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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奇书《金瓶梅》问世400多年以来，有
关它的争议从来没有间断过。除对这本书的定性
和文学价值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外，作者之
争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但此君到底是
何方神圣，籍贯哪里，生卒年月，历来没有定论。20
世纪3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兰陵笑笑生与今天的
枣庄市峄城区关系密切。与此同时，《金瓶梅》中描
述的许多场景、物件以及所使用的方言也具有明
显的峄城特色，故作者有可能是峄城人。20世纪80
年代后，更有学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明代
峄县人贾三近。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峄城，访古探幽，与部分
研究者交流，试图寻找《金瓶梅》与峄城之间的复
杂关系。

“兰陵即峄县”

讨论《金瓶梅》的作者，首先要搞清楚“兰陵”
这个概念。

公元前255年，荀况任兰陵令，前后近20年。在
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峄城区作协主席邵明思先生
称，荀子可称做历史上第一任“枣庄市长”。

西汉初期，建制东海郡承县（承县故城遗址在
今峄城区坛山街道岳台和徐楼社区之间）。公元
291年，晋惠帝撤承县，设置兰陵郡（郡治在今峄
城），下辖兰陵县（县治也在峄城）等五县。南朝宋
时，兰陵郡分成两郡，一是兰陵郡，郡署迁往西北
部（今滕州市境内），二是东海郡，郡界伸向东南部

（今台儿庄及江苏邳州市一带）。北魏时，撤郡，复
置承县。公元596年，承县改为缯州，公元606年，又
将缯州改回为兰陵县（州治，县治仍在今峄城地
区）。公元1189年，承县改制为峄州。公元1368年，
明王朝建立后降峄州为峄县，因峄州城已被战火
摧毁，又于承水河东兴建峄县城。新中国成立后，
1960年撤销峄县，改制为枣庄市峄城区。

峄城城址，曾三次迁移，但一直以峄城为中
心。虽然从峄州改制为峄县后，700多年来，作为
州、县级行政区划，兰陵之名不复再用，但峄县人
偏爱“兰陵”这个词。诸如，峄城东有兰陵镇，峄城
西有兰陵乡。并有“兰陵书院”，“兰陵学校”，以及

“兰陵令荀卿祠”等古建筑，还有“兰城”“马兰”等
兰字号的村镇名称。千百年来，复古怀旧的峄县
人，总是以“兰陵人”自居。老峄县的褚氏、邵氏等
十几个家族谱谍都以“兰陵”作区域冠名。

关于兰陵，历史上还有个小插曲。公元479年，
祖居兰陵、系出将门的马上皇帝萧道成，推翻了刘
宋王朝，建立南朝齐国。萧氏皇族偏安江南，怀念
故土，在江苏武进侨置兰陵郡，称“南兰陵”。这样
一来，南北兰陵地名相混，给世人造成模糊认识，
以至于后人中很少知道兰陵就是峄县。

公元1583年，贾三近主编了第一部《峄县志》。
唯恐后人搞不清南北兰陵的区别，贾三近在县志
序言中再三强调点明，“兰陵即峄县”。

作者之争：从王世贞到贾三近

明末，《金瓶梅》横空出世。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在总结前人诸多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枣庄市政协的金学专家许志强先
生认为，基本上应确认为兰陵笑笑生，因为欣欣子
在序言的开头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
梅》”，在序言的结尾又说：“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
轩”。欣欣子序言对《金瓶梅》宗旨所进行的精辟分
析，至今无人望其项背，一句“逆天时者，身名罹
丧，祸不旋踵”，用当时的话语直白《金瓶梅》内涵，
以至于使许多学者判定该序即作者的自序。

以此为前提，早期的《金瓶梅》作者研究普遍
倾向于，是明代江苏才子王士贞创作了这部大书。
有人专门撰文详解原委，称王士贞和奸相严嵩有
世仇。严嵩最爱看色情淫书。于是王士贞投其所
好，写了这部书，并预先在书页上抹了毒药，然后
买通相府家奴，辗转上呈。严嵩对此书爱不释手，
在不知不觉中因慢性中毒而亡。

