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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实习生 崔 蓉

早年意气风发

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出身名门，曾祖赵
振业，明天启乙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入清
以后，作过山西、江南两布政司参议。叔祖赵
进美，明崇祯庚辰进士，入清以后，官至福建
按察使。赵执信的祖父赵双美，只是一个拔贡
（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父亲赵
作肱，仅是一个增生（古代科举生员之一）。

赵执信出身官僚书香门第，童年的他就表现
出了过人的天赋。赵执信七岁时，一天，他手扶着
一棵梧桐树，围着树跑，很开心。他的父亲想考考
他，便说：手扶梧桐团团转。谁想到赵执信灵机一
动，脱口而出：足登楼梯步步高。

赵执信九岁写的文章，就“以奇语惊其长
老。”据《赵执信墓表》记载：“九岁里中诸名士会
文，先生径造焉。众轻之曰：孺子何为者？及受题，
先生立成数艺。语文名俊，一座皆惊。”赵执信当
时所做的是《海棠赋》，以遣词优雅，颇富意蕴，为
同乡内秘书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所赏识，对他
倍加称道，认为日后必成大器。

赵执信十四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山东乡
试第二名举人。在乡试中，主考官是以善择人
才而闻名的翰林编修翁叔元，他对赵执信颇为
欣赏，“以得人自庆”。后来亲自把自己的儿
子翁海光送到赵执信的门下。

十八岁，赵执信中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
进士，自此踏入仕途，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岁就担任了山西乡试正考
官，乡试完毕后顺道回乡，途中经过冷泉关，
晋城等地，翻越太行山。在这期间，他创作的
诗有四十四首，收入《并门集》，其中七言古
诗《道傍碑》是赵执信初期的优秀作品。

赵执信二十五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
检讨，同时还任《明史》纂修官，参与修《大
清会典》。当时，会典的体例，大多袭用明朝
旧制，许多人都推辞不敢任。但赵执信则认为
编纂会典利国利民，坚持编成，负责编纂会典
的其他官员也对他敬佩不已。

观剧惹祸被罢官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即赵执信二十八
岁时，发生了“《长生殿》剧祸案”。在这个
暴露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南北党争的案件中，
赵执信成为被排挤的主要对象。

这年八月中旬，赵执信被《长生殿》作
者、友人洪升邀请观赏这部传奇。由于这次宴
饮观剧是在康熙佟皇后病逝的“国恤”期间举
行的，被乘机弹劾。赵执信后以“国恤张乐大
不敬”的罪名被革职除名，从此结束了他在北
京的十年仕宦生涯。

当时京都有人对赵执信的才华和遭遇发出
了“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
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感叹。

从削职还乡到六十三岁是赵执信的漫游时
期，除断续家居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浪迹江
湖。东至黄海，西到嵩山，南到广州，北至天
津，游历的地区除山东外，还有河北、河南、
江苏、浙江、江西、广东。

多次的漫游，使赵执信逐渐深入社会，贴
近人民。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
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人民的苦难。在
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如：
反映虫灾的《纪蝗》；反映水灾的《大堤
叹》、《碧波行》等。反映农民暴动的《氓入
城行》则是他现实主义诗篇的顶峰。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六十三岁的赵执信
结束了他的漫游生活，返回故里，退居因园
（即现在的赵执信纪念馆）。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冬，赵执信因病致盲，但诗歌创作仍
不断。目盲后，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再
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
秋，赵执信以８３岁高龄卒于故里。

后人对赵执信的崇拜，不仅仅因为他是出
身博山的大官，而是更多来自他的人格魅力。

在因园的一块石碑上写有“秋谷高风”四
个大字，据纪念馆讲解员说：这四个大字是赵
执信亲笔所写，大气磅礴，苍劲有力，寓意人
要高风亮节，虚怀若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道斌先生给了赵
执信一个更中肯的评价：“虽然执信一生潦倒
以终，但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强
不息，勤奋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
和多篇散文、诗论，能在形式主义诗风泛滥的
清初诗坛上独树一帜，敢于以现实主义笔触揭
露封建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并表现自己不与世
沉浮的抗争精神，丰富了清初的诗坛，为当时
的文学发展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与博山建县关系颇深

赵执信的家乡于雍正十二年改为博山县，
系今天淄博市博山区。而关于博山建县，当地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则传说。

