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1668年7月25日晚8时许(清康熙七年六月十
七日戌时)，我国历史上大陆东部最大的一次地
震在郯城发生。

顷刻间，电闪雷鸣，郯城县李庄镇地陷严
重，马陵山多处断裂，县城百里范围内房屋倾
倒，喷砂、涌水，平地积水深三四米。到处都是
哭声喊声，而且幸存者们更是惨不忍睹，苦风
凄雨，伴着灯火四野荒芜。

这次地震震级达到里氏8 . 5级，震中为郯
城，受灾最为严重的是郯城、临沂和莒县，有感
范围涉及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江苏、
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等十余省及中国
东部海域，有文字记载的受震地区达400余州
县，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

旷世奇灾：
文史记载编绘灾难史
一次大震前，总会相应地出现许多宏观异

常现象。郯城地震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
较详细的记载，仅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大
地震之前出现过特旱大涝、地下水位上升、动
物异常等宏观方面出现异常情况。

郯城地震发生的4年前，郯城西部广大地
区，包括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和安徽等省份
部分州县出现大面积干旱。“这年，除山东半岛
麦收十分之二外，其他各地夏秋绝产，千里赤
地，草木皆枯。”临沂市地震局副局长闫洪朋
说，地震发生前许多动物，如牛、马、驴、狗、鸡
等，表现出明显的异常。陵县、临淄、淄川、泰
安、海丰等地史料中均有记载，“河水倾泼丈
余，鸡鸣犬吠满城中……”

此外，地震时出现地气、地光、地声等现
象，如有白色、黑色、混浊烟状气体，似来自地
下。震中区外围的江苏赣榆、河南西华、山东高
密等地，出现黄紫色云状、红色或似火光的地
光。震前，地声特征距离震中越近，音量越强，
其音似雷声、奔马声、风吼声、连炮声等。

地震发生的刹那，极震区郯城、临沂、莒
州，城池、县治、官衙、学宫、仓敖、民房、庙、寺、
祠、塔、桥等建筑物倒塌，地裂、喷砂涌水山崩
地陷。康熙《郯城县志》有载：“一时楼房树木皆
前俯后仰，以顶至底者连二、三次，遂一颤既
倾。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
塌如平地。”康熙《沂州志》：“地震有声，自西北
来，响若雷，城郭、宫室、庙宇公廨一时俱
毁……平地水深丈余，井内涌水高数尺，山崩
地裂，所漂有朽木乱沙。”康熙《莒州志》：“沂州
地震，彻夜摇动如雷，官廨、民房、庙宇、城楼、
墙垛尽倒，仅存破屋一、二，人不敢入。河水暴
涨，城中上无寸椽，下无片地。”

除史料记载外，从古建筑遗址、地震损坏
后重修的碑志铭、地面震害遗址等，也侧面反
映出大地震的破坏情况。

原郯城县史志办主任徐敏超说：“极震区
的郯城由于破坏严重，几乎没有保存300年前的
古建筑。”在极震区北端、外围和低烈度区，虽
然保存了一些古代建筑群，如浮来山定林寺、
校经楼等，由于当时遭到破坏后及时复修，现

在难以看出震迹。临沂境内临沂市博物馆《重
修泰山行宫碑记》、莒南县板泉镇白常村王氏
墓《都宪祖墓志文》、兰山区白沙埠镇中安静村

《重修子孙殿、三义殿碑记》等，这些或完好或
残缺的石碑，均对郯城大地震有所记述。

此外，从近几年野外考察和开挖发掘的地
震迹象可看，闫洪朋说：“形变带延伸长度达120
公里。其中强破裂带大致北起莒南县的板泉，
南到郯城县的茅茨村，在长约70公里的地段内
发现有地震断层、构造裂缝、软层理揉皱、砂土
液化、喷水冒砂和山体滑移等形变类型。”

