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往事·发现12

□ 于建勇

1937年8月22日晨，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一
列旅客列车刚刚停稳，就从车上走下两位儒雅之
士，一位是兵学泰斗蒋百里，一位是儒学大师梁
漱溟。时年，蒋百里55岁，梁漱溟44岁。

说起蒋百里，一些人比较陌生。他有一个响
当当的女婿：钱学森。其实他自己也不同凡响，是
陆军上将，著名军事理论家，1935年任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就是他，惊人预见了中日
之战。1936年底，他从欧洲考察回国，对蒋介石
说：“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
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一定会
大举入侵我国！”

《国防论》是蒋百里于抗战前夕出版的一部
重要军事著作。作家萨苏认为：“八年血战之后，
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
挥，老老实实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
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

（《国破山河在———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萨苏著）

与蒋百里一同前来济南的梁漱溟，是著名思
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还是一位社会改良家。他
们二人这次来济南，所为何事？事情还要从头说
起。

蒋百里：山东战略地位重要，

主动请求视察山东防务

一个月前，“七七事变”爆发。7月17日，一身
戎装的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放
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
战之责！”

现实不容乐观。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
日，天津沦陷。此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8
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

“八一三”战事之后，当时部队撤离上海，蒋百
里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
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漩涡？蒋百里答，可能，也许
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
属谁呢？蒋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
二三十年内，西方各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

最后的结局，与蒋百里判断不差。
8月17日，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

次会议上，梁漱溟又一次见到了蒋百里。此前，8
月9日-11日，梁漱溟曾在上海与蒋百里就抗战问
题长谈。蒋百里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
胜，但只要决不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蒋百
里告诉梁漱溟，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梁漱溟在
山东做乡村工作多年，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梁漱
溟速回山东，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 特
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
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一则免于资敌，一
则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而这类物资多很笨
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

蒋百里非常关注山东。在南京与梁漱溟重逢

后，当他得知梁漱溟明早与蒋介石会面时，请梁
漱溟转告蒋介石，自动请求去山东视察防务。蒋
介石同意了蒋百里的请求，并委托熟悉情况的梁
漱溟陪同前往。就这样，蒋百里和梁漱溟于19日
踏上了赴济南的火车。

途经徐州时，他们应胡宗南之邀前去拜访。
胡宗南时为第一军军长，对梁漱溟在山东开展的
乡村建设运动很感兴趣，特地了解了这方面的情
况，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

梁漱溟：蒋百里的远见卓识，

数十年后全部应验

8月22日晨，梁漱溟、蒋百里抵达济南。奉山
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之命，
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专程到站迎接。李树春把蒋
百里安排在车站附近、经一纬二路口的石泰岩饭
店。梁漱溟则前去省政府面见韩复榘。梁漱溟与
韩复榘很熟，梁漱溟在山东推行的乡村建设运
动，得到了韩复榘的大力支持。

对于蒋百里的到来，韩复榘有些狐疑。毕竟
蒋百里是奉蒋介石之命，而韩复榘与蒋介石不
睦。去年年底发生“西安事变”时，韩复榘是站在
张学良一边。韩复榘一见梁漱溟就问：“他干什么
来”？梁漱溟回答：“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
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于这样的答复，韩复榘
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

梁漱溟随即作了解释，把蒋百里如何重视山
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以及蒋百里向蒋介石的主
动请求告诉了韩复榘，并说：“百里先生认为，我们
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
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
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

韩复榘听后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
人还想守住南京!？”果然，四个月后，12月13日，南
京沦陷，韩复榘所言不差。

随后，韩复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
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
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

对此，梁漱溟似乎并不认同。回到石泰岩饭
店，梁漱溟把韩复榘的态度及观点告知了蒋百
里。令梁漱溟没想到的是，蒋百里说，韩之所见并
没有错。看到梁漱溟有些诧异，蒋百里讲明了其
中道理。据梁漱溟回忆，内容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
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
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
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
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
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
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
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
的问题：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撤。在政
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
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
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
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
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二、待机反攻，要
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
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
待西撤之后再做，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
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
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
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
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
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
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
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
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联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
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
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
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数十年后，让梁漱溟深为感慨的是：“今天来
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放在首
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
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
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

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
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
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
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8月23日，蒋百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梁
漱溟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二人相约，
25日，蒋百里由青岛，梁漱溟由邹平同时到济南，
共赴济宁。梁漱溟记得：“似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
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
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
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
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陪同视察青岛
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
问题。”