颜神镇距青州府一百八十里，其间山川纵
横、崎岖难行。官府规定钱粮交纳需到县衙，即
使曾任职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及内秘院大学士
的孙廷铨家也不能例外。有一年麦季，孙家交粮
的骡马大队风尘仆仆赶至益都县城，此时天色已
晚，但交粮队伍仍然很长。孙家仆人请求收粮官
是否可以因其路远先行查收，但却遭致收粮官的
抢白：“嫌远？把县衙搬你们家门口啊！”仆人返回
颜神镇将交粮的遭遇告知孙廷铨，孙廷铨不但不
怒，反而高兴地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于
是将建县的事情交给了十八岁中进士的赵执
信。后来，赵执信撰《分境议》陈述设县理由
与方案，总督据此上请，最终于雍正年间建立
博山县。

虽然这是一则有着浓郁附会色彩的传说，但
有学者考证，赵执信与博山建县却是关系颇深。

赵执信作为当地著名士绅，曾有多位官员
就建县一事拜访他，但一直未有结果。直到雍
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夏六月，时任河东总督王士
俊得知颜神镇百姓立县之议犹在，于是坚定为
其改县的决心。由于新官初任，王士俊对此了
无头绪，于是先命青州府知府寻访当地士绅。
两位官员在赵执信处得其撰写的《分境议》。
这篇重要文字被收入他的《饴山文集》第十二
卷。该文以问答的形式呈现，详述颜神镇立县
的地界划拨方案。

王士俊听闻“大悦”，据以上奏朝廷，至
此，从明代开始延续两百余年的颜神镇立县之
争终于尘埃落定。

少年得志青年失意 官拜翰林浪迹江湖

赵执信：３００年前的传奇文人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蒲建霖

精通数门学问的“杂家”

淄川区双杨镇藏梓村是梓橦山鬼谷洞风景
区所在地，是鬼谷子文化发源地。５月１３日，双杨
镇藏梓村村委工作人员王桂珍带记者探访了梓
橦山鬼谷洞遗址。梓橦山谷深林密、峭壁危岩、沟
壑相间、僻静幽邃。史料记载，春秋末战国初，鬼
谷子在此讲学，培养了众多军事天才，使这里被
赋予一层神秘的面纱，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军事
学院”。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央军委原
副主席、国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鬼谷仙
境”四个大字。

而鬼谷子本人也被称为“史上培养奇才最多
的牛人”，他既有政治家的六韬三略，又擅长于外
交家的纵横之术，更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预
言家的江湖神算，所以世人称他是一位奇才、全
才，民间亦有传说鬼谷子是命理师的祖师爷。鬼
谷洞门口有一副后人为其撰写的对联：看破红尘
望归隐归隐从未断红尘，超脱世人愿得道得道未
曾辞世人。

鬼谷，谷深１０余米，相传春秋时期鬼谷子就
在此考验他的弟子。现在的步云桥，就架在鬼谷
之上。古时，鬼谷上边只有一根２０米长的独木桥，
下边是水流湍急的梓橦河。这根独木桥，是去鬼
谷洞的必经之路。

相传，孙膑与庞涓相约来鬼谷寻鬼谷子拜师
学艺，看到腐烂不堪的独木桥，庞涓就想回头，孙
膑求师心切，冒险走了过去，人走过之后，腐木立
断，坠入深谷。孙膑见到鬼谷子并拜了师。鬼谷那
头可急坏了庞涓，他后悔不该动邪念，忙跪倒在
地，求鬼谷子收下他这个弟子。鬼谷子说“腐木为
的是考验你们的决心，我今只收一个徒弟，你还
是请回吧!”孙膑忙跪下给庞涓求情：“我二人情同
手足，肝胆相照，一路披星戴月，好不容易来到了
鬼谷胜地，希望师傅收下他吧!”鬼谷子叹了口气：

“此人心术不正，日后必会害你，难道你不在意
吗？”孙膑是个忠直之人，哪会考虑日后的事，忙
说：“我二人是结拜弟兄，荣辱与共，但求师傅成
全!”鬼谷子双目微闭，口语振振：“念于孙膑的赤
诚，你庞涓就先在鬼谷住下，你闭上眼过来吧!”鬼
谷子用手一点，立即刮来一阵大风，把庞涓卷了
过来。

