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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

尼山位于曲阜、邹城、泗水三地交界处，
海拔不过340余米，山顶五峰连峙，后人为避孔
子讳，将尼丘改称为尼山。

在孔子出生前，尼山还叫“尼丘”。当时
住在山脚附近的孔子父母“祷于尼丘”，或许
是感动了尼山的“土地神”，不久就有了孔
子，两人干脆给孔子起名丘、字仲尼。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没有孔子，尼山不必改名，可
若是真没有孔子，尼山也断然不会有如今的名
气。

从孔子父母专程上山祷告求子的举动可以
看出，孔子承载着父母太多的期待。这种来自
家庭、来自家族的天生责任感伴随着孔子一
生，对他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尼
山以东的东夷土地，今天的沂蒙山区，也有诸
多孔子的足迹。如今，这些山水形势未变，讲
述着远古的传说。

父亲叔梁纥在此征战
孔子的先祖脉络清晰，可追溯到商朝王室

的微子启。微子启为商纣王之兄，因不满暴
政，投奔周，封为宋国国君。

孔子的祖先中第一个姓“孔”的是孔父
嘉，以大司马身份辅佐宋穆公和宋殇公达19
年，以“贤”著称。公元前710年，孔父嘉被政
敌太宰华父督发动政变所杀，孔氏卿大夫的世
袭之位被废除，其子木金父被降为士。家族从
此走上没落之途，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为避
宋乱”，而迁居鲁国，并被封为大夫。

孔子父亲叔梁纥虽只是贵族身份武士，却
以勇敢著称，他最伟大的壮举就是冒死固守防
邑（今临沂兰山境内防城故城）。公元前556
年，强大的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齐军高厚带
领部队围困了鲁国的防邑。

被围困的人中有鲁国上卿大夫臧纥、孔子
的父亲叔梁纥和臧纥的弟弟臧畴、臧贾。因臧
纥的职位最高，鲁国派出军队想要救出臧纥。
鲁国救援的军队从现今泰安东部一个叫阳关的
地方出击，但到了接近防邑的地方却不敢前进
了。

这时，勇敢的叔梁纥挑选了三百名精悍甲
兵，在夜色的掩护下，带着臧畴、臧贾，一起
保护着臧纥突围而出，将臧纥安全送到了鲁军
的防地旅松。突出重围救出上卿大夫臧纥，原
本可以戴功撤退了，可叔梁纥不走，他不能让
自己的土地落入敌人之手，竟转身杀入重围，
固守防邑，与如狼似虎的齐军公然对峙。慑于
叔梁纥的勇猛果敢，久攻不下的齐军只好撤
退。

当年的防城故城，即今临沂市兰山区方城
镇古城里村，位于方城镇驻地北两公里处，距
区政府约50公里，古城墙呈不规则椭圆形。该

地东临方城河，西临诸满河，北靠蒙山东段余
脉，地势开阔平坦。再加之村西有一华泉，水
资源丰富，可谓山清水秀。该城址，是新石器
时代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东
周、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古
文化遗址。

古城里村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这
里就留有人类活动的痕迹。现村内仍有史前时
期遗址一处，高约2米至3米，面积约8万平方
米。据考察其上限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下限
为岳石文化时期。此地大量出土龙山文化新石
器时代的遗物。

如今，古城里村已是普通鲁南村庄模样，
平房纵横，百姓安居乐业。当年，村址上曾有
一座城市，于公元前665年筑城，史称防邑。防
邑是鲁国的东疆重镇。据《春秋·隐公九年》
载：“公会齐侯于防。”

古城里依山傍水适合居民聚集，西汉至晋
代，古城里村为华县县治，曾做过临沂旧治。
据新旧各种志书资料记载，截至目前，古临沂
治所尚有三种不同说法：一说在诸葛城(今临沂
白沙埠乡内)；二说在临沂庄(今兰山区汪沟乡
内)；三说在古城里(今兰山区方城镇内)。

清乾隆二十五年《沂州府志》卷七《古
迹》载：“临沂城，县北五十里，今临沂社是
也。”同书“乡社”目，有“孝感乡”“临沂
社”的记载，说明今临沂市北确实有临沂社。

前几年在古城里村发现一块古石碑，上刻
“临沂”二字，不见时间和书丹者名字。询村
中老人，称原在古城里东门上首，明清时就
有，后门拆碑存，今仍立于村东门外。这更是
此地曾属古临沂的证据。

古城里村西北有一眼华泉，历史悠久。据
光绪《费县志》记载：“华泉在古华城北，一
名‘养正泉’，绕至城东，多生蒲苇，南流入
防城河。”又据《汉书地理志详释》载，古城