地震断层裸露明显，从临沭县岌山附近的
七级山到郯城县的茅茨，地表出露近30公里的
断层，是1668年郯城地震所形成的地震断层，它
是沂沭断裂带内一次最新的破坏。地裂缝也是
郯城地震造成地面形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沿沭
河河漫滩及阶地呈带状分布，北起莒县，经莒
南、临沂东部，南到临沭岌山，形成一条长约80
公里，宽5至15公里的构造裂缝形变带。通过形
变带本身现象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郯城地震
对地面的破坏由南向北逐渐减弱。

免职县令：
倾注心血亲述大地震
原郯城县史志办主任秦士杰说，地震发生

的那一刻，走马上任不到两月的郯城县令冯可
参，正盘算着新官上任三把火该如何造福一方
民众，结果地震发生了。史料记载，康熙初年进
士的冯可参，福建人，考取进士后放任了县长，
属标准的按正途上任的县长，水平比较高。

大地震发生后，冯可参除了身先士卒抗震
救灾外，还亲自写下灾情报告用快马送抵山东
巡抚刘芳躅处，刘芳躅将山东的灾情汇总后上
报朝廷。

当时大清王朝的辖区内有1500多个州县，
现在从史料上能查到的受灾地区就有400多个
州县，有震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郯城和临沂
之间是震中区，烈度达12度。据清朝户部统计，
有5万余人在这次大地震中丧生，死难者人口占
当时人口总数约千分之三。

当时的康熙皇帝只有14岁，这是他名义上
亲政的第二年。但他有条不紊地命户部具体负
责查验灾情、赈济，并以最快的速度批准了户
部赈灾的方案，免去沂州、郯城等40州县的年
租，发赈灾款银22万余两。

大地震的阴影在冯县令的心里总是挥之
不去，铭心刻骨，也许就是他的悲悯之心葬送
了日后自己的锦绣前程，他因催征捐税不力被
免职。免职后的冯可参并没有离开郯城，在新
任县长的恳请下，他担当起了康熙年间《郯城
县志》的主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大地震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其中，冯可参用歌谣
体写成的《灾民歌》，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长
的诗歌体地震史。

科研分析：
重测地震烈度和周期
说起1668年的郯城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

“郯庐断裂带”，对于该断裂带形成时间，目前
有三种意见：一种形成于6亿年前的寒武纪，一
种认为是1亿多年前的中生代，还有一种认为
是古生代以来逐渐增长发展。

当年，曾是临沂地区地震系统普通一员，
后来担任过山东省地震局局长的林趾祥说：

“‘郯庐断裂带’的发现纯属偶然，最初发现者
并不是地震部门，而是当时的地矿部门。”上世
纪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为加快社会
主义建设步伐，地矿部门除正常跋山涉水找矿
外，还决定对全国地下矿藏进行一次大规模勘
察，也就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勘察，意外发现了
位于我国大陆东部一个巨大的地质秘密。

现在，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看到郯庐大
断裂。这条断裂带规模较大，是东亚大陆上一
系列北东向巨型断裂系中的一条主干断裂带，
在我国境内延伸2400余公里，切穿我国东部大
地不同构造单元，规模宏伟，结构复杂，它是地
壳断块差异运动的结合带。

“郯庐断裂带”在山东部分称为“沂沭断裂
带”，自东向西分别有昌邑——— 大店断裂、安
丘——— 莒县断裂、白芬子——— 浮来山断裂、鄌
郚——— 葛沟断裂、沂水——— 汤头断裂等5条断裂
组成，是郯庐断裂上出露清晰、构造复杂且是
开展地学各领域研究考察的典型断裂带。

应该说就是这些断裂带的活动，才产生了
令人心惊胆颤的大地震。这个断裂带是亚洲东
部活动最强烈、规摸最大的一条断裂带，正是
因为郯庐带的活动才形成了1668年的郯城大地
震。郯城8 . 5级巨大地震的发震构造为组成该断
裂带的安丘——— 莒县断裂。

通常来说，地震烈度在10度以上抗震就要
花很大力气，一般不在这些地方搞基础建设。

在林趾祥的印象中，20多年前，临沂要筹建
一家钢铁厂，北京来的专家组在听取临沂关于
地震震级烈度情况汇报后，直摇头，在断裂带
上“高烈度区不适合建钢铁厂”，无奈这一项目
就这样流产了。

