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自古英雄豪杰，数不胜数。其中，有一
个形象却是贯穿古今，不仅流淌着齐鲁文化源
于山水、系于山水的血脉，也代表了山东人温柔
敦厚、豪爽正直的典型特质，更展现出山东精神
历久弥新、推陈出新的演变。这个形象便是“泰
山石敢当”。

五岳之尊与灵石崇拜
在山东，在东北三省，或在滇黔巴蜀，乃至

欧洲美国，只要华人所至，在街巷之中，特别是
丁字路口墙壁之间，常能见到一方石头，上刻

“石敢当”或者“泰山石敢当”。老人常讲，有了泰
山石敢当，妖魔鬼怪绕路走。

以“石敢当”命名的石头，缘何被视作“镇宅
之宝”？其中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灵石
崇拜”，以及泰山的至尊地位。

从远古时代走来的华夏先祖，没有选择海
洋，也没有选择游牧，而是在农耕文明之路上踽
踽前行。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石头不仅
是筑巢狩猎的工具，也是田亩耕作的好帮手，这
种历史渊源注定了与“石”的不解之缘。漫漫历
史当中，石头逐渐寄托了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
甚至承担起文化图腾的作用，被赋予灵性。

在国人的笔下，石头这一“意象”屡屡出现，
至今不少已经成为经典。早在夏末商初，因夏桀
暴戾不仁，即将亡国，民间就有泰山“山走石泣”
的传说；千年之后，石头又变作曹雪芹笔下的顽
石，演绎了一出“木石前盟”的凄美故事。

中国人爱石，却又很有讲究，越是出自名山
大川，越被看作有灵性。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
泰山石的地位便无可替代。在台湾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图书馆中，藏有一幅刻有“泰山石敢当”
五字的石碑拓片，碑拓的下方，有皇统六年“大
金燕京易州涞水县如意院”的题记。这是今天所
见最早的一方“泰山石敢当”石碑。

泰山居五岳之尊，不仅“一览众山小”，乃至
可以“小天下”。之所以被反复赞美咏叹，显然不
仅是因为其水独山绝，乃是因为其文化地位之
独特。春秋战国既殁、六国一统以来，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功勋帝王无不要封禅泰山，以求皇权
天赐，江山永固。宋真宗更是将泰山神的封号由
王而帝，称作“天齐仁圣帝”，使其神级达到了有
史以来最高，对泰山的尊崇无以复加，标志着泰
山作为全国第一山的官方地位最终确立。

虽然“石敢当”的称呼自汉代就有，但正是
在泰山的文化影响之下，泰山石敢当的独特地
位得以树立，镇宅辟邪之功用才在日后渐渐演
绎延伸。近几年，泰山石的艺术和收藏价值日渐
看涨，除了投资驱动之外，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文
化流脉的延续。

皮影戏推出的英雄形象
石敢当抱打不平、救危扶困的形象多来源

于传说，但其大多存在于故事和传说，至多是零
星文字记载。

西汉学者史游所做《急就篇》，曾写道：“师
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根据记载，五代
时期有位姓石的猛将，手执一柄大铁锥，武艺高
强，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人称作“石将军”。石敢
当的勇武形象许多来自此人，许多地方也刻有

“石将军”造像。
有传说认为，石敢当家住徂徕山下桥沟村，

武功高超，无所畏惧，尤好打抱不平，专杀妖魔
鬼怪。人们仰慕其功力，便把他的名字刻在石头
上，镶嵌在墙上，用以震慑群魔，于是就有了遍
及天下的“泰山石敢当”的刻石。

此外，传说中石敢当还有祛病救人的一面。
据清代学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记载：“齐鲁
之俗，多于村落口立‘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
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曰

‘石大夫’”。在泰安、莱芜、淄博等地，都建有石
大夫庙。

从口口相传的传说，到刀砍斧凿的石碑，再
到“石将军”造像，石敢当的形象不断被书写，逐
渐丰满，但真正实现形象化，却要仰赖皮影戏的
出现。

皮影戏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发源
于我国陕西华县(古华州)，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
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有人认为皮影戏是现代“电
影始祖”。泰山皮影又被称为“十不闲”，2007年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是有了皮影
戏的大力塑造，才给了“泰山石敢当”才从文字
到形象的历史机遇。

“来者何人？俺乃泰山石敢当！胆大的妖狼，
竟敢在泰山上拦路吃人，俺岂能容你！”只见英
雄“石敢当”戴盔披甲，手持长枪，剑眉鹰目，豪
气逼人，时而闪转腾挪，与“恶狼精”战在一处，
时而施展身手，又与“牛头怪”苦斗三百回合。