里村北有泉，因“平泽中泉眼百余似华也而名
华泉”。

古城里村人杰地灵，曾一度传为颜回孝悌
里之地。有史可考的是，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
曹操手下著名大将臧霸的故地。臧霸，字宣
高，曾任琅琊相，类同临沂地区行政长官第一
把手，他为人正直义气。

登东山而小鲁
孔子为叔梁纥六十多岁所生，从小就超

凡。在青年时期，孔子于鲁国担任过管理仓库
及畜牧的小官，后因其博学多闻、修书习礼而
聚众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孔子都将
其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子贡、颜
渊等，这些是孔子较早的一批弟子。

孔子创设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并
且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下移之风。昭公二十五年
（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开鲁国前往齐
国。孔子在齐国深受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并
且时常问政于孔子。但受奸人所害，孔子在齐
国终不得志，遂又返鲁。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臣
擅权。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
“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退隐而修
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
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

鲁定公九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
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
年，四方则之”，他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
大司寇。齐国担心孔子治理鲁国，而使鲁国比
自己强大，于是送女乐到鲁国，季桓子沉迷于
女乐不理朝政。孔子感慨难以实现其抱负，遂
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
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颠
沛流离之旅。

在卫国，孔子受到卫灵公礼遇，但又因卫
灵公听信谗言开始监视孔子及其弟子。孔子愤
愤而返。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
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便带弟
子离开。

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
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最后还是
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师徒免于一
死。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孔子再次回到鲁
国。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
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
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
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在沂蒙大地上也留下
不少足迹，对沂蒙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有重要作
用，最显著的是他在沂蒙大地游览踪迹和广收
临沂弟子。

《孟子·尽心上》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东山”与《诗·豳
风·东山》中的“东山”所指一致，即今临沂市
平邑、费县、蒙阴、沂南等境内的蒙山。

孔子离开费邑之后，心中宽阔，遂登蒙
山，留下了“大通岩”“小鲁处”“望海楼”
“圣憩石”等遗迹。《论语·雍也》曰：“智者
乐水，仁者乐山。”在山水自然面前，仁者看
到的已不仅是山水，而是天下苍生。“仁”是
其思想核心，在这句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孔子作为一位仁者，攀蒙山而小鲁，鲁国
和东夷国家都是平等的，鲁国相对大，却又相
对小。这句话既是他固有情怀的自然流露，又
是这位鲁文化代表人物对东夷文化已有所包
容、接纳、融合心态的表现。

在当时东夷与鲁之间尖锐的矛盾之下，孔
子以包容、接纳的思想将两种文化相融合，真
正做到天下大同，在不断的兼容并蓄之间创造
更加优秀的中华文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是仁者俯视天下的气魄，也是一位思想家在不
同区域文化间的兼容并包的心态。

传道授业多徒弟
据《韩诗外传》载，孔子于郯遇程本子，

“倾盖而语终日，甚悦”。随即，他叫来子路
说：“由来，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曰：
“昔者由也闻之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
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诗》
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
愿兮。’且夫程本子，天下之贤士也，吾于是
而赠。”孔子爱贤举才，遇贤士则促膝而谈。

据清乾隆年间修《郯城县志》记载，孔子
曾到郯东部的马陵山上登高望海，后人称此地
为“望海楼”。孔子“问官”之后，曾感慨地
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
信。”孔子将鲁文化的种子传播至此，对齐鲁
大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孔子在几十年的漫游过程中，为沂蒙大地

留下了众多的足迹。主要遗址、遗迹有：孔子
小鲁碑、望海楼、圣憩石、大通岩、遇圣桥、
“子宿”村等。另外，临沂兰山境内孔庙又称
“临沂文庙”，是历代祭祀孔子的地方,旧时一
直是州学、府学所在地，临沂市区内仅存的一
处古建筑，也是鲁东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孔
庙。

《临沂县志·秩祀》记载：“孔子庙，在县
治西，旧在东南，宋靖康毁于火。金守臣高召
卜迁今地，其后再毁再葺。元末兵燹，故址仅
存。明洪武二年，知州罗希孟重修。正统年
间，知州贺祯再修。弘治间，知州张凤、吴
寅，正德年间知州朱衮，相继增修。嘉靖三十
五年，东兖道任希祖见庙庑圮坏，呈请拆经府
殿房重建。清乾隆初，知府李希贤、道光十五
年知府熊遇泰、光绪九年知府锡恩，重加修
缮。”可以看出，宋代开始建庙，金代在此定
址，数次被毁坏，也历经各朝代加以修复完
善。

在春秋时期，临沂有一大部分属于鲁国疆
土，因此孔子的弟子中一部分属于沂蒙籍。孔
子众多沂蒙子弟中比较突出有曾参、仲由、澹
台灭明等。曾参（前505年-前436年），字子
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人），中国古
代思想家、教育家。从师孔子，孔子以为能通
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参回到家
乡，便专注于传播儒学，设帐授徒，后被称为
宗圣。

