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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高杜康

无论是“白色恐怖”笼罩还是烽火连天的
岁月，在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心中，有一本
书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因为它承载了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是共产党人的
“宝书”。它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目前
中国最早版本的中文译本。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上海
问世，首版仅印了1000册，全部是内部发行，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要想将其完整保存下
来极其困难。

现珍藏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中的首版《共
产党宣言》，是1975年由广饶县文管会从该县
刘集村农户家中收集来的。该书长18厘米，宽
12厘米，封面印刷均为赭石色。

由于藏存时间久、保存条件差及其它因
素，封面上的图文变得暗淡。但仔细看，还可
以见到印着的马克思半身像，上端横印四行：
第一行自右而左横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

第一种”；第二行印有标题“《共党产宣
言》”，据分析，系排版印刷和校对疏忽所致
的错讹；第三行印有“马格斯、安格尔斯合
著”，第四行为“陈望道译”。

全书用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竖排共
五行：第一行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
第二行为“定价大洋一角”，第三、四行分别印有
著者和译者，第五行是“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
研究社”。

那么，这本被称为“国宝”级革命文物的
《共产党宣言》是怎样出现在山东农村的？它
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

该藏本最早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广为流
传，其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证明
最初该书为“葆臣”所有，后辗转传到了刘子久、
刘雨辉、延伯真等人手中。1925年春，刘子久带
着这本书回到故乡刘集村，组建了刘集支部，并
把这本书送给刘集支部的支部书记刘良才，作
为该支部主要的学习和宣传材料。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逐
渐笼罩了山东，刘集支部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为了对付敌人的大搜捕，保守党的秘密，保护
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决定，凡是党的文
件和书籍，看后要一律销毁。刘良才深知这本
书的宝贵，便把它秘密保留了下来。

1931年，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到潍县任县委
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

给了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先是将它藏
在粮囤底下，后又封入灶头，再转至房顶脊瓦
下。1932年8月以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日
趋恶化，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估计
到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便把该书转交给了
忠厚老实、不太引人注意的共产党员刘世厚保
存。不久，刘考文被捕，刘良才牺牲。刘世厚
把这本书作为对老战友的怀念、对未来革命胜
利的希望和寄托，精心地用油纸包好，把它秘
密封到了屋山墙的雀眼里。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日寇曾三次到
刘集村“扫荡”。最严重的一次是1941年初，
10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
杀，见房就烧，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
案”。已逃离村庄的刘世厚，心里却总是惦记
着那本藏在家中没有来得及带出来的《共产党
宣言》。最后，他硬是不顾个人安危，从小路
偷偷返回村庄，躲过敌人的搜捕，从烈火熊熊
的房屋内，从屋山墙的雀眼内抢出了这本眼看
就要被大火吞噬的《共产党宣言》，使它又躲
过了一次浩劫。在解放战争时期，它又经过刘
世厚的秘密藏匿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75年秋，广饶县文管会到大王镇刘集村
征集文物时，84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刘世厚，
将这本《共产党宣言》捐献给了国家。多年
来，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老辈人的坚守与
牺牲，更以这件国家一级文物而自豪。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保存记

据文汇报，为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上海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日前，
浦东科创1、2期知识产权资产支持证券挂牌仪式在
上海证券大厦举行，上海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实现
零的突破。项目充分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将
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知本”转化为“资本”，
大大提升了企业研发核心知识产权的动力，吸引更
多资本投入企业科技创新。

在市区两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支持下，由浦东科创集团作为发起人的知识产
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顺利发行2期，目前合计发
行金额1 . 05亿元，涉及102件已授权专利，共支持17
家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

据介绍，浦东科创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是国内首个专利知识产权储架ABS（资产证券化）
项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储架、分期发行。其
中， 1期项目是国内首单知识产权暨疫情防控
ABS，于今年3月4日发行；2期项目于8月14日发
行。

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

揭晓
据经济日报，近日，国家图书馆喜迎建馆111

周年。国家图书馆正式揭晓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社
科类、科普类、少儿类15种获奖图书。

在本次获奖的图书中，其中社科类6种，分别
是《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教育问
题探津》《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苏
轼十讲》《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
与经济学》《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
结》；科普类5种，分别是《这里是中国》《播火
录》《十问：霍金沉思录》《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
究》《1分钟物理：“中科院物理所”趣味科普专
栏（第1辑）》；少儿类4种，分别是《雪山上的达
娃》《两个天才》《五千年良渚王国》《砂粒与星
尘》。另有35种图书被评为推荐图书。据记者了
解，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工作于2019年12月3
日正式启动，并首次实现网络报送。在推荐阶段，
共收到图书馆、出版社、读者、评委等方面推荐的
图书1890种，有效参评图书1610种，推荐数量再创
新高。其中，有201家出版社参与推荐，68家图书
馆参与推荐和初评活动。