多年后，一切如鬼谷子所料，庞涓任魏国大
将军后，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腆刑剔去其膝盖
骨。

桃李满天下 思想传后世

鬼谷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位神秘的人物，关于
他的历史资料最早只有《史记》中提到的“鬼谷子”、

“鬼谷先生”几个字，民间更传说他成了神仙。他在
梓橦山作窟三丈，潜心修炼，著成了《鬼谷子》这本
智慧、谋略之书，并在此地讲学，传播他的思想。
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就是在梓橦山跟随鬼谷子
学艺，得到鬼谷子的真传而成名天下。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载：苏秦是
东周洛阳人，张仪是魏国人。明朝嘉靖二十五年

《淄川县志》载：鬼谷子于梓橦山授业于苏秦。由
此而知，鬼谷子在梓橦山隐居讲学，有迹可寻，有
史可查。

孙膑是齐国的军师，在中国历史上曾留下田
忌赛马、请师出屋等金点子故事，并策划了齐魏
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著名战役。他的“围魏救
赵”和“减灶之计”在中国及世界军事史上被广泛
利用，他所著的《孙膑兵法》与孙子的《孙武兵法》
统称《孙子兵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兵书战策。

庞涓精于实战，在魏国任大将军，多次发兵
征讨，战无不胜，曾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苏秦在历史上留下了苏秦背剑、头悬梁、锥
刺股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发奋
读书。他充分利用鬼谷子的合纵术，合纵六国，共
抗强秦，使秦国不敢出兵达十年之久。苏秦身佩
六国相印，在中国历史上仅有他一人。

张仪是秦国的相国，他使用的“无中生有”之

计与孙膑的“围魏救赵”同被列入“三十六计”之
中，在世界政治、军事外交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在
师兄苏秦死后，他采用连横术，瓦解了六国合纵，
使秦国逐步消灭六国，最终统一中国。

鬼谷子的四位高徒控制左右了战国中后期
近百年的军事走势和政治格局。东汉的张良、唐
朝的魏征、明代的刘伯温都是精通鬼谷子文化的
学者辩士，他们利用纵横学派的理论方法，成功
左右着当时的军事、政治走势。

开发保护与传承

鬼谷子及其弟子的成功，值得后人研究借
鉴、挖掘开发。如今，双杨镇非常重视对鬼谷子文
化的开发保护。双杨镇党委委员蔡伟告诉记者，
对待这类文化内涵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地方政
府应该着重对其内容进行保护和传承。

矗立在鬼谷洞遗址的八棱碑，始建于明朝万
历年间，1995年重建。据考证，此碑又名无字碑，
高5米，重18吨，是明朝万历年间，淄川八大乡绅
为纪念鬼谷子诞辰２０００周年而立。因鬼谷子的高
度难以叙述和撰写，仅用无字碑，让后代口口相
传，表明鬼谷子功德无量。中国古代共有两块无
字碑，一块属于一代女皇武则天，另一块便属于
鬼谷子。

去年，双杨镇对鬼谷洞遗址进行了整体的修
整，带领记者参观的王桂珍就是参与到修整工作
当中的一员，她带记者所到之处，路边随处可见
他们当时亲自栽种的树木。作为修整工作参与
者，作为藏梓村当地人，王桂珍对鬼谷子文化有
所钻研，很是热衷，对亲手栽种的一草一木都倾
注了很深的感情。

藏梓村作为鲁中地区旅游特色村，要实现科
学发展，必须依托生态优势、地理优势、旅游产业
优势，大力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借助
鬼谷子文化，梓橦山风景区被评为国家级３Ａ级
风景区、省农业旅游示范点。同时，该村发展农家
乐乡村游，实现了由卖产品到卖环境和历史文化
的转变。

探访梓橦山鬼谷洞遗址

一代“杂家”的通天彻地之道

位于博山区秋谷路
的因园里，曾住着一位
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
清初文人。他十八岁入
翰林院，二十八岁因看
戏被罢官，所写的一篇
文章与博山建县有密切
关系。他就是清代著名
文学家赵执信。

虽然赵执信已逝世
近３００年，但博山人民
对他念念不忘，他的传
奇故事一直为后人所传
颂。２００５年，其故居因
园（赵执信纪念馆）被
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记者 杨淑栋
实习生 崔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临淄区文化出版局

