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静的孝妇河
夏日的孝妇河，波光粼粼。被博山人视为母亲

河的孝妇河古称“笼水”、“陇水”。据《水经注·陇
水》记载：“此水源出博山神头颜文姜祠下，由南而
北流，汇诸泉贯淄川之中，经西墙下，流经桓台入

小清河。”孝妇河穿博山城而过，经淄川、张店、周
村入桓台马踏湖，后经广饶、博兴等地汇入小清
河，蜿蜒117公里。

孝妇河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河流。
据《齐乘》记载，很久以前，博山八陡村的颜文

姜为了给重病的“夫婿”冲喜嫁到郭家，但结婚当
天丈夫死亡。“寅时娶进颜家女，卯时死了郭家
郎”。婆母硬说颜文姜是“扫帚星”，克死了丈夫，从
此颜文姜便天天忍受着婆母的虐待，担两只尖底
水筒去十里外挑水，但颜文姜依旧孝敬公婆，照料
小姑。太白金星感动化身老人施以援手，送她一条
马鞭子，让她把鞭子系在水瓮里，只要提一提鞭
子，水就会涨上来。婆婆另生一计，让她回娘家一
天，做七双袜子八双鞋。当文姜做完活从娘家返回
时，发现村子里大街小巷洪水滚流，原来婆母从水
瓮里提出了马鞭子。颜文姜左手拉起公公，右手拽
着婆婆，用脚挑起小姑子，自己坐在水缸上，阻止
了大灾。水停后，颜文姜坐化成神，在她坐着的地
方流出一股甘泉，后人称为灵泉，也叫孝泉，流淌
的泉水便成了孝妇河。

洗尽人间不孝心
我国是个特别讲究孝道的国家，“孝”，是薪火

相传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梁漱溟曾经一针见
血地指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中国社会是奠
基于孝道上的社会，“孝”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
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颜
文姜因为迎合了不同阶层的意愿成为所有人膜拜
的真神。

明代山东御史熊荣写有《孝妇河》诗一首：“孝
妇河名自古今，泉头一派更弘深，何当汲去为霖
雨，洗尽人间不孝心。”

颜文姜因孝名传天下，民间开始为她立庙建
祠。历代统治者也对颜文姜感天动地的孝行给予
高度褒扬，官方开始为颜文姜树碑立传。颜文姜祠
与其他祠庙不同，它既不弘扬佛法，也不宣传全
真，既不是歌颂帝王将相，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
而是为了纪念一位孝顺的普通村妇，这在几千年

遗留下来的万千古建筑中极其罕见，可谓凤毛麟
角，它体现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对孝文
化的推崇和爱戴，也成为孝文化代代相传的重要
媒介。

一直到现在，每逢颜文姜重要纪念日，博山及
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都会自发举办规模宏大的活
动，成千上万的百姓前来虔诚地进香供奉，祈祷许
愿。据说“颜神娘娘”非常灵验，农历七月初三是颜
文姜生日，方圆数百里的善男信女都会赶来祝贺，
久而久之形成了长达四天的庙会，从八陡镇到神
头村，沿途十几公里的道路两边摆放香案供品，颜
文姜祠内更是人头攒动，香火鼎盛。

颜文姜的孝行对博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
生活影响很大，形成了淳朴厚重、尊老爱幼的乡风
习俗。

但是，前些年，静谧清澈的孝妇河受到严重污
染，乌黑的河水泛着恶臭。淄博市把孝妇河治理当
做头等大事，要恢复母亲河原有的清冽甘甜。从
2004年开始，淄博市投资14亿元进行综合治理，至
今，孝妇河恢复了往日风貌。而孝妇河源头的博山
区则高度重视孝文化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把孝文
化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不断做大做强。自
2007年以来，博山区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孝文化
节，牵头成立了中国(博山)华夏孝文化研究会和山
东孝文化研究会，扩建了颜文姜祠，建设了以弘扬
孝文化为主题的文姜公园，打造孝文化品牌。

孝妇河畔名人多
孝妇河沿岸能人辈出，仅明清之际就有三位

杰出的文人王渔洋、赵执信和蒲松龄，都与颜文姜
祠有不解之缘，被称为孝妇河畔三名人。另外，范
仲淹和做过“三部”尚书的孙廷铨也是大名鼎鼎，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则是现代人的典型。这里
只对人们不太熟悉的赵执信和孙廷铨简要介绍。

