆地。
1950年蒲台县治迁到黄河
南岸的小营，1956年山东行
政区划大调整，蒲台县治被
撤销。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当地政府于1965
年将蒲城内居民陆续迁出
安置，蒲城最终变成了一座
空城。

1976年8月底，黄河下游
发生特大洪水，蒲城被洪水
淹没，变为一片泽国。六年
后，当地政府将这里改建为
水库，取名为“蒲城水库”。由
于水面浩大，后改称为“蒲
湖”。后来经过多次改建扩
建，形成了今天集休闲、观
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风
景区。

如今，当人们在千顷碧
波的湖畔流连忘返时，能否
想到在这波光粼粼、碧波浩
渺的湖面之下，沉睡着一座
充满沧桑的古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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