当皮影戏这种最民间的艺术形式，遇到“泰
山石敢当”这样一个最民间的英雄，彼此便擦出
了最亮丽的火花。一个行侠仗义，降妖除魔的英
雄形象，也就被作为一种形象塑造出来，呈现在
观众面前，并从此深入人心。

变身泰山童子拥抱现代
时间永是流逝。那个活在皮影戏里，依然用

着大刀长矛冷兵器的石敢当，是否感到了英雄
的寂寞？那个矗立在济南奥体中心广场，跳跃
着、欢笑着的“泰山童子”会说：不。

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山东
召开，“泰山童子”击败“小武松”、“灵芝娃”、“风
筝”、“荷花”等形象，骄傲地成为吉祥物。当社会
各界对这个眉心点红的童子抱以亲切的喜爱之
时，也不能忘了他的身上留着“泰山石敢当”的
血脉。

主创人员解释说，“泰山童子”的灵感来源
于充满文化、自然内涵和动人传说的“五岳之
首”泰山，以拟人化的泰山石赋予吉祥寓意，取
材于“泰山石敢当”的传说。以石头为基础设计
吉祥物，成为十一运会吉祥物创作的一个创新。

在形象设计上，“泰山童子”是一个男童，简
洁大方，生动可爱，积极向上，与“泰山石敢当”
横眉立目，嫉恶如仇的形象相比，更加可爱可
亲，更加阳光，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泰山童
子”耳朵形如泰山云朵，象征吉祥如意、幸福美
满；他竖起大拇指，象征运动和体育的拼搏精
神；“童子”眉心一点红，寓意给儿童祈求平安，
红颜色衣服代表中国红，体现了中国风韵。

如果说，一个形象的深入人心，在于其切合
了人们的精神心理需要；那么，一个形象的历久
弥新，就应该在于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
赋予新的历史文化内涵。从“泰山石敢当”到“泰
山童子”，齐鲁文化当中坚韧不拔、正义耿直的
精神和胸怀得以传承，开放包容、发展前进的新
的文化素质又得以生发，这正是齐鲁文化生生
不息的力量。

盛夏的下午，阳谷县寿张镇镇政府大院
里，十几个小伙子正和一位老人边打硪边拉硪
号：“(喊)三月里桃杏花，(应)红瓣相衬，一溜
莲花呀；(喊)有刘备和关张，(应)结拜了宾朋，
嗨嗨依嘛呦啊；(喊)四月里黄瓜花，(应)满驮乱
架呀，一溜莲花；(喊)昔日的小梁王，(应)来拿
进俸呀，嗨嗨依嘛呦啊……”

硪(wò)，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
释的：砸地基或打桩等用的一种工具，通常是
一块圆形石头或铁饼，周围系着几根绳子。

在黄河修筑堤坝的劳动中，古代民工主要
的工具就是石硪。寿张镇就在金堤河边，过去
每年河汛到来之前，各村的劳力就奔赴大堤，
用硪砸堤，使大堤坚固起来。为了使拉硪的民
工动作协调一致、缓解疲劳，就产生了黄河号
子。这种号子在寿张镇一带流传下来，被称为
寿张黄河硪号。77岁的许祥聚说，他从17岁就
开始打硪了，而黄河硪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

朝修筑堤坝。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决定
“南修金堤挡黄水，北修长城拦番兵”，从而
有了“秦始皇跑马修金堤”的故事。

那时候，一个硪宽25公分，高60公分，有
70多斤重，共有9个人来控制。民工们的任务
是每天夯实360平方米，每平方米需要打硪50下
才能达到堤坝的标准，这样一天他们就需要打
硪18000多下。为了缓解疲劳，统一协调动作，
于是便创造了拉硪号子，从最初简单的“嗨
哟、嗨哟”，慢慢地加上词、调，就演变成了
拉硪号子。“拉好硪不容易。得在硪号的带领
下一块用力，还得用力平均，不然拉上去不稳
落下来不平，速度慢拉得低。当时县里还有过
一次竞赛，我们几个抢到了第一，还奖励给我
们6个茶杯和3条毛巾呢。大家都说咱的硪号唱
得好，硪打得好。”许祥聚说起这些依然兴高
采烈。

“(喊)小小他石硪，(应)嗨呀嗨呀嗨；(喊)

转是悠，悠了吼，(应)嗨呀嗨呀嗨；(喊)一年它
四季，(应)嗨呀嗨呀嗨；(喊)在似外，(应)头呀
嗨呀喂呀；(喊)南修它大堤，(应)嗨呀嗨呀嗨；
(喊)挡黄水了吼，(应)嗨呀嗨呀嗨；(喊)北修它
长城，(应)嗨呀嗨呀嗨；(喊)挡过番，(应)兵呀
嗨呀喂呀……”许祥聚给我们唱起了《出塞
词》。号子气势磅礴，雄壮有力。许祥聚说，
每天不同时间喊的号子也不同。早晨喊“日出
东海一盆花，照到东京帝王家”，中午是“天
到午时冲当阳”，傍晚时喊“日落西山黑了
天”。