邵明思先生认为，这个传奇故事倒是符合逻
辑，也合乎作者的文学功底，而且王士贞是南兰陵
人。王士贞说，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流。

星转斗移。20世纪30年代，鲁迅、郑振铎以及吴
晗等人通过对《金瓶梅》的史实研究，地域及人文
等客观论证，力排众议，先后发表文章，推翻王士
贞说，并明确指出，“兰陵笑笑生，是山东峄县人”。

1983年，时任中国金瓶梅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的张远芬教授，根据书中的方言、俚语、自然与生
态特色、地方特征以及作者生平身份、阅历等相关
资料，经过综合考证，发表了专著《金瓶梅新证》，
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峄县文豪贾三近。这
一说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和肯定。

金学研究人士程冠军称，古兰陵就是金瓶梅
文化的发源地，并提出了贾三近符合《金瓶梅》成
书的诸多因素：一是贾三近为兰陵人；二是《金瓶
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而贾三近一生则历经嘉
靖、隆庆、万历三朝，并且为当时大名士；三是书中
的方言多为峄县方言。

在峄城区榴园镇贾泉村的“三近书院”，记者
看到，这个位于冠世榴园深处的地方山清水秀，一
股山泉缓缓流下，清澈见底。旁边的大石上，有贾
三近手书的“石屋山泉”四个字。书院在山泉旁，院
落不大，古色古香。

最近又有学者提出，从《金瓶梅》的语言、风
物、故事情节、生活场景等看出，作者必须具备“十
大要件”。即：1、生于兰陵，终老兰陵；2、才华横溢，
科场失意；3、熟知临清、清河一带风土人情；4、有
吴越一带生活经历；5、熟知鲁南方言、俚语；6、有
文采，善作诗词小令，爱好说唱文学，并精通佛道；
7、有浮华生活条件，了解朝廷内幕；8、生活的时代
与成书年代相吻合；9、有足够的写作时间；10、熟
知运河风情。并由此得出，这个人就是贾三近的父
亲贾梦龙。

另外，关于兰陵笑笑生的本名有多种说法，迄
今已有不下六十多种。除王世贞说和贾三近说外，
比较主流还有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
说等等。

峄城方言：重要的佐证

许志强认为，《金瓶梅》中共有五回提到过煤
炭的情况及烧煤的工具等，这与古峄县煤乡的特
点极其吻合。《金瓶梅》的地理背景是运河之乡，而
古峄县正是槽运兴盛之地。邵明思称，《金瓶梅》中
出现了石榴盆景，这在其他古典小说中是没有的，
而峄城的万亩石榴园正是成园于明代。

与此同时，《金瓶梅》中的诸多方言也直接指
向了峄城，成为作者极有可能是古峄县人的重要

佐证。
《金瓶梅》第23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惠莲受了

潘金莲的戏弄心中十分恼火，正巧狭路相逢遇着
西门庆，惠莲道：“你好人儿，原来是个大滑答子
货”。

“大滑答子”，是指烙第一张煎饼时，鏊子上的
油不热，这张饼烙不好，只能放在一边，因此，叫

“滑答子”，引申为骂人话，是指这个人不成器，没
有能力。

许志强认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滑答子”一词，除了鲁
南，至今未发现其他地区的人能够听懂这个词，而
在其他书籍中也没有人用到过这个词。

除了这个词汇外，许志强还列举了《金瓶梅》
中其他带有明显峄城特点的方言，如“嚷”，批评、
训斥的意思。例如：不想这干人又到他家里嚷赖，
指望要诈他几两银子的情。（《金瓶梅》第69回）

“扛”，“敢是”。例如：那婆子道：“……敢是俺
那冤家没人心，没人义，几遍为他心龌龊，我也劝
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来
你家讨冷饭吃来了，你下老实那等扛我！”（《金瓶
梅》第78回）