林趾祥说，“当时临沂还准备筹建一家电
厂和一家大型玻璃厂”，都因为这一地区属高
烈度区而未能投建。当时，临沂烈度为10度，郯
城烈度甚至达到11度以上。通常，烈度在10度以
上在抗震方面就要花大力气，成本高。为此，当
年临沂地委向省里打报告，省里又向中央打报
告，要求重新对鲁南地区的地震烈度进行评
估。

秉着对老区负责的态度，20多年前，由中
央、省市500人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借鉴国外
先进经验，在临沂这篇沃土上搞科研攻关，这
一项目定名为鲁南项目，力在对鲁南一带地震
烈度进行重新评定。课题组经过3年时间研究，
于1989年研究项目交付。根据古地震遗址开挖
以及年代学研究，又据样品年代测定分析推
算，本次项目研究得出两个结论：确定临沂一
带地震烈度在8度以下；该地区8级地震复发时
间间隔为3000年至3500年，烈度在8度以下的地
方搞基础建设的成本就降了下来。

郯城野老沿乡哭，自言地震遭荼毒，
忽听空中若响雷，霎时大地皆翻覆。
或如奔马走危坡，又如巨浪摇轻轴，
忽然遍地涌沙泉，须臾旋转皆干没。
开裂缝坼陷深坑，斜颤倾欹难驻足，
阴风飒飒鬼神号，地惨天昏蒙黑雾。
逃生逃死乱纷纷，相呼相唤相驰逐，
举头不见眼前人，侧身不见当时屋，
盖藏委积一时空，断折伤残嗟满目。
颓垣败壁遍荒村，千村能有几村存，
少女黄昏悲独宿，老妪自首抚孤孙，
夜夜阴磷生鬼火，家家月下哭新魂，
积尸腐臭无棺殓，半就编芦入冢幡。
结席安篷皆野处，阴愁霖潦晴愁暑，
几许伶仃泣路旁，身无归旁家无主，
老夫四顾少亲人，举爨谁人汲沙渚。
妻孥寂寂葬荒丘，泣向厨中自蒸黍。
更苦霪雨不停休，满陌秋田水涨流，
今年二麦充官税，明年割肉到心头。
嗟乎哉，漫自猜，
天灾何事洊相摧，愁眉长锁几时开，
先时自谓灾方过，谁知灾后病还来，
恨不当时同日死，于今病死有谁哀。

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县绣惠镇西关村，
曾在周恩来总理少时就读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
任教。1979年11月，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
年，高亦吾的女儿高肇申应邀远赴沈阳到奉天
东关模范学校访问，周恩来当年的同学，时任辽
宁副省长的陆广勋追忆说：“1936年西安事变时，
我任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周总理到达西安
后，向我询问起恩师高亦吾的状况，并语重心长
地说‘读书期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
影响最大。可以说，假如我少年时代没有恩师的
栽培，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

高亦吾15岁考取济南省立高等学堂。18岁
时，他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
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
忱，他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
斗檄文《伊奴出关》。文章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
山的惊恐，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高
亦吾闻讯后，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
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沈阳。章丘县衙
接到逮捕令，立即到章丘西关高家进行严密搜
查，未见其人，便将其母杨氏投监入狱。高亦吾
辗转流落半月后，几经友人介绍，才得进入奉天
东关模范学校(现为沈阳六中)任教。

高亦吾在校精益求精、严谨施教，受到广大
师生的尊崇和爱戴。他在一年级丁班结识了入
校新生周恩来，高亦吾看周恩来气宇轩昂，少怀
壮志，心生喜爱，回家后对族兄高敬之说：“这个
孩子不一般，真乃孺子可教也，我一定要好好培
养他……。”课下他常向周恩来讲述反清灭洋的
革命道理，并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
赠送与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
国信念。高亦吾还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
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
周末还携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
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胁同腐朽的清政府
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
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