沈鸿烈：日军强行登陆，

毁其在青全部企业

那时的青岛，也是阴云密布。“1937年８月，日
军大批的舰船、飞机和海军陆战队，云集青岛海
面，并向沈鸿烈声称，要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保侨。
沈鸿烈也不示弱，坚定回复了他们：假如你们强
行登陆，你们的侨民安全难保，纱厂全部毁掉；假
如你们不登陆，我们将对侨民和财产予以保护。
沈在答复日军的同时，火急召集了驻威海的教导
总队连夜赶赴青岛待命。命令三军全副武装，来
了一个‘抗日游行大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炮车隆隆，吼声震天。游行示威第二天的拂晓，青
岛海面的日本军舰一只也不见了。8月31日，日本
各工厂全部关闭，日侨陆续回国。”

据《沈鸿烈撤离青岛前奉行“焦土抗战”》一
文（原载2008年12月4日《青岛晚报》）描述：

这时的青岛，港口还停迫着美、英的军舰。
美、英两国担心青岛很快就会陷落，便派出指挥
官会同两国驻青领事拜会沈鸿烈，问道：“青岛没
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应如何守土避战？”沈鸿烈
告之：“青岛军力有限，惟有数十万军民一心一
德，地方官守土有责，青岛市每一尺每一寸的土
地，日本人将流大量的鲜血才能取得。”

美、英官员闻之，对沈肃然起敬。与此同时，
沈鸿烈又遭遇了日本记者。这些日本记者从东京
来到青岛，采访沈鸿烈时问：“如果战事起，青岛
防守有没有把握？”沈鸿烈回答：“青岛的土地是
中国的领土，但青岛的企业财产则多是日本商人
的。如果起了战事，只好同归于尽。”日本记者回
国后，将沈的这段访谈内容登上了报纸，使得日
本当政者知道了，如果现在就强行进攻青岛，损
失将是巨大的，于是改变了策略，授命在青的日
本侨民和官员全部撤出回国。

1937年12月，沈鸿烈获悉日本陆军参谋部下
达侵略青岛的指令后，下令将日本在青岛的九大
纱厂、啤酒厂、四方发电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厂、
橡胶厂、自来水厂以及青岛港的船坞及其他机械
设备炸毁，又将二十多艘舰船沉于青岛港主航道
中。12月底，沈鸿烈率官员及武装力量撤离青岛，
转辗鲁西南地区坚持抗战。

而据《沈鸿烈及东北海军纪略》记载，传达撤
离命令的就是蒋百里。“同年11月,蒋百里代表蒋
介石到了青岛,让沈鸿烈贯彻国民党中央撤离青
岛的命令。”

黄仁宇：中国抗战决策，

正是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

蒋百里的济南论“战”，不妨看作另一篇“隆
中对”。此后不久，蒋百里撰写了《日本人——— 一
个外国人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意味
深长：“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
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
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事
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篇雄文的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
不要和他讲和。”曾参与过抗战的美籍华人、历史
学家黄仁宇认为：“1937年，中国被逼作战，无全
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
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
蒋百里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他总是说：“打

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
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
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
胜利定归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
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

遗憾的是，他自己未能亲眼看到抗战的胜
利，离开山东的第二年，1938年11月4日，他在广西
不幸去世。时在重庆的梁漱溟闻听噩耗，失声长
叹，对民国名士张一麟说：“五年前，我在山东邹
平，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地过访，覆到即行。漱
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
期至，乃适漱溟内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
观后，不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

‘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乃
曰：‘我知中日之战，是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
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
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
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予以民族主义劝
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居之乡村，则彼以生
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于乡村，我所以专
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
不哀痛吗？”

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人纷纷写挽联、
挽诗哀悼。黄炎培先生写的挽联是：“天生兵学
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
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
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谓蒋百里“文学家”之说，是因为蒋百
里文学造诣很深，主编过《浙江潮》，主持过“读者
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主编过《改造》杂志，
出版过《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作序，至今仍
为美术学院教材。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继攻陷平津之后大举南侵。鉴于山东战略地位重要，兵学泰斗蒋百里向蒋介石主动请求视察山山东防务……

数十年后，儒学大师梁漱溟感慨：“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蒋百里济南论“战”

□ 本报通讯员 王立晴 刘元阁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在广东、广西及福建等南方诸省中，梁氏是
颇有历史渊源的望族大姓。发展至今，人口已达
1200余万，诞生了梁启超、梁实秋等一批文化名
人。然而，这样的一个名家辈出的家族，其家庙中
供奉的祖先却出自北方，是一个被叫做梁鱣的齐
国人。

梁氏起源追至周

梁鱣（前522—?）字叔鱼，战国时期齐国人，
居千乘（今高青唐坊镇），传为周代康伯九世孙，
晋大夫益耳五世孙，春秋末期孔子弟子，从游圣
门最久，列为七十二贤之一，晚年迁居鲁国曲阜，
参与《论语》编写。宋代被封为“千乘侯”。