颜文姜祠大殿外的柱子上刻着一副楹联：“配
江河揭日月至诚如神，惊天地感社稷莫大于孝”，
就是清初诗人赵执信的手笔。

赵执信，生活康雍时期，18岁中会试第六名，23

岁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35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兼
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
在当时名动京师，当时的名士朱彝尊、陈维崧等非
常欣赏赵执信的才华，“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
本应顺风顺水飞黄腾达的赵执信因少年成名恃才
傲物，性格孤傲，康熙二十八年秋，赵执信帮友人
洪升完成《长生殿》剧本，在观看排演时被人弹劾，
时值佟皇后国丧，赵执信因“大不敬”丢官去职，史
称《长生殿》案件。当时有诗为赵执信惋惜感叹：

“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削职还乡的
赵执信四处游历，深感百姓生活之艰辛，写有1000
多首诗，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与颜文姜祠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帝师孙廷铨。
颜文姜祠的前院正中为正殿，俗称无梁殿，是现存
最古老的无梁殿之一，该殿即为孙廷铨领衔重建。

在博山，提起孙廷铨，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
孙国老，则无人不晓。其实，两人实为一人。孙廷铨
明崇祯十二年考中举人；翌年成进士。后任过清顺
治王朝的户部、兵部、吏部尚书，这就是被民间津
津乐道的“三部尚书”。“帝师”称号乃康熙所赐。据
称孙廷铨为康熙除鳌拜出谋划策，深得康熙恩宠，
康熙亲政后，亲书“为帝者师”、“帝赉良弼”两匾额
赠孙廷铨。孙廷铨学识渊博，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
著作，其中以《颜山杂记》的学术价值最高。该书内
容包括山谷、山泉、城市、乡校、风土、长城、物产、
农民起义、遗文等，特别是物产部分，是极为珍贵
的古代科技史科。

《颜山杂记》的物产部分有石炭、琉璃、铁器等
篇。特别是《琉璃志》，仅2000余字，就把琉璃及其产
品的成分、炼制过程、产品种类、制作工艺，及至阐
明自己对琉璃的来源生成，摒弃唐代训诂学家颜
师古“琉璃乃自然之物”而采纳宋代程大昌“铸石
为器，古已有之”、“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
生成者”的观点，写得有章有序，清清楚楚。《琉璃
志》是一部系统而全面地记述琉璃工艺技术的科
技文献，这对后来博山琉璃业的发展以及专家学
者对博山琉璃的探讨与研究，都具有翔实可靠的
史料价值。 （摄影/马景阳）

1996年10月，青州博物馆在龙兴寺
遗址北部，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
窖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
像四百余尊，因造像数量多、雕刻精
美、贴金彩绘鲜艳完好，一出土就引起
学术、宗教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被
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
一，随之入选“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
古发现”，被誉为可以改写中国艺术史
的杰作。

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的造像，其
形制主要为高浮雕背屏式造像和单体
圆雕造像，而单体造像的艺术特色主
要集中在佛、菩萨造像上。尤其是单体
菩萨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件东魏贴金彩绘菩萨像，即为其中典
型的一件。该造像通高200厘米，石灰
石质。菩萨头戴宝冠，黑发顺肩部下
垂。面相丰满圆润，柳眉高鼻，杏眼长
目，小嘴上翘，呈微笑状，神态庄重宁
静。颈佩轮状项圈，上身袒露，精美的
璎珞垂于前身，在下腹部结于圆璧。下
身着百褶长裙。菩萨跣足立于莲台上。
遗憾的是该菩萨的两臂已失，但其清
秀的面容、迷人的微笑、高雅的气质、
富丽堂皇的装饰仍征服了众多前来参
观的游客。有人将其称为东方的维纳
斯，它可比维纳斯要大得多了！

正是青州龙兴寺窖藏的发现，才
使得我们有幸看到古青州地区佛教艺
术的风貌，也就有了最早被山东大学
刘凤君教授提出的“青州风格”的诞

生。但龙兴寺遗址地面上的建筑早已
荡然无存了，只在青州地方志中可窥
一斑。

该遗址位于今青州城西驼山路以
西，南阳河以南一带。在参观青州市博
物馆时，可以看到龙兴寺窖藏遗址原
貌。据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龙兴
寺，在(青州)府城西北隅。寺中有宋碑，
金人刻其阴曰：宋元嘉二年(425年)但
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573年)赐
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581年)改曰长
乐，又曰道藏。则天天寿二年(690年)改
名大云。开元十八年(730年)始号龙兴。
宋代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
建齐藩，而寺址遂淹。