“招”。如：“自古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我
不肯招他，当初那个怎么招我来？”（《金瓶梅》第16
回）“好娇态，教他在我这里，我是没处照放他。”

（《金瓶梅》第23回）这里的“招”与“照”是一个字，
本意应是招引的意思，但又有“招架、挡”的意思。
这种用法，在鲁南常用。

“治”，本意是治理、管理的意思。但在鲁南，
“治”的意思很广泛，是一个万能动词，不管干什么
事，都可叫做“治”。如，李瓶儿：“今日奴自治了这
杯淡酒，请官人过来，聊尽奴一点薄情。”（《金瓶
梅》第13回）

另外，还有一些这样的词语，如“趁”“着（将）”
“捣”“投”“响”等等，在鲁南都有特殊的用法，而
《金瓶梅》作者也常常用到。

■ 齐鲁人文

《金瓶梅》作者与峄城 贾梦龙、贾三近父子二人同为当时名人，
儿子贾三近先于父亲功成名就，贾梦龙后世
才为人所知。

峄县“二贾”原籍山东博平（今属聊城
茌平县，距临清50里）。贾氏居峄，要追溯
到明朝初年，为避战乱，贾三近的远祖贾德
真于明成化年间迁至峄县。

贾三近的曾祖父贾访性情刚果，为人秉
直。在担任建昌府推官期间，恰逢朝廷一当
红宦官来建昌督办御服，宦官骄横跋扈，建
昌府官员畏其淫威，人人敢怒不敢言，惟独
贾访不畏其权势，乘高车出入，与之抗礼。
这个故事一时在民间传为美谈，有民谣曰
“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块土，若无贾推官，
坏了建昌府”。

贾访之子贾宗鲁，人品敦厚，幼年孝敬
继母，为人称道。三十余岁被选为贡生，先
后任教于安萧、高淳、南阳诸郡。在任期
间，不但教授有方，而且心怀百姓疾苦。在
高淳期间，适逢灾荒瘟疫，他用自己的薪水
买药施人，挽救了万余人的生命。在南阳期
间，他不仅为穷学生张生免费提供食宿，并
出钱为其娶妻。贾宗鲁共育有五子，其中贾
梦龙和贾梦鲤最为优秀。贾梦龙的儿子贾三
近就出生在南阳府学的大堂里。

贾梦龙（公元1511—1597年），字应乾，号
柱山。为人豁达，风流蕴藉，乐善好施，诗词歌
赋，出口成章。著作有《泮东诗集》、《昨梦存》、

《永怡堂》等。贾梦龙不善官样文章，厌烦官场
之道，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屡试不中，
一生不得志。因此，交友结社，寄情山水，饮酒
赋诗，成为他人生最爱。贾梦龙自幼随父亲贾
宗鲁在安萧县、高淳县和南阳府生活读书，前
后近三十年。其父南阳病逝后，贾梦龙才举家
回到故乡峄县。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贾梦龙被
选为贡生，在临清、清河接壤的内邱县（今属
河北省）任训导。公元1571年，60岁的贾梦龙
回到故乡峄县，归隐田园。贾梦龙卒于万历二
十五年，享年86岁。贾梦龙一生经历了正德

（明武宗）、嘉靖（明世宗）、隆庆（明穆宗）、万
历（明神宗）四个朝代，目睹了大明朝的昏庸
政治和腐朽奢靡的社会风气。

贾三近（公元1534—1592年），字德修，号
石葵，别号石屋山人，自幼聪慧过人，嘉靖三
十七年（公元1558年），参加乡试夺得山东省
魁，中举人，名声大振。隆庆二年（公元1568
年），34岁的贾三近又赴京会试高中进士，名
列山东省第一，被封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
后，被授予吏科右给事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
涯。其后，他先后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左少
卿、光禄寺卿、都察院右俭都御史（巡抚保
定）、大理寺卿。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
夏总督举兵反叛，朝廷下旨封贾三近为兵部
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命其
领兵平叛，贾三近以身体有病为由未赴任。同
年七月二十九日，因背疽发作而逝。贾三近殁
后，朝廷赐金安葬其于峄县东南五里贾氏祖
茔，礼部尚书于慎行为贾三近撰写墓志铭。