寿张镇宣传委员冀艳峰介绍：“拉硪号子
与拉纤号子、摇橹号子等同属于黄河号子的范
畴，硪号的曲调浑厚，一般有《小嗨呀》、
《小莲花落》、《大锯缸》、《嗨呀嗨》、
《扛鼎小号》等，由硪头领唱，8人相和。节
奏有快有慢，有唱有和，声音高低都不固定，
但号子和拉硪的快慢是相辅相成的。有时领唱

者即兴编唱，把一些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编
入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滚绣
球》、《刘关张》、《包文正》等三十余
种。”

随着机械化的普及，拉硪离我们越来越
远，那些伴着滔滔黄河水喊出来的号子也渐渐
消失了。许祥聚满心感慨：“现在会唱的老人
就我们9个人了，都接近八十岁了，要不是这
十几个小伙子来学，这老辈子传下来的拉硪号
子可就失传了……”

2008年，9位老人参加了“谁不说俺家乡
好”山东地方文艺电视大赛，并获得了最具特
色节目奖。2009年寿张黄河硪号被列入山东省
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冀艳峰介绍，由于寿张黄河硪号的传承人
现在越来越少，为了保护硪号的传承，镇里做
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把这些传承人都请到
一起，把他们唱的歌词、曲调拍摄记录下来，
还从镇里的工作人员中找了12个年轻力壮的小
伙子，每天下午完成工作后就跟随9位老人一
起在院子里学习拉硪号子。其中的一个小伙子
张阳说，现在已经学会了3种曲调，他们明白
学习硪号的重要性，所以会一直用心地学习下
去，让这民族文化的瑰宝一直流传下去。

“俺乃泰山石敢当！”
□ 宋其俊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硪号，黄河边的劳动号子
□ 王兆锋 夏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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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礼仪之邦，说话办事讲究以礼服人。
俗话说，礼数到了，困难迎刃而解；礼数未到，
事情难上加难。《水浒传》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
举。第三十二回，宋江逃难，要去清风寨投奔副
知寨小李广花荣，途经清风山，被燕顺、矮脚虎
王英劫持，因宋江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寰
海而敬为上宾。一日，王矮虎劫得清风寨知寨刘
高的夫人，想纳为压寨夫人，宋江因为花荣的缘
故，执意相救。

宋江便对王矮虎说道：“小人有句话，不知
你肯依么？”王英道：“哥哥有话，但说不
妨。”宋江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好
色)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这娘子说来，
是个朝廷命官的恭人(对官员妻子的尊称)。怎生
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
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婉拒后，宋江
便一跪道：“贤弟若要压寨夫人时，日后宋江拣
一个停当好的，在下纳财进礼，娶一个服侍贤
弟。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
怎地做个人情，放了他则个。”王矮虎一时被宋
江礼义缚了，虽不满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
笑。

王矮虎是个粗人，吃软不吃硬，宋江一句一
个“在下”，一句一个“贤弟”，又能够适当的
“跪一跪”，再施以“江湖大义”和“人情”的
压力，并且还有合乎当事人愿望的许诺，晓之以
情，动之以礼，王矮虎就没有招架之力了。另
外，宋江不仅德高望重，说话又句句在理且言而
有礼，动作到位得体，用语适度恰切，别说一个
王矮虎，就是十个比王矮虎还粗的人，只怕也找
不出理由来拒绝，即使有理由，恐怕也会因为不
忍心而不好意思拒绝。能够像宋江这样说服兴头
上的王矮虎，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而这成功恰
恰是建立在礼仪运用的自然娴熟而又适度的基础
上的。并且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得知宋江把一
丈青扈三娘收为义妹许配给了王矮虎，也是宋江
没有失信，配就了一对好姻缘，最终皆大欢喜。

尽管曹操与孙权各处兵戎相见的敌国，但曹
操还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作为一代枭雄，
曹操也需要并能够做到尊重别人，包括自己的敌
人。孔子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
礼。”礼多人不怪，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如
果你希望赢得别人的尊重，那么你就得先学会尊
重别人。

以礼“服”人
□ 张 伟

■ 尺书闲话

李化熙是个世人褒贬不一的官员。但他对周
村这个古商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时至
今日，周村商民还一直深深地感激他、怀念他。