至此龙兴寺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直至1996年益都师范学校操场
动工，偶然发现佛教造像窖藏，又将其
纳入了人们的视线。窖藏东西长8 . 7
米，南北宽6 . 8米，底部距地表3 . 45米，
偏东部有一南北斜坡道直达窖底。造
像在窖藏内分三层排列，三层摆入均
为东西向，厚0 . 7米左右。较完整的造
像放置于窖藏中部，残碎的造像上部
用较大的造像残件覆盖有少量坐姿造
像呈立式排放，各种头像存放于坑壁
边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精美的菩
萨像在出土时，并非完整，而是断为三
块，并且分布于窖藏的三个位置。在发
掘时先发现的是其腹部以下半身，后
在西北壁角见到头部，最后才拼上胸
部的一块三角形残块。

有清一代的诗坛领袖王渔洋，出生于我省桓台县
有名的“新城王氏”，其家族从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
300多年间科甲蝉联，叔侄进士，兄弟督抚，父子尚书，
光耀迭出。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祖先竟是从
诸城到桓台给地主扛长工的“打工崽”，第一代的女主
人也是贫家女子。这一对贫贱夫妻存道义之心，行道义
之事，并且对儿孙言传身教，在家境不甚宽裕的情况
下，在第二代培养出了一位“尤好施予”的“善人公”。以
这种良善家风作温床，当王家从第三代开始有能力供
养子孙读书时，渐次成长为一个横跨明清的名门望族。

不难看出，“新城王氏”能够取得显赫功业，一个重
要原因是“忠厚传家”。

说起“忠厚传家”，让人联想起那副流传于国内许
多地方、更在山东大地常见的春联：“忠厚传家远，诗书
继世长”，这副春联与齐鲁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深深
影响了山东人。

《论语》“学而”篇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
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这里，“孝、
悌、谨而信、泛爱、亲仁”可用“忠厚”概括，“学文”可用

“诗书”表意，这副春联大体表达了这句“论语”的意蕴。
而且，“忠厚”是品德培养，品德让人立得住身，“读书”
是能力培养，能力让人走得开路，无论是《论语》还是这

副春联，都将品德培养置于能力培养前头，这反映了一
个人入世做一番事业的成长规律，具有科学性。

看其上联，忠厚就是忠义厚道，就是忠人之事、以
诚交往、宽厚仗义，这是从古至今山东人自觉遵循的行
为规范。一个《列女传》上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齐国
攻打鲁国，鲁国一位村妇在逃亡途中，丢下自己的孩
子，只带着侄子逃命。面对疑惑不解的齐国将军，这位
鲁国妇人说，丢掉自己的孩子虽然心痛，但合于道义。
齐国将领感叹鲁国是仁义之国，不忍攻打，回去禀报国
君，竟也获得同意。现在，茌平县建有纪念这位鲁国村
妇的义姑祠，这位妇人以及她的做人做事道理，感化着
一代代齐鲁儿女，影响着齐鲁儿女的行为。

在山东，“忠义”不仅是个人修养，更上升为许多家
族的文化，以此泽被乡里，惠及天下，而这些家族也人
丁兴旺，传家久远。

这并不是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而是有
其内在道理。一个人秉持忠厚本性，在一些小事上会吃

亏，但会在其周围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磁场，做事顺遂
宽广，款款成事。这就是《菜根谭》上所说的“仁人心地
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而忠厚品德
上升为一种家族文化，代代相传，则会代代获得佑助。
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方面
的事例在齐鲁大地不胜枚举。

有孔夫子黄钟大吕般教化，有几千年来的家传乡
约，有春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为传播，“忠厚”已
在齐鲁大地深深扎根，成为今日山东人的性格基因，深
深融入齐鲁文化的骨髓血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山东
人更加坚守忠厚品德，而这样做的现实结果，往往是让
人更乐于与之交往，引来更大的回报。这方面的事例在
山东也是不胜枚举。而在万千山东人的践行下，忠义品
德塑造了山东人的良好形象，成为山东发展的软实力，
成为山东人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
“兰陵笑笑生”，但谁才是真正的“兰陵
笑笑生”至今尚无定论。无数专家经过
研究，找到了一群符合“兰陵笑笑生”特
征的作者，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作者之一
就是明代杰出文学家、戏曲作家和书籍
收藏家的山东章丘人李开先。