辛亥革命暴发后，高亦吾率师生上街游行
示威，并带领师生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
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返校当
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13年，周恩来南迁天津入南开中学就读，师生
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周恩来
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
名用的就是“翔宇”，以示对恩师的敬重。

三年后，高亦吾赴京在赵伊公署任职。其

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第二次见面时，高
亦吾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
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
拿一切成员，你千万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
久便被捕入狱。高亦吾闻讯心急如焚，四处奔
走、奋力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但此后师
生二人未再得谋面。

后来，高亦吾重返济南，任职省建设厅。“七
七事变”后，他愤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在西关
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有人举荐他去伪公
署就职，高亦吾断然拒绝：“国家蒙难，民不聊
生，替敌效劳，实愧堂堂华人国民！”只在济南小
布政街开馆施教谋生。1941年春节后，刚满60岁
的高亦吾因患脑膜炎，不治辞世。

1949年7月，高亦吾之子高肇甫尊父遗嘱给
在京的周总理写信，历数其间的境况和怀思之
情。不久即接到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
海两人长谈三小时之久，并将其安排于政务院
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亲属均未照顾，仅安排高肇
甫一人)。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辞别人间，不
禁悲恸万端，数次泪流满面……

1961年春，高肇甫携全家去拜望总理，总理
和邓大姐在中南海盛情接待，午餐后留影一帧。
同年11月19日，周总理亲笔致信高亦吾夫人韩荣
瑄，遥问寒暖起居：“特别是天气寒冷，您年高体
弱，恐难堪旅途劳累。”春节过后，总理汇寄一笔
款项，嘱为师母滋补身体，并附寄当年珍存恩师
照片一张。孰料，次年仲冬师母因疾离世。总理
得讯速寄来唁信，并又汇寄一笔安葬开支费用，
真情表达总理对恩师及家人诚挚的关切。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逝世后，肇甫、肇申兄
妹接到邓大姐急电：按恩来遗嘱丧事从简的要
求，谢绝一切亲友进京。于是，他们按乡俗在故
宅堂屋里摆设七日祭坛，谨表对总理的悼念和
缅怀之情。如今每年清明时节，高氏后人总在村
郊设供祭奠，寄托对亲人的怀思。

1668年，郯城大地震
□ 车少远 庄乾元

■ 群贤毕至

■ 文化头条

高亦吾与周恩来的师生情
□ 王绍忠 明兆乙

读水浒时，我们常感叹梁山泊声势的宏大，称
赞宋江的仁义和领导才能。其实仔细想想，宋江身
后，吴用的智慧、公孙胜的道法、林冲的武艺、李逵
的勇敢……一百零八位铁骨铮铮的好汉，哪一个都
是宋江的好帮手，而宋江正是凭借大家的向心力，
才得以成就他的心愿。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
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
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
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席幕容说：“智者在泥淖中
给自己折一只纸船，将自己摆渡出生命的黑暗。”这
也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
人的经验，方法，我们可以拿来，化作己有，去巧妙
运用，一定会事半功倍。

宋江是善于借助外力的高手。他除了交游天下
豪杰，以礼相待各路好汉并让他们心甘情愿跟他雄
居水泊之外，还善于利用其他的力量，来巩固自己
已取得的地位。还道村九天玄女娘娘传授给他三卷
天书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宋江借九天玄女娘娘之
口，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而是可以替天行道、辅国
安民、去邪归正的星主。他做什么事情都赋予了神
的色彩，领取了神的旨意，他的所作所为就都有了
凭借，有了依据。另外，天书还告诉他“遇宿重重
喜”，这样，他向往的招安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招
安也有了合理合法性，所以当他意识到“宿”指的就
是宿太尉时，不仅大喜，还取出纸笔，焚好香，取出
玄女课，望空祈祷，并且又卜了个大吉之兆。虽然宋
江没有拿九天玄女经大做文章，但是无形之中就借
用了这个神奇无比的外力，来帮助他实现只靠他自
己的实力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和目标。