关于梁鱣的身世，诸史已不可考。相传，梁氏
为黄帝后裔，奉梁康伯为授姓始祖。据《通志·民
族略》载：周时，秦仲受命讨西戎，秦仲有子五人，
长曰庄公、少曰康。周平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
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以其先人大骆、犬邱
地与庄公，俾嗣秦，而封其弟康于夏阳梁山为梁
伯，建立梁国（夏阳今陕西韩城县），数传至周襄
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为秦所灭，改称梁地为
少梁。其遗民就以国名“梁”为氏。

作为嫡族，春秋时，梁康伯的玄孙梁益耳率
领族众迁徙到了晋国，并在晋国做了官，为晋文
公称霸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五将之首。晋灵公
三年（前618年），权臣赵盾诛梁益耳等，梁氏家族
再受重创，其子孙被迫徙齐国，在齐国千乘定居
下来，并在齐国屡有建树。至梁鱣之父梁钧时，已
升任齐国大夫。

关于“梁”的起源，在典籍《诗经·大雅》中记
载：“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在典籍《国语》中也记
载：“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这里的“梁”，就是指
架在河流上的桥，所以其注云：“成梁所以便民，
不使涉也。”有了小桥，人们就不需要赤脚趟水，
当然给百姓带来很大便利。“梁”字除了有桥梁的

含义之外，在古代还有河堤、
围堰的意思。历史上地处黄
河故道的魏国都城（开封）大
梁，以及少梁等城市，都是因
地起名。之所以如此称呼，并
不是因为这里有大的桥梁，
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大的矮
坝堰，利用它可以捕鱼，满足
人们的口腹之欲。在典籍《诗
经》中说：“毋逝我梁，毋发我
笱。”这里的“梁”，就是“鱼
梁”，即在河边筑起矮堰，站
在矮堰边，可以用竹子编织
的笱，捕捞泥鳅、黄鳝之类的
小鱼。由此，在古代的近河、
湖、泽、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中，有许多人皆以

“梁”为姓氏，世代称梁氏。

千乘大鱣取为名

梁鱣所在的千乘，即今天的高青唐坊、芦湖
及周边，在古代，这里草木茂盛，大河密布，湖泊
深广，是齐国苑囿所在，有济水、漯水两条大河，
两条古河都是直接注入大海，在这两河平原上现
依然遗有有大芦湖、马踏湖两大沼泽湖泊。而梁
鱣之所以起名为鱣，就与此有关。

梁鱣，字为叔鱼，叔鱼二字，根据字名命名的
原则，叔字是指其在家中排名第三（伯仲叔季），
鱼则是指“鱣”这种鱼类。据资料载，“鱣”是一种
生活在大河中的一种大型鱼类，为鲟科淡水鱼
类。《说文》释曰：鲤类也。《尔雅·释鱼》注：大鱼。
似鱏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
大者长二三丈，江东呼为黄鱼。据《康熙字典》，

《尔雅注疏》卷九·释鱼第十六中将鱣列鲤之后，
为第二类常见鱼，陆机云：“鱣出江海，三月中从
河下头来上，形似龙，锐头，口在颔下，背上腹下
皆有甲。今於盟津东石碛上钩取之，大者千余斤，
可蒸为 ，又可为鮓，鱼子可为酱。”陆机所指的
河即为黄河，至今高青此地黄河（原漯水河道）仍

有特产黄河鲤鱼、黄河刀鱼，即是三月逆流而生，
符合陆机所言。

至今，高青县唐坊镇梁孙村等村，多有梁姓
后人，著名的千乘城遗址也正是位于高青县唐坊
镇。由此可见，历经遥远的两千多年，梁氏在高青
依然能找到存在的痕迹，其与先祖梁鱣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家族迁徙多曲折

在高青县唐坊镇,至今流传着关于梁鱣的一
些传说。相传，梁鱣自小聪明伶俐，过目不忘，勤
奋好学，五六岁时就能背诵《诗经》，八九岁时就
已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易》等深
奥古书，被喻为神童，深得长辈们的赏识。后来，
因任齐国大夫的父亲梁钧在孔子来齐国讲学时
负责接洽，于是梁鱣与孔子熟识，并拜孔子为师。

梁鱣成为孔子弟子后，徙曲阜从学，很快成
为出类拔萃的学生，追随孔子游学列国，协助孔
子缮写《春秋》，成为了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之
后，梁鱣率一家人离开曲阜，到郓州定居，于周考
王元年（前440年）去世，开创了东原（现东平）梁
氏的先河。

