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毒品，毒瘤。百余年前，西方列强正是用它和
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掠夺这里亿万人
宝贵的家国财富，戕害他们曾经强健的体魄，让
近代中国的历史增添了多少血泪。而血泪中，中
国人也在不断“清毒”。1839年自虎门卷起的滚滚
硝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更化作万钧雷霆，大战
烟毒。省城济南在1952年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
毒运动，声势浩大的斗争，基本禁绝了为害百余
年的烟毒。

“毒”从哪里来
1842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大量

地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毒逐渐蔓延开来，成为军
阀政客们的“心头好”。清朝末年，鸦片便已经在
省城公开流行。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承袭德国
胶济路的权力后，更派遣大批特务间谍人员冒充
商人来济，以开设洋行等为掩护，大量贩卖毒品，
并利用吸毒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因此，“挂羊
头卖狗肉”者着实不少——— 所谓的文明公司、吉
祥公司、安原大药房等，公开制卖海洛因；金水旅
馆则招徕高级日特奸细和流氓头子，籍吸食毒品
之名，从事间谍活动；马场吴服店则以毒品为诱
饵，召集外县土匪首领，并供给以武器弹药、制造
匪乱……“七七事变”后，烟毒更加泛滥，公开的
大烟馆就有百余家。

济南的烟毒从哪里来？
“烟”，即鸦片，又叫做罂粟，别名福寿膏、阿

芙蓉。济南的“烟”，有以当时热察绥为主要产区，
以京津为集散地的北路货；有以亳州、宿县、永城
等地为产区，以商丘、徐州为集散地的南路货；有
以博兴、广饶、桓台、寿光一带为产区的东路货；
还有产于历城的南山区和泰安的朱店庄一带的
南山货。其中，南路、东路鸦片的销量较大，而吸
食者多是工商资本家、土豪劣绅和军阀官僚家庭
的子弟以及一些恶棍流氓等。

在这些人眼中，吸“毒”是“下等人”的嗜好。
毒，即毒品，是鸦片的代用品。海洛因(又称白面、
白粉)、白丸、紫金丹、红丸、快上快算作“吸食
类”，解放后俗名“翁倒山”的海洛因销量最好。在
济南，吸食者多散布在流氓游民阶层，还有一部
分是因为吸烟毒而导致破产的人；还有将海洛
因、吗啡、加太因、巴比那妥、海洛断瘾等麻醉剂
注入肌体的注射类毒品，其在敌伪时期极为盛
行，主要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传播，而西药房也
供给毒贩原料、经营销售或自制麻醉药，还有少
数小药房或诊所直接兼贩毒品或注射吗啡。

“毒祸”猖獗
大毒犯张继武，曾住在南上山街27号，日军

侵占济南期间，充任日特直接掌握的济南土膏公
会会长兼营信诚土膏店，专门勾结日本宪兵特务
杨鸿顺、杨子祥、伪“禁烟局”局长李宗翰等，大批
贩卖烟毒，攫取暴利。解放后，继续网罗惯犯何省
三、刘锡泉、房蒲庭等19人结成贩毒集团，从1949
年春，就在西安、徐州、上海等地设立货站、商店
等掩护其有组织的贩毒制毒的活动。短短3年时
间，该集团共制造和贩运烟土1万余两，海洛因
1800余两，吗啡300余支。

郭志武，日伪时期收罗地痞流氓2000余人，
形成集团式贩卖毒品，并令其徒弟帮他贩卖毒
品。1949年，指使其妾去梁山县，一次贩运大烟
200多两，1950年春该集团又去商丘买烟土400余
两，到西安销售。他们以开大金台旅社为名，在西
安、济宁、商丘等地暗设联络点，1949年至1950年
运往周村销售的毒品达200余两以上。

天生药房经理赵长增，解放前就专以制造吗
啡和其他带毒素的麻醉药剂毒害人民。解放后，
仍与其妻等在辛庄村用机器制毒，供给某些私营
药房进行推销。

烟毒之害，害人不浅。郊区东红庙庄有个孙
景之，1939年为了治病被骗吸食“大烟”成瘾后，

先将房产全部卖光，后来将亲生女儿卖掉，最后
把妻子押给别人，自己在1944年饿死街头；搬运
工人张玉河，因治肚子疼被骗染上了大烟瘾后，
把家产全部卖净，最后把自己14岁的女儿卖给妓
院，自己也差一点死去。而注射毒品用量多者常
中毒身死，轻微者也是全身组织中毒，生殖机能
断绝，促成早死，死后往往满身针眼，肌肉溃烂，
血液沉淀，惨不忍睹。