（戴玉亮 搜集整理）

·相关链接·

峄县“二贾”

□ 邢业友 陈巨慧 刘程程

在莱芜市南部山区北侧的各山口要道上，至
今仍残存着一些古城门与古城墙遗迹；在与之相
连的各山头制高点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堡、
营盘、瞭望口、烽火台等古代军事设施。它们究竟
是何种建筑？是何代产物？又是何人所建呢？这些
谜团，一直困惑着当地的人们。

2009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莱芜市
文物办协同山东大学共同对这些城防工程进行
了细致的探查，经过谨慎地分析研究，证实了齐
鲁之界上鲁长城遗迹的客观存在，并将其暂定为

“疑似鲁长城”。基于此，为进一步探究鲁长城遗
迹的构筑年代以及历史背景，自然会出现以下几
种疑问：

春秋时期的“齐鲁之界”是何时何因，由牟汶
河北部山区的齐鲁故界退缩至牟汶河南部山区
的呢？其间，齐鲁两国难道没有发生任何侵讨与
抵御的举措吗？

鲁国要完成鲁长城防线及其内侧的数座城
防工程，必须征用成千上万的丁夫，这种兴师动
众的国家行为，在鲁国的编年书《春秋》中，难道
会避而不提吗？

□《春秋》对鲁长城防线的记载，会不会被鲁
长城防线上的其他城防工程取代了呢？

破解这些疑问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春秋左
传》、《史记》以及《东周列国志》中的相关记载进
行系统梳理、综合分析，从中寻找相关的史料依
据。为此，重新对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北部边界
附近的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已成必要。

鲁国“汶阳之田”的复失，导致齐鲁之界南移
至牟汶河一线。

公元前659年，《左传·僖公元年》载：“公赐季
友汶阳之田及费。”这说明，鲁僖公即位之后，将

“汶阳之田”分封给了当时的鲁相季友。这“汶阳
之田”指的就是与齐地接壤的牟汶河上游以北的
土地。

时至公元前611年，《左传·文公十六年》载：
“公有疾。”正当鲁文公重病在身之时，外患接踵
而至。《左传·文公十七年》曾有“齐侯伐我北鄙”
的记载。次年，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即去世。鲁文
公十七年的这次“齐侯伐我北鄙”，其后果到底如
何？《春秋左传》中却隐而未提。其实，在这次侵伐
中，“汶阳之田”被齐国侵占了。这也是有史料依
据的。鲁文公病逝后，次年正月，鲁宣公即位。五
月，鲁宣公就前往“汶阳之田”上的“平州”(泰山
牟县西)拜会齐惠公，“事毕，宣公辞齐侯回鲁”。
这是《东周列国志》中的记载。《左传》中也明确记
载了“平州”拜会的目的，即“会于平州，以定公
位”。以上史料证明，此时“平州”所在的“汶阳之
田”，已经隶属于齐国了。

伴随着“汶阳之田”的失陷，齐鲁之界也就南
移到了牟汶河一线。唇亡齿寒，这时的牟汶河南
畔便成了鲁国的北部边陲，这也就为其后发生在

“鲁北之鄙”的事件确定了区域范围。

□“龙山城”遗址的发现，证明鲁长城防线形
成于“龙山城攻守战”之前。

齐国侵占“汶阳之田”后，鲁国的北部边陲相
对平静了二十来年。至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
顷公也开始了对北鄙的侵伐。《左传·成公二年》
载：“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
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
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
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最后，鲁军守城将
士全部战死“龙山城”。这就是春秋史上“龙邑”攻
守战的主要经过。