为巩固“五·一”假日期间文化市场治理成
果，重点对辖区文化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行动。截至目前，临淄区文化出版局共出
动执法人员８０人（次），出动执法车辆２０台

（次），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４０余家，发放
安全检查记录５０余份，责令整改１３家次。

据了解，五一假期结束后，临淄区文化
出版局通过远程视频监控平台监控网吧和歌
舞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实现了人防
与技防的有效结合，重点对灭火器材过期失
效、抽烟、场所违规住人、使用大功率电
器、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问题开展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采取反复检查的方式，对查出的
问题能当场整改的当场整改，不能当场整改
的限期整改。

临淄开展文化市场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记者 杨淑栋
实习生 崔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５月１２日，记者从淄博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关于２０１５年淄博
市文化惠民２５件实事暨“淄博周末戏曲大舞
台”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淄
博市将“周末戏曲大舞台”项目列入全市
“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２５件实事之一，并
于５月１５日正式启动，市民每周五晚上可以
走进剧院，免费观看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据了解，“淄博周末戏曲大舞台”按照
“政府买单、院团演出、群众受惠”原则，
由政府出资购买淄博剧院每周五的场地使用
权，免费提供给专业院团、民间剧团和其它
文艺团体使用，让群众每周五晚上免费观看
演出。演出形式以戏剧为主，同时结合儿童
节、重阳节等传统文化节日重要节点，举办
音乐会、歌曲、舞蹈、曲艺等其他形式的主
题演出。本年度“淄博周末戏曲大舞台”定
于５月１５日启动到１２月份结束，全年演出结
束后将适时开展“淄博周末戏曲大舞台·老
百姓最爱看的戏”评选活动。

戏曲大舞台开唱

市民免费看好戏

□记者 杨淑栋
实习生 崔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５月８日，苏州连环画协会

会长、中国连环画爱好者联谊会会长姚嘉康
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无偿捐赠了２００６年天津
人美版５０开本《聊斋志异》系列连环画，纪
念馆将设立专门展区对捐献的连环画册进行
集中展示。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连环画，是姚嘉康
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的第九批《聊斋》
系列连环画，为２００６年天津人美版５０开本
《聊斋志异》系列连环画，全套共１０１册，
当时发行量３.５千套。截至目前，姚嘉康先
生已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聊斋》系列连环
画达上百册。

蒲松龄纪念馆

获赠《聊斋》连环画

□记者 杨淑栋
实习生 崔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文化部门将

整治黑网吧、网络、出版物市场等，净化全
市文化环境治理，特别是中小学周边将建
２００米“文化保护区”。

据了解，中小学周边“文化保护区”
内，淄博市将清理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的洗浴
按摩场所、音像制品出租店、“三无食品”
店、不良玩具店和成人用品商店，清除中小
学校周边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歌舞厅、卡
拉OK厅、游艺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取
缔中小学校周围２００米以内开办的网吧、彩
票投注站点和非法行医的诊所，严厉打击校
园周边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
点。

淄博市相关文化部门将按照“经济户
口”、属地管理和网格化监管的要求，采取
明查暗访、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网吧进行拉
网式排查。

中小学周边将建

２００米“文化保护区”

□杨淑栋 闫盛霆 报道
５月１１日，淄川区老年大学教师宋炳华

（右一）在其７０岁生日之际，精选了自己不
同时期创作的１５２幅作品展出。

据悉，宋炳华自幼喜爱书画，一直坚持
创作。２００９年８月，他被淄川区老年大学聘
为山水画教师，至今已培训学员８０多名。

“鬼谷传说”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藏梓
村的鬼谷洞遗址，是淄博市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鬼谷子姓王名禅，字
诩，道号鬼谷，民间传说其母食谷而
孕，因而取名鬼谷，是战国时期著名
的道家、军事教育家，先秦诸子之
一，被世人誉为纵横家的鼻祖。他通
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

据推测，鬼谷子生于公元前４００
年，卒于公元前３２０年，主要著作有
《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其
中《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
辩论技巧，而《本经阴符七术》集中
于养神蓄锐之道，用以修心修身。

阅读提示

在鬼谷洞遗址，游客正在拍照留念。

阅读提示

因园 (赵
执信纪念馆 )
一 角 。( 资 料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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