那些所谓的“禁毒”
军阀韩复榘在济南时，也曾慑于民愤下令禁

毒禁烟，办法是第一次查获后送戒毒所勒戒，然
后在脸上刺字释放，二次抓获后即施行枪毙。但
在韩复榘的戒毒所，毒贩的下场却也是“两重
天”。有钱的能住在“优待室”，从纸烟内夹带毒品
照样吸食，再以“保外就医”为由提前释放、避免
刺字；没钱的就被抛在一边不问不理，许多人被
折磨致死。而那时，毒品全为日本人所控制，鸦片
的流传获日方支持，韩复榘并不敢过问。有钱人
可安住在洋行内吸食，或由日本保役送货上门，
烟贩即便被逮捕，甚至只要掏30元就能被释放。

韩复榘何以禁毒不力？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
毒贩，他的老婆纪干卿、高级侦探队长刘耀庭、秘
书长张绍棠、手枪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吴化文等
无不公开吸食毒品。1937年，韩复榘撤离济南前，
还自绥远运来大批烟土，强派给了各商号。

日本人也进行所谓的“禁毒”。他们设立禁烟
分局，下设戒烟社数十家，责令对全市吸毒分子
登记，规定限制每人每月吸食量，说是“先允许吸
食，规定数量按期递减，逐渐戒绝”，这掩耳盗铃

的法子很快“见了成效”，染上毒瘾的人越来越
多。随后，日寇大张旗鼓地将戒烟社改为了土膏
店，下令在历城、泰安、济宁等地栽种鸦片，还成
立了土膏业公会加强领导……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1946年春开始禁毒。
但当时的警察局长林凤楼开办了两处戒烟医院，
自院长、主任至院警、夫役，上下连成一气，大做
烟民的生意，戒烟医院变为公开的大烟馆。国民
党也捉过几回烟毒犯，却只是一些零星的小贩和
吸户，个别有钱的人即便有几个被捉坐狱的，在
狱中可照常吸食。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内，烟
毒活动依然猖獗。

大打人民禁毒战争
1948年济南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次明令禁烟

禁毒，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制造、贩卖毒品的犯罪
分子实行短期劳动改造。到了1952年初，济南市
共打击处理烟毒案件580余起，1150余犯，缴获鸦
片、海洛因1232两，有力地遏止了毒品的流行和
蔓延。但是，由于毒品的危害历史久远，遗害深
重，毒害仍未得到彻底根除。

为此，1952年5月，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共山
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先后发出禁毒的决定和指
示，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大
规模的群众性禁毒运动。5月底，中共济南市委组
织成立了由公安、司法、民政、卫生、税务、宣传及
工、青、妇等部门参加的禁毒委员会，并以公安局
为主，成立禁毒办公室。他们从清理旧档案，重审
在押毒贩以及整理相关材料入手，清出毒犯线索
988份，并对重大的制贩集团组织专案侦察，集中
力量重点调查。经约两个月的紧张调查，至运动
开始时，共掌握有活动的毒犯材料311份，并据此
提出毒犯名单。1952年8月12日，济南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第三届协商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
开，作出关于开展禁毒运动的决议，当晚便开展
行动，首次逮捕了一批毒犯。

12日当晚，审讯即开始。起初，毒犯除个别低
头认供外，一般则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办案
人员采取了分别审讯与集体教育的办法，指明毒
品的危害及其罪恶的严重，重申政府除毒务尽的
决心。这令毒犯均供认不讳，有的所供材料是政
府掌握的一倍或数倍以上。与此同时，由上到下、
由内到外的宣传也广泛开展起来，广大群众都表
示“无比的拥护”，将政策视为在“挖根”，认为“制

毒、贩毒就是根，根不去，毒就不能禁”。短短几
天，就陆续接到群众口头或书面的检举毒犯材料
159份，其中检举制毒者2人，贩运毒品者20人，贩
卖毒品者136人，窝毒者1人，仅济南市公安局四
分局8月18日一天即接到检举材料60份。而9月7
日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处理了11名，其中处死1
人，对一批坦白好、情节轻的登记毒犯宽大处理，
对75名拒不坦白、情节严重的当场予以逮捕，对
所有毒犯限期7天彻底坦白，缴出毒品，更是对
毒犯施以了强大的压力，推高了群众参与禁毒
的热情，打开了缴获毒品的困难局面，使查毒
犯、追毒品运动进入了高潮。1952年11月5日，
济南市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全面处理毒犯宣判大
会，对17名毒犯进行宣判，并当众销毁一批毒
品，然后又分区召开宣判大会，到11月8日，已
捕毒犯全部宣判完毕。