从此次“齐侯伐我北鄙”的史料中不难看出，
当时的“平阴”与“龙邑”相邻，且“平阴之地”在北，

“龙邑之地”在南，两地都在牟汶河以南的鲁之北
鄙；龙邑大战时，龙山城有城门、城墙等完整的城
防工事；有“龙山城”必定有“龙山”，齐军历时三昼
夜才攻克石筑的龙山城，不会倒塌或毁损得毫无
踪迹。这是我们现在寻找“龙山城”遗址所具备的
三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

在今牟汶河南四公里处，有一座青龙山，青龙
山成西南东北走向，龙首探进西面的峡谷，龙尾甩
向牟汶河南畔。由于青龙山的脊背上遗留多处围
堡与营盘，因此，又叫“大盘顶”。现存于青龙山东
南侧的古城墙与北城门、西城门遗址，以及两侧山
头上的十多座围堡，均有迹可循，古龙山城的轮廓
清晰可见。这些原始遗迹的存在，完全符合史料记
载的“龙山城”古战地的三大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史料的中断，悲壮的“龙山
城”守卫战旧址早已被历史尘封。于今，“龙山城”
的城墙，只留下了“围子墙”之名；“龙山城”所在的

山峪，也只留下了“乱峪”之名；峪中的山村，从前
曾长期叫“乱峪庄”，现同时也叫“五龙庄”。之所以
叫“乱峪”，其实就是“战乱之峪”的简称。在“围子
墙”与“乱峪”之名中，仍留有当年“龙山城大战”的
印记。这充分证明，“龙山城”古战地非此地莫属。
从现存的古城遗址来看，“龙山城”仅仅是构筑在
鲁长城中段内侧的数座古山城之一。这也从客观
上将“鲁长城防线”的构筑时间推向了“龙山城大
战”之前。

□基于“平阴之地”的发现，继而发现了“平阳
城”。

前面已提到，“龙山城”并不是一座孤立之城。
因为，在“龙山城”西城门之下的深谷中，还坐落着
一座两倍于“龙山城”的“无名古城”。该城与“龙山
城”紧紧地连为一体，二者形成连环城。

那么，该城又是什么城呢？当年齐军在进攻
“龙山城”之前，为什么未攻处于突前位置的“无名
古城”，而选取围攻“龙山城”呢？《东周列国志》中
记载，齐顷公率兵攻打“龙山城”是“由平阴进兵，
直至龙邑”的。从中可看出，当时的“平阴之地”就
在龙山东西的群山与牟汶河之间。自古以来，山前
为阳，山后为阴。有“平山”方有“平阳”与“平阴”。
既然“平阴”的南面有“龙山”和“龙山城”，而与“龙
山城”并列在一线上的“无名古城”，也就同样处于

“平阴”的南面。基于三者之间的方位关系，“无名
古城”也具有了处在平阳位置的可能。为严谨起
见，尚需在龙山以西的“无名古城”与“平阴”之间，
寻到具有“平山”形貌特征的山峰，才能判定“平
阳”的位置。

在“龙山”以西的“无名古城”与“平阴之地”之
间，有一座云台山。该山是牟汶河西南山区最高的
山峰，也是历史文化名山。云台山历史悠久，在历
史上曾多次易名，其中有史料可查的依次为：龟
山—龟寨山—聚圣寨—寨山—云台山。该山最突
出的形貌特征，是山顶近似一座椭圆形大平台。平
台东面下一级又探出一山嘴形石崖，酷似乌龟的
头部，而山顶的椭圆形平台，又恰似乌龟的背壳。
从山前、山后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探首东望的乌
龟，这就是龟山的由来。每逢阴雨连绵的季节，云
雾腾绕于山顶平台。这又是后来云台山的由来。这
样，云台山的前身龟山完全具备了“平山”的形貌
特征，龟山又恰好介于“无名古城”与“平阴”之间，
三者成前、中、后排列。它们三者的客观存在，充分
证明：龟山的前身，就是在历史上早已迷失了的