圆明园狮子林

流散文物回归
据北京青年报，近日，圆明园又迎来一件流散

文物“回家”。记者了解到，该文物为太湖石，上
面刻有乾隆皇帝为圆明园狮子林题写的两首诗句。
1860年，狮子林罹劫后，湖石、石刻多已失散。这
件太湖石在流散160年后，终于重回圆明园。据
悉，圆明园文物部门将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今后
会在圆明园天心水面景区展出。

日前，记者来到西城区前孙公园胡同31号院。
进入大门，在影壁墙的正中间摆放着一块长约1 . 3
米、宽0 . 9米、高1 . 1米的太湖石，石头孔洞内已经
长出了杂草。走上前去仔细端详，可以看到几排斑
斑驳驳的字迹。“正是这些雕刻在石头上的诗句，
证明了这块太湖石的身世。”圆明园文物科科长陈
辉介绍说。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太湖石
上共有两首诗，是乾隆皇帝为圆明园狮子林十六景
之一的“假山”题写的诗句。据了解，去年年底，
圆明园管理处宣传科通过网络发现一条线索，微博
上有人拍下这块石头的照片和地址。文物科先顺着
地址门牌号，跟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踏勘现场，了
解情况。今年5月，圆明园又邀请市文物局的专家
一起踏勘现场开展鉴定。工作人员现已将这块太湖
石运回圆明园。

网络版《辞海》明年起

逐步实现“实时更新”
据文汇报，近期出版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

海》(第七版)，其网络版与纸质版同步上线试运
行。虽然目前网络版还是纸质版的再现，但上海辞
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出版
社计划从明年开始，使《辞海》网络版逐步实现
“实时更新”，在保持权威性和准确性的同时，成
为家长放心、孩子能用且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网辞
书，重塑权威工具书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力。

近期出版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海》(第七
版)共收录单字字头1 . 8万余个；新增条目(含义项)
1 . 1万余条，总条目计近13万条，75%以上的条目都
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更新。字数2350万字，图片
1 . 8万余幅。《辞海》(第七版)集中展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新事物、新成
果，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经
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新发展。值得一提
的是，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辞海》网络版同步
上线试运行，读者可以通过扫描《辞海》(第七版)
版权页上的二维码登录体验。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上海首个

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上市

□ 本报记者 王健

“河边织女星，河畔牵牛郎。未得渡清浅，
相对遥相望。”初秋的晴朗夜晚，最是观星露
营好时机，无垠的星河满是故事。在济南夜观
星空，首选七星台（右图）。2011年，《国家地
理》杂志公布的最佳夜空摄影作品就取景七
星台。这里还处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的
分界线上，齐长城、四界首等遗迹带你穿越千
年齐鲁历史。

七星台到底是哪“七星”

顺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七星台风景区，恐
怕很多人都会问：“七星台”是怎么来的？关于
这个问题，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
叫法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七星台坐落于济南章丘区垛庄镇驻地西
19公里处的深山古壑中，原是四角城村的一
处山林。四角城是垛庄镇的一个行政村，辖四
角城、韩家台、弯弯沟三个自然村。其中，四角
城自然村有60余户，人口160余人。据《章丘市
地名志》记载，四角城明末建村，因地处章丘、
历城、泰安、莱芜四地交界处，故名四角清。清
代名四界首，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四角城，沿用
至今。

“听老人们讲，我们之所以明末搬到这片
山林，主要是因为战乱闹饥荒，而山上有野果
子，饿不死人。”四角城村原党支部书记黄德
军介绍，以前山上的路都是人们踩出来的石
头路，从这里翻山去莱芜、泰安走亲访友最方
便。

七星台所处的高山原名天罗顶。清乾隆
《历城县志》记载：“梯子山之右有洞曰仙人，
涧曰云梯，锦绣川之源也。又北为红泉峪，又
北为连阴栈，又东北为天罗顶。上有四界石，
南泰安、东莱芜、东北章丘、西北历城也。”清
道光《章丘县志·山水考》也有类似记载。

“七峰竞秀，势若北斗。”目前最常见到的
提法是：七星台因周边聚兵顶、凤凰山、东岭
山、西岭山、青龙山、四界首、出品官七座主要
山脉与天上北斗七星形态布局相仿，故而得
名。这一说法最符合游客的预期，因此传播甚
广。

而章丘区档案馆副馆长王振峰通过查阅
文献资料指出，七星台名称起源于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末。1999年，济南、章丘两级政府为
加快南部山区经济发展，在此共同投资开发
重点旅游项目，在山顶平坦处建起了七栋风
格各异的园林式庭院宾馆楼，一栋综合性服
务大楼，形成了类似北斗七星的格局，命名为