从济南沿着309国道东行，过圣井
立交桥后，在国道南侧就能看到一座李
开先纪念馆。其中，李开先墓是济南市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439年
过去，此处早已物去人非，冢墓萧然。

李开先(1502-1568年)，字伯华，号中
麓。他“生而卓异，七岁能文，读书一见
辄成诵，为文下笔辄千言”。且为人正直
刚烈，不畏权贵。明正德十六年，他年仅
十九岁，因徭役繁重，进县衙与县令说
理，为民请命，减径徭役，深受当地百姓
敬佩。

嘉靖七年，26岁的李开先参加山东
乡试，中举人第二名，次年赴京会试中
进士，授户部云南司主事。在三年“试用
期”里，政绩卓著，赢得了“雅负经济”的
赞誉。嘉靖十三年春，李开先被提升任
吏部考功司主事。十九年，又升任太常
寺少卿。这段时期，他在仕途上春风得
意，一路扶摇直上。但在39岁时他却突
遭罢官，成为了党羽斗争的牺牲品，结
束了十二载的宦海生涯。

在李开先为官期间，内阁首辅夏言
招权纳贿，排斥异己，招致李开先的座
师礼部尚书霍韬的不满。虽然李开先没
有像霍韬那样激烈地与夏言争斗，但是
因为与霍韬的关系，他已经是夏言的眼
中钉了。嘉靖十九年，霍韬去世，次年夏
言便利用宗庙失火事件，以莫须有的罪
名，把李开先从朝野中清除了。

布衣还乡后，李开先便寄情山水文
艺，游历名山胜水，建亭园，组戏班；办
书院，结词社，与文人墨客诗文唱合，著
述甚丰。

李开先偏爱通俗文学，他的许多剧
本来源于生活，著名的《打哑禅院本》就
来自于他的一位好友无印禅师出的笑
话。无印禅师是当地的一位知名高僧，
在一次禅宗“打哑禅”活动中，却自认输
给了一个屠夫。经过李开先的润色加
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开来。在他的妙
笔下，一个是满腹经纶的长老，一个是
大字不识的屠夫，一对本来风马牛不相
及的人物，却煞有介事地“斗法”。由相
声名家常连安整理表演的单口相声《山
东斗法》，就是根据这个院本改编的。

在戏曲创作上，李开先既是编剧，

又是导演和演员，李家戏班子的演员则
从全国“海选“产生。李开先的后人说，
李开先曾亲自在《断发记》中饰演男一
号李德武，声情并茂的表演打动了很多
听众，一位姓王的大户人家的小姐由此
迷恋上了这位“明星”，成为他的铁杆

“粉丝”。经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相恋
后，刚刚断弦的李开先迎娶了这位在他
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王小姐，成就了
一段曲坛佳话。

除了沉醉于创作、演戏，李开先还
在章丘城周围建起了五座藏书楼，每座
藏书楼都按照前厅后楼的式样建造，前
厅用于会客和排演戏剧，后楼用于居住
和藏书。所藏以词曲话本最多，有“词山
曲海”之誉。清末大文学家朱彝尊赞其

“藏书之富，甲于齐东”。
他对于时事政治的关注体现在他

的文学创作中，尤以嘉靖二十六年完成
的《宝剑记》最为著名。

《宝剑记》被誉为明中叶传奇的开
山之作，共五十二回，改编自《水浒传》
的第七回和第十二回。全剧通过林冲逼
上梁山、兵发汴京、迫帝除奸的故事，反
映的虽是北宋末年朝政的腐败，影射的
却是明嘉靖王朝的黑暗。

李开先把林冲的故事复杂化，对林
冲的形象也作了较大改动，由委曲求
全、处处忍让，变为主动反抗、嫉恶如
仇。《水浒传》中林冲与高俅的矛盾，是
由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要霸占林冲的妻
子引起的，而李开先在《宝剑记》中则改
为由林冲多次上疏弹劾高俅独霸朝廷、
祸国殃民而引起的。这就把林冲和高俅
之间的私恨斗争，提升到了为民除奸的
高度。故事的结局也完全不同。小说中
林冲是含恨病死了，而在传奇中他最终
杀死了高俅父子，并且与妻子团聚。