仲由（前542年-前480年），字子路，鲁国
人，今山东平邑县仲村镇人，“孔门十哲”之
一，为人刚直擅勇力。一生追随孔子，保护孔
子，并且积极维护和实践孔子的儒家学说，称
“先贤仲子”。

澹台灭明，复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
鲁国武城（今属平邑县南武城）人，教育家，
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唐封其为“江伯”、宋封
其为“金乡侯”。澹台灭明离开孔子后就南下
到达楚国，“从弟子三百人，设去就，名施乎
诸侯”，也正因为这样，那时候的南昌虽然远
离中原，但是从来没有被称为“蛮夷”。

除此之外，孔子弟子还有子游、有若、颛
孙师、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
子贡、冉有、季路、子夏等，均生于沂蒙地
区。孔子及其弟子在沂蒙地区传播儒学思想，
并对沂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沧桑齐鲁

据《郯城县志》记载，孔子曾到郯东部的马陵山上登高望海，后人称此地为“望海楼”。孔子“问官”之后，曾感慨道道：

“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将鲁文化的种子传播至此，对齐鲁大地的文化融合与发展作出重要要贡献。

孔夫子踏足沂蒙

□ 于建勇

说起黄中慧，鲜为人知。《人民日报》原高级
编辑、传记作家、《在历史现场》一书作者李辉说：

“不清楚黄中慧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
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

但有一副挽李大钊的对联：“求仁得仁公应
无憾，以暴易暴吾谁与归。”就是黄中慧所写。可
见，黄中慧并非无名之辈。

笔者多方查阅史料得知：黄中慧，字秀伯，江
苏江宁县(今南京)人，曾赴美留学，以道员分直
隶，清末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首席参赞。其父黄
慎之(名思永)，光绪年间状元，实业家，与张謇被
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

尽管黄中慧不是特别有名，但因在胶济铁路
的一次乘车遭遇，一时成了报纸上的主角。

1905年4月30日，黄中慧乘火车赴青岛。那一
年，是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通车初期，只
有1列客车在青岛—济南之间往返运行。1908年9
月，又加开1列快速客车，只在大站停车，所以那
时能够乘火车的人很少。

这本该是一次非常愉悦的旅行。因为黄中慧
乘坐的是一等车，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享用的。

王斌著作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一书中写道：“一等车非常舒适，座位有软垫和方
便的靠背，座位前边间距很大，单个的隔间可关
闭。车厢两端各有一间可关闭的小室，一间是供
车辆看守人休息和取暖用的，另一间是观景隔

间。观景隔间是客厅，内有沙发、桌子和几把沙发
椅，过道旁边有两个睡觉的隔间，内有床和厕所。
夜间有煤油灯照明。”

当时一等车为欧洲人专享。黄中慧在一群欧
洲人中自然十分显眼，尽管他穿着洋装，但亚洲
人面孔是改变不了的。列车行至高密站，黄中慧
就被一个叫奥力虚的德国站长给“揪”了出来。

站长何以管得这么宽？现在人有所不知，当
时站长地位很高。山东巡抚还授予站长和列车长
以相应的中国官阶。官阶从五品至九品不等。相
当于现在从地市级正副职到乡科级正副职。礼部
也批准将他们正式编入朝廷官员中。

“铁路上的中国职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
望。曾有一位朝廷将军由于拒绝出示车票而被铁
路中国职员请下了车。”连中国职员都这么牛,更
不必说德国站长了。

高密站属于大站，停车时间约15分钟—20分
钟。奥力虚站长到一等车送客，在一群白人中发
现了一个黄色人种——— 黄中慧。

站长虽然眼神很好，但判断力不佳，错把黄
中慧当成日本侦探。

德国人对日本人警惕性很高。当时日本一直
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地位。早在1897年

“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就意欲干涉，以报“三国干
涉还辽”之仇（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迫使
日本把甲午战争后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黄中慧被当成日本侦探，成为德日交恶的受
害者。这时有三名德国军官和律师偕家眷，持一
等车票上车。奥力虚命令黄中慧把座位让给德国
人。看来那时也不是对号入座。

黄中慧操英语据理争辩，毫不相让，结果被
拽下车。更让黄中慧生气的是，站长还把他交给
士兵看管，以防这名“日本侦探”跑了。

1905年5月28日出版的德文报纸《青岛新闻》
则称，黄中慧被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占用了过
多的空间”。德国学者碧能艳在其著作《德国在山
东的殖民地青岛，1897-1914》中采纳了这一说法。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1905年5月31日）
出版的《申报》，以《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
事》为题作了报道。观察，是清代对道员的尊称。
报道说：“同车之人告以此系中国监司大员，乌得
如此虐待。站长闻之，爽然若失，因请观察上车。”