李化熙，字五弦，号长白小樵，长山县傅家庄
(现属淄博市周村)人。在明朝即将灭亡的关键时
刻，崇祯帝对李化熙十分器重，连连提拔重用。他
先是升任四川巡抚，随即改任陕西巡抚，未及上
任，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
边军务，升迁之快、职务之重，在明朝的官员中屈
指可数。清廷入主中原后，李化熙审时度势，上疏
请降，但最终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此时李化
熙虽然不断加官晋爵，地位比明朝时还要显赫，但
因受满清贵族歧视、身背“贰臣”恶名，内心苦闷，
无意恋栈，终于在清顺治十年，以“母老乞养”为
由，辞官回到周村。

李化熙在傅家庄买下大片土地，建起显赫威
严的尚书府，府中还养了数十位歌伎舞女，极其奢
华。同时，李化熙还不避嫌疑，经常与长山县的官
员聚会宴饮。

《聊斋志异》中的《狐联》一篇，叙述两个
女狐挑逗书生焦生，欲行云雨之事，为焦生拒
绝。文末注明“长山李司寇言之”，说明这个故
事是李化熙讲的。从故事可看出，李化熙有着凡
夫俗子纵情声色的一面。清朝淄川籍官员王培荀
在《乡园忆旧录》中也说，李化熙“性豪侈，喜
声伎”。但李化熙晚年却虔诚学道，静心修炼，
将家中伎女全部遣散。

李化熙还是一个关心社会现实，热心地方事
务的人。他对周村商城的兴盛、繁荣功不可没。
崇祯十七年初，李化熙率领部队回乡驻扎周村，
维护社会安定。因人口骤增，周村商业迅速繁荣
起来，成为“商贾辐辏之所”，奠定了商业城市
的雏形。李化熙辞官回乡后，利用自己的声望和
实力整顿市场秩序，在周村城内开设义集，在大
街北首立起“今日无税”碑。“零赋税”的优越
经商条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人前来周村贸
易。蒲松龄在《鸮鸟》中描绘：“周村商贾云
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清乾隆帝南巡时曾来过
周村，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1904年，周
村与省府济南、潍县同时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商
埠，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被誉为“金
周村”、“旱码头”。

清康熙二十六年，周村商民为感激李化熙，自
发集资在周村城中为他建起李氏祠堂，上挂“商贾
戴德”匾额，每年的九月初九在此公祭李化熙，唱
三天大戏，挂李化熙的画像供人瞻拜。

■ 群贤毕至

李化熙与

周村的繁荣
□ 孙启新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武侠版“石敢当”——— 五代猛将
宋金之际，“石敢当”信仰发生了一次转

变——— 由一方灵石逐渐人格化，最后变成一位
威灵赫赫的“石将军”。“石将军”的形象据
说来自五代时的石敢。清《泰山志》卷十九引
元陶宗仪《说郛》“石敢当”条云：“凡阳宅
冲处，率树小碣曰‘泰山石敢当’”。石敢，
乃五代时勇士。“石敢”与灵石“石敢当”，
由于名字相似，在民间传说中合二为一，“石
敢当”成为“石将军”。

悬壶济世版“石敢当”——— “石大夫”
“石敢当”信仰到了明清时期，又发生了

一次重要演变，即从“石敢当”演变为“石大
夫”。民间传说石敢当是一位医术很高明的针
灸先生，他的家就住在泰山上，因此人人都叫
他泰山石敢当。近年有学者在泰山东麓祝山获
见一方题为《石大夫庙叙》的清代碑石，可谓
填补了这一史料空缺。《庙叙》里详细记述了
一则神人之间“富贵不易交”的感人故事，其
中的“石大夫” 先以“五尺童”出场，再以
章邱山灵石现身，其疗病的灵奇被演绎得神乎
其神。

真人版“石敢当”——— “石将军像”
除了史书的记载和民间流传外，1985年

夏，在泰安市区以南30里的旧县村(即汉唐博城
旧治)南，发现了一个真人版“石将军”。当地
的村民都称石像叫“石人老爷”，说“石人老
爷”医术高超，还能防灾避邪，出门前拜祭一
番，就会保佑你平安。这些说法，同流传在泰
山附近“镇百鬼、厌灾殃”的石敢当传说十分
接近。因此有研究者推测，这座石人造像———
“石将军”很可能便是泰山石敢当的原始形
象。

广东版“石敢当”——— 护官使者
康熙年间，广东徐文县几任知县都到任不

几日就先后死在公座上。某黄知县知道这件
事，携一风水先生一同赴任。先生查明是本县
一座宝塔的影子落在了县太爷的公座之上，诸
官都应为不能经受宝塔的压力而死。知道原因
后他就在县衙前立石碑，刻上“泰山石敢当”
五个字，意思是泰山之力可敌宝塔。从此一帆
风顺。

“石敢当”

形象流变

泰山童子

动画石敢当形象

泰山石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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