可以说，在小说中林冲这一形象侧
重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社会黑暗面，而
林冲形象在传奇中的改变则是为了突
出忠奸善恶的激烈斗争以及恶不胜善
的思想。借传奇言志，正如雪蓑渔者在

《宝剑记》序中说：“足以寒奸雄之胆而
坚良善之心。”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
平教授评价说，李开先是“嘉靖八才子”
之一，他的“词山曲海”为后人留下了一
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作的《宝剑
记》，作为明中叶三大传奇之首，是明代
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对明清通俗
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戏曲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一个村妇的“成神”之路
□ 马景阳 李 丽

谁才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无数专家经过研究，找到了

一群符合特征的作者。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山东章丘人李开先。

“嘉靖才子”李开先
□ 王佳声 侯茜雪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 群贤毕至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 王学文

东方维纳斯
□ 付卫杰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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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水浒传》刚一开篇，便交待了“洪太尉误
走妖魔”的全过程，仿佛是这句俗语的解
读：京师闹瘟疫，钦差洪太尉洪信去请张
天师祈禳，到了天师住处，胆小怕事、无能
而又趾高气扬的洪太尉不仅没有请到天
师，还在游山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放走了
前代祖师锁住的妖魔——— 一百零八个魔
军，住持解释说，“若放他出世，必恼下方
生灵”。洪信害怕天子知道后责骂他，就隐
瞒了实情而装作没事人一般，照旧做他的
官，拿他的俸禄。就这儿提到的一百零八
个妖魔而言，很显然指的就是后来的梁山
一百零八位好汉。如果说这一百零八位好
汉是霍乱时世的妖魔的话，那么放走这些
妖魔的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洪太尉无
能不听劝谏而擅自行动，这些作乱者是不
可能自己逃出来惹事的。这足以说明，乱
自上作，没有上面的人胡作非为，下面的
人即使有作乱之心也不可能为之。

宋徽宗淫乱昏庸，不理朝政，因此
高俅等佞恶之人才得以专权，高俅的发
迹史就足以说明一切。高俅、童贯等奸
佞之臣横行霸道，作恶多端，那些贪官
污吏就适应上梁的领导而应运而生，如
年年耕种的庄稼，周而复始代代不息，
才有了官僚的腐败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小
吏们的猖獗，才有了世事的混乱，生灵
的惨遭涂炭，以致于有田虎和王庆的反
抗，方腊的作乱，才让当时的宋王朝各
项指标直线下降，最后一败涂地，导致
亡国的悲剧结局。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宋徽宗能够像唐
太宗李世民一样清正廉明，一样治国利
民，就不会有高俅等人的独揽大权，就
能够让那些想为国为民出力谋幸福的人
们真正的做事，譬如宿太尉，他不敢轻
易地讲话，不敢轻易地反驳高俅等上
司，而只能剑走偏锋，只能独辟奇径，
帮助梁山好汉也只能战战兢兢。梁山好
汉们在这样的境况下，也只能忍气吞
声，指望建功立业而不成，望洋兴叹，
战死疆场。他们在疆场的拼杀，恰恰被
坏人利用，作为剿灭他们最好的时机和
手段，而皇帝的昏庸无能也正好迎合了
奸臣们的心意，好汉们征战一生的结果
却是被排挤，被毒酒毒死而心甘情愿，
在这样的上梁领导和统治下，他们的结
局是必然的，整个社会的走势也是他们
左右不了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
来”。 据论语记载，季康子曾问政于孔
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
不正?”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指国君，他的
意思是说凡是法律制度推行不了的，都是
由于国君违犯了它。商鞅变法，起初反对
的人很多，包括太子也犯了法，商鞅不便
将太子治罪，于是严惩了太子的老师，这
样一来秦国人就都遵守法令了。

我们在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的电影时总会发现这样的镜头：遇到难
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
是喊：“同志们，跟我来。”而敌军那
边的领导就喊：“兄弟们，给我冲。”
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截然
相反。

高俅怎样发迹
□ 张 伟

■ 尺书闲话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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