此次禁毒过程中，十分讲求工作的方式方
法。在“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打击惩办少
数，教育改造多数”、“彻底坦白者从宽，拒不坦白
者从严”方针的指导下，济南市对于少数罪大恶
极的制毒、贩毒的惯犯，贩毒集团的首要，屡教不
改而贩毒数量巨大的大毒犯，以及在禁毒运动中
仍在进行制毒、贩毒活动的现行犯，予以从严法
办；对于制毒、贩毒数量较小的惯犯，根据其坦白
悔改的程度进行处理；对于一般的小量贩毒犯以
及从犯、偶犯，采取登记的办法，进行批评教育，
具结悔过，不捕不罚，这让打击、震慑、感化、警示
的作用立刻显现了出来；而须遵守的纪律也十分
明确：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厂店住房检查毒品，
检查毒品毒具者必须持有公安局的检查证；任何
人均有检查毒犯之责，但无直接处理之权；严防
逼供诱供、刑讯及变相刑讯；所有毒品毒具，一律
交公安局，不得匿报扣留，违者以违法论处，这也
让工作开展得有理、有力、有序，让人信服。

自1952年的5月至11月，此次禁毒运动历时
共6个月。半年时间，济南的禁毒工作取得了重大
胜利。其间，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 3 6 9 3
份，逮捕毒犯218名；缴获烟土、烟膏、海洛因等各
种毒品3250余两和吗啡针、片、面以及其他毒品
一宗，缴获烟具、毒具2138件；对吸食毒品的人进
行了劝戒、教育、改造，打下了彻底根绝毒品的基
础。种、制、贩、吸这一毒品链条的各个环节均被
较彻底地斩碎。从此，烟毒的阴霾便在省城散去，
而这也为济南的发展建设创造了一个更良好的
环境。 （图片提供：济南市档案馆）

螭首古碑趺赑屃，治水伟业成传奇；撰文书
丹非等闲，高士大家总相惜。矗立于大汶河南岸
宁阳县禹王庙内的《堽城堰记》碑，为明代所立，
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该碑主要是为铭记
重修堽城坝的来龙去脉而立，其上铭文由当朝大
学士商辂撰写，“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之师李
应祯书丹，其史料、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甚高。

治水千秋事 尽在碑上铭
《堽城堰记》碑铭刻的就是明代治水的经典

之举。
碑文先记述了治水的历史背景：
“汶泗二水，齐鲁名川。汶出济南莱芜县，泗

出兖州泗水县，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
浮于汶者，自兖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兖南而止。
元时，南方贡赋之来，至济宁舍舟，陆行数百里，
由卫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济宁开渠抵安民
山，引舟入济，陆行二百里抵临清，入卫。二十六
年，复自安民山开渠至临清。乃于兖东筑金口堰，
障泗水西南流，由济河注济宁；兖北筑堽城堰，障
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济宁；汶下流，又筑戴村堰，
障之西南流，南抵济宁，北抵临清，而汶泗二水悉
归漕渠。于是舟楫往来无阻，因名之曰会通河。”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无事漕运，向之河
堰废坏殆尽。太宗文皇帝迁都于北，爰命大臣相
视旧规，筑堰疏渠，漕运复通。第堰皆土筑，每遇
淋潦冲决，水尽泄，漕渠尽涸，随筑随决，岁以为
常，民甚苦之。”

而后详述重修堽城坝全过程：
“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凿底石如掌平。底

之上，甃石七级，每级上缩八寸，高十有一尺，中
置巨、细石，煮秫米为糜，和灰以固之。底广二十
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层，广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
尺。开甃口七，各广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启闭。

遇山水泛涨启板，听从故道西流；水退闭板，障水
南流，以灌运河。两端为逆水雁翅二，各长四十二
尺；顺水雁翅二，各长三十五尺。中为分水五，各
广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两石际连以铁锭，石
上下护以铁栓。甃口上横巨石，或三或四，各长十
余尺。河旧无梁，民病涉，堰成遂通车舆。有元旧
闸引沙入洸，洸淤，汶水不能入，兹堰东置闸，为
二洞，皆广九尺、高十一尺。中为分水一，旁为雁
翅二，亦用板启闭，以候水之消涨。涨则闭板，以
障黄潦；消则启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
两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实以土，与地平，俾
水患不致南侵，洸河免于沙淤。闸之南新开河九
里，引汶水通洸河。河口逼崖，自巅至麓皆坚，石
凿两阅月始通。”