借，是个人成功的法宝。周文王借助姜尚之力
完成了讨伐商纣的大业；齐桓公借助管仲之力成就
了春秋霸业；信陵君借助侯赢的力量而得以窃符救
赵；平原君借助毛遂之力而使楚国出兵；孟尝君借
助冯谖之力使王位失而复得。姜尚、管仲、侯赢、毛
遂也是由于为他们的主子出谋划策而成就了谋士
的美名。借助外力能够生出无穷的力量，从而达到
自身难以达到的目标。

善于借用外力，不是要一味去依赖外力。巧借，
是短的延伸，是弱的强化，是双翼下的疾风，是双足
下的大地。假如没有巧借，将有一半的伟人被夭折，
将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被推迟。巧借巧还，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宋江借助九天玄女最终成就了他的英
名，他也没有忘记给九天玄女上香以谢神明庇佑之
力。“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巧借巧还的最生动
概括。

善借外力
□ 张 伟

■ 尺书闲话

槎河山庄故址在今山东省五莲县杨家峪村一
带，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家族
的别业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名人雅士构筑山庄别业，绘
图颂赏，已久为风尚。如唐代诗人王维构筑辋川
别业，绘制《辋川图》，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槎
河山庄的创立者为刘墉的曾祖刘必显。刘必显，
清顺治进士，累官户部员外郎。刘必显辞官后构
筑别业，名曰“槎河山庄”。关于槎河山庄的规
模，刘必显的曾孙刘墉在《槎河山庄诗序》中说
得甚为明了：“草堂有三，斋庐倍之，楼为内空
者三。”刘必显晚年，一直在山庄中教育子孙力
学苦读，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4子中有2人
中进士，他的17位孙子中，有12位中举人。后
来，刘必显将槎河山庄交给次子刘棨。刘棨不负
父望，为官后清正廉明，官至四川布政使，为清
代著名的廉吏，康熙亲笔书写“清爱堂”赐予刘
棨，从此，刘家以“清爱堂”为堂号，声名远
播。刘棨共有10子，刘统勋是其第五子。刘棨继
承父志，对子孙甚为严厉。刘统勋兄弟们6岁随
师读书，成人后衣着饮食皆同于穷苦人家子弟，
以致雍正年间曾执教于槎河山庄的安丘进士李漋
不无感慨地说：“近世言家法者，首推东武刘
氏。”在严格家法教育下，刘统勋兄弟们先后有
8人中举人，中举者中又有3人中进士。8子登科，
为清代兄弟登科之冠，令江南世家望尘莫及。以
至刘墉登进士后，乾隆皇帝赐诗“海岱高门第，
瀛洲新翰林”。

刘统勋、刘墉父子都曾在槎河山庄之中的锦
秋亭读书用功过。刘统勋显达后，对槎河山庄关
爱有加，亲笔题写锦秋亭篇额，并请当时著名宫
廷画家唐岱绘制《槎河山庄图》，王麓台作题。
当时王公巨卿争相题咏，嘉庆帝《题石庵师傅槎
河山庄图》云：“相国家声著，洋洋表海东。披
图知胜境，怀旧仰高风。嘉树人常誉，仙庄笔更
工……”刘统勋的得意门生、有“天下第一才
子”之誉的纪晓岚亦赋诗云：“千叠云风四面
开，原非无地起楼台。如何书里莱公宅，只以孤
村伴水偎。”迨至道光二十五年，刘墉侄孙、官
至浙江布政使的刘喜海向林则徐出示《槎河山庄
图》，林则徐大喜，遂做《槎河山庄图刘燕廷喜
海廉访属题》，有“槎河之槎仙所系，荫崖茆屋
相回环。锦秋亭前读书处，古柚葱郁苍台班。山
中宰相本仙种，出山高压群仙班”等语。上世纪
60年代，刘氏后人出售《槎河山庄图》于济南，
后归属山东博物馆。

■ 海岱一方

槎河山庄

□ 李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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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于岸青

《灾民歌》

右：嘉庆《莒州
志》载莒县
感受郯城地
震情况。

下：重绘1670年
郯城地图。

右：郯城麦坡地震
活断层遗址

高亦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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