但黄中慧并不想就此罢休，他在高密不走
了。这对高密站长来说，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
遂好生款待，多方周旋。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闻
此也电告该站长需优礼相待。

锡乐巴（1855年—1925年），德国铁路设计师，
胶济铁路主要设计者，也是胶济铁路首任负责
人。

等黄中慧到青岛后，锡乐巴又亲自到他住的
行馆慰问，也是为了浇灭他的心头之火。本来，有
了这番“心理按摩”，黄中慧的火气可能也就消
了，可没想到锡乐巴的一封道歉信，让黄中慧再
次火起。

信中写道：“黄道台阁下敬启者，前闻阁下于
上月三十号在高密车站所遇不便之事，由于敝公
司站长奥力虚尽职太过，敝总办等闻之，抱歉殊
深，当将此案详慎调查……并议定将奥力虚高密
站长之职立行撤差……”

尽职太过？这是批评站长呢，还是表扬站长？
是道歉呢，还是辩解？

黄中慧大为不满，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
信，信中说：

“观来函语气，未免将此事过于看轻。试问，

以无辜搭客，毫无过失，而无端逐出车外，用强力
驱迫，并交兵丁看守，夺其自由之权，乃贵公司挪
易其词，仅名之为不便之事？而转自谓其所用之
人为尽职太过？虐待过客至于此，极而如此措辞，
未免过于失当。以此等举动施之官长，乃仅称之
为不便，则寻常客商又将若何虐处耶？由此类推，
可见贵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

黄中慧推断的“虐待”或许言过其实，不
过“歧视”倒是客观存在。

德国人是这样划分客车等级的：一等为欧
洲人专享；二等为欧洲人和上等中国人乘坐；
三等则为普通中国人乘坐。这种按人种划分等
级的做法，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胶澳殖民地时
期，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种族话语在德国广为流
行，成为德国人论述中国的主导因素。”
“‘中国人’是被当作‘人种低级’和‘价值
低下’来看待的。”

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他还
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1901年9月8
日创刊）的主编，与其他中文、日文及英文报
纸有密切联系，于是上海和青岛报纸都登载了

这一新闻。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
期，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

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
起来。其背景是：1900年，因筑路冲突，胶澳
总督叶世克向高密和胶州各派了200人的军队，
保护胶州—高密段铁路建设，可直到铁路建成
都没有撤出。黄中慧事件发生时，德军依然在
此驻扎，直到同年11月才撤出。

报上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时的那
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
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 特别是在铁
路问题上。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
满：“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
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
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情，并对外国尤
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

后来，座位歧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07
年，山东巡抚杨士骧访问青岛时，就乘坐了包
括豪华车在内的专列，费用高达3000元，当然
这笔钱由山东巡抚衙门负担。毕竟，挣钱还是
最主要的。

再说黄中慧。《在历史现场》作者李辉在
澳大利亚查看莫理循档案时，看到黄中慧为莫
理循访美写给“芝簃（yí）仁兄”的引荐信。

黄中慧与莫理循是好友。莫理循（1862年－
1920年），1897年－1912年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
记者，1912年－1920年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

黄中慧在信中说：“芝簃仁兄大人阁下，
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
君（即莫理循），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
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
弟与之至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
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
必然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

可见，黄中慧与“芝簃”关系也不错。可
“芝簃”是谁？芝簃乃周自齐早期别号。

周自齐（1869年-1923年），单县人，时在
华盛顿清驻美公使馆任二等参赞，后回国创办
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2年出任山东都
督，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
还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

周自齐与山东很有缘，黄中慧与山东也很
有缘。在《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欧辱事》报
道中有这样一句话：“（黄中慧）送夫人往山
东归宁。”归宁，古时礼俗，夫妻携礼前往女
方家里省亲。由此推断，黄中慧是山东女婿。

黄中慧在给周自齐的信末附言：“附呈近
来小照一纸，惠存为幸！此颂轺安。弟黄中慧
顿首。五月卅日。同事诸君，特此致意。”

这封信写于1905年7月2日，正是“黄中慧
风波”两个月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
黄中慧的珍贵文献。

■ 名流影像

1905年4月30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第二年，清政府道员黄中慧乘火车途经高密时，被德国站长奥力虚疑为日本侦探，

强行拽下火车，交由士兵看管，由此引发一场反对德国种族歧视的轩然大波。

清末胶济铁路“黄中慧风波”

胶济铁路的贵宾车

黄中慧肖像及1905年7月2日致周自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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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上孔子小鲁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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