山东有三坝 一人修了俩
金口坝、堽城坝和戴村坝被誉为我省水利史

上的三大水利科技工程。除戴村坝为明永乐九年
始修外，其它两坝均为元代所修，明代重修。而根
据《堽城堰记》碑记载，明代重修两坝的功臣巨
擘，竟系同一人所为，他就是张克谦。

张克谦，名盛，今江苏省宜兴市人。明天顺四
年中进士，成化年间由工部主事改任都水分司。
其任职期间，凡有益漕运之事，皆悉心料理、倾力
而为，在古籍及民间皆留有其治水的许多佳话。

元宪宗七年始筑堽城坝遏大汶河水南流，由
洸河注入济宁，以利漕运。因坝为土筑，汛期常被
冲毁，且淤积泥沙，河床升高，洸河塞流。明太祖
定都南京后，漕运停止，河道逐渐淤塞，堰坝毁
坏。明成祖初年，迁都北京，恢复航运；继而极其
详尽地记述了张盛在堽城坝重修过程中的选址、
用工、用料及施工工艺等。

文中还非常明确地提到，“(张克谦)督夫采
石，首修金口堰，不数月告成。”由此推断，金口
坝、堽城坝应均为张盛所修。如此浩繁工程，张克
谦独建其功。其事在明万历二十四年修《兖州府
志》中可得到佐证：元仁宗延祐四年，(金口坝)疏
为二洞，装置闸门，视季节水势而启闭，自此定名
为“金口坝”。明成化七年，都水主事张克谦结庐
督修此坝，历时九月，工竣坝在。计东西长50丈，
下阔3 . 6丈，上阔2 . 8丈，高7尺。两端建雁翅以杀水
势。南北跌水石直五尺，广40丈，用石3万余块，木

桩8万余根，石灰百万斛。坝身固之以铁扣，嵌缝
拌之以糯米，成为鲁地著名的“金口玉坝”。明嘉
靖三十七年再修，将坝身加长增高，扩为五洞泄
水。金口坝宏伟坚固，横跨泗河，宛如卧波长虹。
至此可以断定，金口坝、堽城坝的重修确系张盛
一人领衔建功立业无疑。他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此后平步青云，累官左参政。

撰文和书丹 二人非等闲
《堽城堰记》碑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也闪

耀着先贤名士的光辉。
奉朝廷之命，应钱源之邀，文坛翘楚商辂慨

然命笔。商辂乃浙江淳安人。乡、会、殿试皆第一，
明代首辅，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商辂横溢的
文采在《堽城堰记》碑文中一览无余。虽长达1300
余字，但字字珠玑，气韵畅达。其谋篇之精妙，笔
法之高超，实为碑文中之典范。

书丹者李应祯为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著
名书法家。他书学欧阳洵、颜真卿，深得蔡襄用笔
之法，其篆、楷尤为世人称最道奇，评为国朝第
一。明成化二十二年，17岁的文徵明拜于李应桢
门下，终成一代书法大师。

遍览全碑，碑首篆书“造冈(堽)城石堰记”；碑
文楷书，法度严谨，笔法老辣，清丽脱俗。用笔横
向取势的撇、捺、横、竖生动大方，纵向布局的大、
小、开、合变化自然，章法稳妥中见奇崛，行笔疾
缓中藏风骨，使人感到飘逸之中蕴沉着，不愧为
大家之风范。

韩复榘何以禁毒不力？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毒贩，他的老婆纪干卿、高级侦探队长刘耀庭、秘书长张绍棠、手枪旅长兼兼