明代《乐安县志》载，“梁鳣,齐人也。县特其

封邑”。梁鳣年届三十，还没有生儿子，他母亲想
为其另娶，后来因听从商矍的劝告，作罢。梁鳣四
十二岁才生骢，取名赎字，子襄，为曾子门徒。父
子皆祀孔庙。

自东汉永平十五年( 72年)明帝刘庄到曲阜
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之后,作为孔门弟子之
一,梁鳣便受到历代官府的祭祀和封赐,汉追子京
侯。唐代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梁伯”；宋代大中
祥符二年，加封为“千乘侯”；明嘉靖九年改称为

“先贤梁子”。
梁鱣之后，梁氏家族在东原的发展日益壮

大，逐渐吸引了众多梁氏后裔徙转东原。自唐宋
开始，梁鱣的后人开始显露，先后涌现了梁孟涓、
梁通、梁颢、梁固等名人，遂使东平梁氏家族步入
显赫官宦之门。而对先祖梁鱣的册封也是从唐代
东原梁氏发迹开始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年封为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为千乘
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为先贤。至今，孔庙东
庑奉祀。有资料证明，在唐宋之际，当时的望族东
原梁氏即已经追认梁鱣为先祖了。据东原梁氏族
谱所记，历代梁氏族在国中被封侯者达48人，进
士167人，而东原族系历出的高官之多，为历世所
罕见，史有“满堂笏”“梁半朝”之美誉。

北宋灭亡后，东原梁氏追随南宋王室逐步南

迁，渐渐在两广、福建、江西等地定居并开枝散
叶。明清时期，梁姓在粤桂湘赣四省繁衍很快，在
南方稳定地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典型的南方大
姓。清初梁姓始入台湾。

时至今日，梁氏家族每年都举行形式多样的
宗亲会，清代以来，广东、香港、台湾梁氏还专门
建立了大量庙宇，将九世祖梁鱣作为主祀，香火
至今不断。

血缘牵起两岸情

进入清代，梁氏追族慕贤之风兴起，在两广、
福建、台湾、香港等地，至今遗留的梁氏宗祠有几
十处。而对梁氏先祖的追根问族又以福建和台湾
为盛。

近现代以来，梁氏在两广和港台名人辈出，
近代的梁启超是一代巨匠，现代的港台明星梁朝
伟、梁家辉、梁静茹、梁咏琪等，以及现任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都是梁氏名人。

梁氏族人、原哈工大教授梁光荣编著了《梁
氏通俗史话》一书，书中采用了台湾著名漫画家
梁又铭绘制的《叔鱼公遗范》和台湾国民党原中
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题写的《叔鱼公传略》，追认
梁鱣为始祖。文中提到：梁鳣字叔鱼，春秋时齐
人，为梁康第八世孙，居齐之千乘。孔子弟子，少
孔子二十九岁，列七十二贤，晚年迁居郓州。生三
子：曰骢、曰周、曰同。遗言以“忠孝”二字，为永远
家训。民国五十八年十月裔孙寒操恭录。

此后，另一位研究梁氏文化的专家，新加坡
福建新闻出版社美术编辑、梁氏公会教育基金会
秘书（祖籍福建南安诗山）梁毅也绘制了《叔鱼公
画像》，追认梁鱣为梁氏始祖。画像中点明梁鱣生
于齐国千乘等内容，将梁鱣的出生地定格在了北
方遥远的山东高青。

寻根文化历来是中国人文中一个绕不开的
话题，梁鱣虽然不是梁氏的第一代始祖，但由于
他是孔子学生，在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备受推
崇，多数梁氏家族都尊奉其为先祖，飨祀庙宇。
2011年，山东东平县举行了“世界梁氏宗亲拜祭
叔鱼公祖墓仪式”，并在东原梁林修立了叔鱼公
墓碑，2012年，又举办了叔鱼公大宗祠奠基大会，
通过梁鱣将东原梁氏和南方梁氏搭起了桥梁，也
明确了梁鱣的祖地——— 高青。

作为东原梁氏始祖梁鱣的发迹地，高青有着
6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齐国立国之地，有
狄城、千乘城两座齐国城邑，也是梁氏、蒋氏、田
氏等族姓的地望所在。随着当代梁氏文化研究逐
步深入，两广、香港、台湾等地的梁氏族人陆续追
随祖先当年的足迹来到位于黄河岸边的山东高
青探寻叔鱼公的足迹。

■ 齐鲁名士

梁鱣所在的千乘，草木茂盛，大河密布，湖泊深广，是齐国苑囿所在，有济水、漯水两条大河直接注入大海。梁鱣之所以起名为鱣，就与此有关———

梁鱣：先贤梁子出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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