“七星台”。此后，七星台的名字便用开了，后
来建设的植物园、宾馆等建筑都冠以“七星
台”之名。

七星台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旅游开发
科科长陈守芝介绍，七星台旅游度假区的开
发建设始于1994年，当时济南市政府在四角
城成立了“市长二号工程指挥部”，部署南部
山区绿化工程并召开荒山绿化现场会，参加
会议的有章丘的垛庄、曹范镇和历城的仲宫、
柳埠、高尔、锦绣川、西营共七个乡镇。从此，
这七个乡镇犹如镶嵌在南部山区的七颗璀璨
明珠，掀起了旅游开发的高潮。

不论因何得名，七星台都已经成为济南
南部山区历史文化游览胜地，更是天文爱好
者观星的绝佳去处。夏夜，来这里观星露营的

游客很多，景区甚至专门开辟出了七星台露
营基地。

“武圣”练兵李世民东征

进入景区，高大雄伟的武圣门矗立眼前。
“武圣门”三个字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武中
奇的手笔，遒劲古朴，稳重端庄。这座城楼是
为纪念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
武而修建的，城楼长99 . 9米，高27米。孙武是
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人尊称为孙子、“兵圣”
或“武圣”，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被誉为“兵
学圣典”。

武圣门简介中写到：相传孙武年少时曾
在此习兵操练。武圣门北面的那座小山就是
他聚兵的地方，故名“聚兵顶”，而这座广场就
是他的演兵场。

关于这一点，不少人质疑：孙武确实是齐
国人，但他建功立业是在吴国，且这里山高林
密不一定适合练兵。“聚兵顶这样的山名不会
无缘无故而得来，这样的故事也是一辈辈传
下来的。”黄德军认为，这样的传说可信度还
是非常高的。

除了孙武，这里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传
说。景区内有山谷名曰“拦马摇”。据说，李世
民东征时从这里路过，被这条山谷拦住去路，
他抖擞精神，策马扬鞭，腾空跃起，跨谷而过。
此山谷因此得名。如今，这里修了一座大桥，
名为“鹊桥”，耸立山间，威武雄壮。

其实，在济南有很多李世民的故事，不管
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都已经融入当地的文
化之中，代代相传，更与甘甜的泉水一道，滋
润着这方土地。

与“拦马摇”相聚十几公里的西营拔槊泉
村，有一口泉眼。泉水自石缝中流出，叮咚有
声，清澈甘甜。相传，李世民东征时被敌军追
杀至此，人马饥渴难耐，而敌军则步步紧逼，
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顺手抓过身边将士的
槊，往地上一插，一股清泉随槊而出，人马痛
饮，可谓绝处逢生。当然，也有人说，用槊插出
泉水的是李世民麾下武将，并非他本人。清道
光《章丘县志》和《济南府志》记载：“泉出山
半，涓涓不息，下有浆水泉。”

梯子山上饮马泉和公主泉据传也因李世

民而得名。梯子山与七星台一脉相承，一直被
误称为“泉城之巅”，主峰海拔976 . 2米。2011
年，泉水普查队队员在梯子山山脊处发现了
饮马泉，海拔为832 . 801米，成为济南海拔最
高的泉。当地村民称，李世民东征时，在梯子
山一带驻扎，经常带兵在深山里操练。有一
次，他饥渴难忍。而通人性的爱马立刻双蹄刨
山，石头间涌出一股清泉。李世民大喜，让爱
马先饮，自己随后才喝。正因如此，此泉得名
饮马泉。

与饮马泉同在一条峡谷内的公主泉海拔
642 . 542米，为七星泉群名泉之一。传说唐武
德年间，李世民曾驻巡此地，见峡谷中有一清
泉，便恩赏随行女眷，得名“公主泉”。

有这么多李世民的传说，怎么能没有秦
琼的身影，而济南历城还是他的老家。在“四
界首”不远处还有一座“望乡亭”。传说秦琼随
李世民东征，驻扎于此。虽然家在济南府，但
军务在身，秦琼过家门而不能入，站在山顶，
遥望府宅，表达思乡之情。

齐长城屹立山间

“遥连泰岱盘坤轴，横锁青齐到海门。”在
七星台，有一条用不规则的石块砌筑的城墙
蜿蜒而立，高约一米。这就是齐长城，距今已
有约2500年历史，比欧洲人修建的雅典壁垒
早200余年，比秦长城早400余年。