“平山”；而龟山之阳的“无名古城”，正是一直无考
的“平阳城”；“平阴之地”就是后来龟山北面的“龟
阴之田”。这绝非是方位上的巧合，这也正好为史
料中的间接记载提供了实据。

至此，《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记载的
“冬，……城平阳”中的平阳城，在沉没于史海两千
多年后，终于浮出了水面。历代探索者一直追觅的

“平阳城”，也终于有了下落。
古“平阳城”坐落在平山与峪门山之阳的峡谷

之间，南北长4公里，中间最宽处2公里。整座城防
工程，由五座城门、大小十余座围堡组成。南城门
位于奉皇上东麓与笔架山西麓之间一条横沟的北
侧(今莱城区牛泉镇绿矾崖村南)，至今，当地村民
仍将此沟南面叫“南门外”，将此沟北面叫“南门
里”。北城门在“平山”与“峪门山”交错处的皮狐崖
上。沿崖而上“峪门山”的城墙以及山顶围堡群，至

今尚存完好。东山口、西山口以及东北山口城
门，分别建在平阳城两侧的山道口上，其中东
山口城门，也就是“龙山城”的西城门。因平山
是平阳城的制高点，修筑在平山顶峭壁上的

“平山城堡”共设有三座城门，它成为鲁长城
防线上最高、最险的城堡，堪称“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居高临下的“平阳城”与“平山城
堡”，易守难攻，足以使来犯者望而却步。这就
是当年齐顷公率兵“从平阴进兵”未攻“平阳
城”，而选取攻打“龙山城”的原因之所在。

□鲁长城防线的起建与“城平阳”同时起
步。

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当鲁国的“汶
阳之田”再次被齐国占据以后，面对强齐，鲁
国无力收复“汶阳之田”。而区区牟汶河又难
以形成齐国南侵的天堑，牟汶河南部也处于
岌岌可危的境地。在此情势下，如何采取措施
防止国土的再度丢失，已然成为鲁国亟待解
决的问题。

牟汶河南部群山绵亘，是牟汶河平原南
面的制高点，也是其南侧柴汶河平原的天然
屏障。如果齐军占据了这一战略要地，其南面
的柴汶河平原也将无险可守。此处的平阳谷，
南通雁翎关，是雁翎关北面的主要门户，也是
这一战略要地中段的唯一孔道，处于首当其
冲的位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的“宣公八
年，冬，城平阳。书，时也”业已证明，鲁国当时
修筑的城防工程，就是先从这一要塞部位开
始的。这不仅仅是合于农闲之时令，更重要的
原因是合于时局的。这也说明，鲁国是在离牟
汶河防线尚有四五公里回旋余地的情况下，
开始在牟汶河南部山区修筑鲁长城防线的。

从鲁长城防线现存遗迹的布局与走向来
看，平阳城的北城墙，就在鲁长城中段的主线
上，是鲁长城防线的代表性工程。这证明鲁国
是在借助天然屏障“城平阳”的基础上，分别
向东西延伸，继而形成了一条城门连城墙、城
墙接山崖、山头设围堡，疏而不漏、迂回百里
的鲁长城防线。其特点是依山就势，因地设
防，山、墙、堡形成一统，似断非断，极具防御
之功效。

防御历来是弱国的本能，鲁长城就是这
种本能的产物。鲁长城防线，从公元前601年
到公元前500年，为鲁国履行了长达百年的
防御使命。直到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
会盟”之后，鲁国又收复了鲁长城防线以北
的所有失地，齐鲁之界才又回到了齐鲁故
界。从此，它就在曾经的齐鲁界上默守着那
段历史了。

鲁长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史可考
的、最原始的山岭长城。它的发现，将我国
的长城史推进到了春秋中期。可以说，对鲁
长城防线起建时间和历史背景的探明，以及
对“龙山城”、“平阳城”等春秋遗迹的证
实，将会弥补两千多年来“只见史书记载，
而无实处可寻”的历史空白。

春秋鲁长城发现之旅

鲁长城遗迹

贾三近塑像 三近书院大门 石屋山泉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