济南警备司令吴化文等无不公开吸食毒品。1937年，韩复榘撤离济南前，还自绥远运来大批烟土，强派给了各商号。

60年前，济南掀起禁毒风暴
□ 田可新 房媛娟

■ 文化头条

《堽城堰记》诉说明朝治水事
□ 周东升

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发
源并流传于蓬莱。

这天，八仙兴高采烈地来到蓬莱阁上聚会
饮酒。八仙每人准备一道菜，以当地的大虾、海
参、扇贝、海蟹、红螺、真鲷等海珍品为主要原
料，加工了8个拼盘、8个热菜和1个热汤。拼盘
各自用自己的宝物拼成图案，造形生动别致，
盘盘都有神话典故，不仅味道鲜美，还可观赏
助兴；热菜烹饪更为精致，呈现蓬莱多处名胜
景观，巧夺天工；热汤以八种海鲜加鸡汤制成，
味道鲜美奇特。酒至酣时，铁拐李意犹未尽，对
众仙说：“都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景致秀
丽，我等何不去游玩、观赏？”众仙激情四溢，齐
声附和。吕洞宾说：“我等既为仙人，今番渡海
不得乘舟，只凭个人道法，意下如何？”众仙听
了，欣然赞同，一齐弃座动身而去。

八位仙人聚到海边，个个亮出了自己的法
宝。逍遥闲散的汉钟离，把手中的芭蕉扇甩开
扔到大海里，那扇子大如蒲席，他醉眼惺忪地
跳到迎波踏浪的扇子上，悠哉游哉地向大海深
处漂去。清婉动人的何仙姑步其后尘，将荷花
往海里一放，顿时红光四射，花像磨盘，仙姑亭
亭玉立于荷花中间，风姿迷人。众仙谁也不甘
落后。吟诗行侠的吕洞宾、倒骑毛驴的张果老、
隐迹修道的曹国舅、振靴踏歌的蓝采和、巧夺
造化的韩湘子、借尸还魂的铁拐李纷纷将宝物
扔入海中。瞬间，百舸争流，各显神通，逞雄镇
海，悠然地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

八仙遨海，顿时海面如翻江倒海，滔天巨
浪震动了东海龙王的宫殿。东海龙王急派虾兵
蟹将出海查巡，方知是八仙各显其能，兴海所
为。东海龙王恼羞成怒，率兵出来干涉。八仙据
理力争，与之抗辩，东海龙王下令虾兵蟹将抢
走蓝采和。蓝采和不甘示弱，与之争斗，终因寡
不敌众，被抓住关进龙宫。众仙见状大怒，个个
奋勇上前厮杀，在海里打起一场恶战。众仙连
斩东海龙王两个龙子，吓得虾兵蟹将魂飞魄
散，屁滚尿流，纷纷败下阵来。

东海龙王怒不可遏，急忙请来南海、北海、
西海龙王，不制服众仙誓不罢休。于是四海龙
王催动三江五湖四海之海水掀起惊天巨浪，杀
气腾腾地直奔众仙而来。正在一触即发之际，
忽见金光闪烁，浊浪中闪出一条路来，原来曹
国舅白云板天生具有避水神力，他怀抱云板在
前开路，众仙在后紧紧跟随，任凭巨浪排山倒
海，却奈何不了他们。四海龙王见此情景，十分
恼火，又调动了四海兵将准备再战。恰巧南海
观音从此处经过，便喝住双方，出面制止，使双
方和好如初，东海龙王放出蓝采和。八仙拜别
观音，各持宝物，乘风破浪、遨游而去……

八仙到何处去了？有的说东渡日本，有的
说到对面的长岛安营扎寨……

其实，“长岛庙岛，古称沙门岛，从乾隆三
年起，驻守在内地和边关的军人触犯了刑律，
都要被发配到沙门岛。岛上犯人越来越多，而
朝廷一年只拨给300人的口粮。于是，沙门岛的
看守头目李庆便想了个办法。当犯人超过300
人时，便将老弱病残者捆住手脚，扔进大海，使
岛上的人始终保持在300人以内。在一个月黑
风高的晚上，十多名犯人越狱逃跑，各自抱着
木板、竹篙、驴皮筏子、葫芦、木盆之类的工具，
泅渡过海，向对岸的蓬莱方向游去。从沙门岛
到蓬莱有15公里之遥，浪高流急，途中半数因
体力不济被大海吞噬，最后只有8人上岸，被当
地渔民发现后，为避免追捕，8人将自己附会成
道教传说中的上八洞神仙，自蓬莱三岛漂洋过
海，云游至此。8名犯人最终幸免于难，八仙过
海的神话传说也就流传开来了。”

八仙象征着人们崇尚正义、向往自由的天
性，千百年来，八仙的性格已凝练成蓬莱精神，
八仙文化已沉淀成蓬莱地域文化的精髓。

八仙过海
□ 陈文念

■ 山海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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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济南。
下一：当年的禁毒宣传材料。
下二：缴获的毒品。
下三：韩复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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