为何要修筑齐长城，学界以“御敌”的论
述最为主流。著名历史学家张维华先生曾指
出：“春秋间，列国诸侯，竞相争伐，或因河为
堤防，或沿山置障守，其所谋以自立之求，愈
之且密。至于战国，车战之制渐息，徒骑之用
渐广，战争范围，益为扩大，于是有长城之兴
筑矣，齐国因设齐长城，当与此相关。”

据考证，齐长城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开始
修筑西段，到战国齐宣王时才将长城修至海
滨。齐长城位于山东省中部，西起济南长清，
沿泰沂山脉，横跨齐鲁大地，经济南、泰安、济
南市莱芜区、淄博、临沂、潍坊、日照至青岛入
海，蜿蜒纵横618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长城。

然而，齐长城并未能挡住浩浩的历史车
轮。“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

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
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
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这个曾经的
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最终也被秦所
灭。而其灭亡的原因，《六国论》中说得明白：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
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全国，齐长
城逐渐被废弃。但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
仍有一段段的齐长城顽强屹立于齐鲁大地。
济南长清大峰山上就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齐
长城，还有阵容宏大的屯兵营。而章丘境内的
齐长城全长42公里，共有天门关、北门关、锦
阳关、黄石关四处关口，现在保存最完好的一
段在文祖街道三槐树村。

在山中还有一处“四界首”，此处北接章
丘、南靠泰安、东南依莱芜、西临历城。为纪念
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在原来的边界上设
立了四界台，对齐鲁两国和四个地域进行了
划分。立足此处，可谓“一脚踏四地，一步跨两
国”。

“以前有一块老旧的石碑，后来换了一块
新的，反而少了些历史的味道。”黄德军不禁
惋惜。

当然，这样的地方并非七星台独有，德州
平原也有“四界首”——— 平原、禹城、临邑、陵
城的分界；而在安徽省，还有界首市。

蒿滩市真是个“市”吗

翻越七星台，就来到了泰安市岱岳区下
港镇木营村——— 一个以山林为主的纯乡村。
相传古时在此驻扎的军队曾用山里的木头扎
建营房，这个村子也因此得名。这里同样有齐
长城遗址。木营村辖8个自然村，分别为上木
营、下木营、碾子峪、辍西、琅当(宋家泉)、王
家庄、双腰子和蒿滩市。

蒿滩市相对最为知名。“中国唯一村辖
市，山东海拔最高村。”这个只有200余人的自
然村历史悠久。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己见泰山
附近有“蒿”地之记载，而“市”则是古代举行
贸易的场所。齐长城沿线关隘设有多处贸易
市场，蒿滩即传为齐国置“市”之一，“蒿滩市”
便由此得名。随着齐鲁两国在此进行商贸活
动，再加之附近优美的自然环境，人口聚集成
村落似乎理所当然。后来，秦灭六国，齐长城
遭废弃，蒿滩市也沉寂在历史长河中。到了清
末，蒿滩市重新建村，并日渐繁兴。不过，木营
村党支部书记徐英兰介绍，蒿滩市村头的大
牌坊设计的时间并不算久远，“村辖市”更是
当地人的笑谈，村内“蒿滩市政厅”“蒿滩市邮
电局”“蒿滩大学堂”也是后来设置的。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蒿滩环境封闭，地形
复杂，植被茂密，八路军泰山军分区的确曾在
这一带活动，并一度把指挥机关安扎在这里，
泰山军分区弹药厂、被服厂、制鞋厂曾长期在
此驻留。

“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景点，比如齐长城
遗址、云顶草原、金鸡窝等。”徐英兰说，他们
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打造旅游度假区。

看到云顶草原，你一定会感叹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云顶草原海拔800余米，草地面积
2000余亩，广阔壮美。谁能想到，在泰山山麓
会有这样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山顶草原，被周
边群山环抱。

这就是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断壁残垣
皆故事，山野之内有乾坤。勤劳智慧、崇信尚
义、强韧果敢的山东人民自然有底气展现齐
鲁大地钟灵毓秀、蓬勃向上的崭新气象，不断
提升齐鲁文化影响力。

在济南夜观星空，首选七星台。七星台满是故事———

一脚踏四地 一步跨两国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乐 报道
本报滨州讯 9月8日晚，山东首部大型抗疫题

材原创吕剧《连心锁》在滨州大剧院成功首演。
据了解，吕剧《连心锁》由中国吕剧发源地博

兴县文化和旅游局出品，是博兴县吕剧团恢复成立
以来排练的首部吕剧大戏。该剧是在扽腔小戏《连
心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是一部抗疫题材的情感
大戏。全剧以传统的吕剧唱腔音乐为主，结合解放
军军歌的音乐素材，完美地展现了整部大戏的深刻
内涵，体现了军人的时代风貌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大型抗疫题材原创吕剧

《连心锁》滨州首演

现珍藏于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中的首版
《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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