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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县幵山景区，湖西红色教育基地
即将对外开放。馆内展示的众多抗战文物
中，一口硕大的石槽显得弥足珍贵。据悉，
石槽原保存在单县朱集镇张花园村一处老
旧院落，由抗日烈士后代张传坤、李传军捐
献，也是兄弟俩所赠 22件抗战时期文物中
的珍品。

此马槽的“主人”是一匹抗日战马，而
战马的主人则是湖西抗日英烈李贞乾。

抗战时期的张花园村是湖西专属机
关和抗日队伍秘密驻扎的“红村”，中共苏
鲁豫特委曾在该村抗日战士张学昌家的地
窖里秘密编印、发行《团结报》，为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时任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在张学昌
家指挥湖西抗战，并用其家中的大石槽喂
养李专员的战马。张传坤回忆道，他常听
父亲说，爷爷、奶奶等一家老幼吃野菜、树
叶，把节省的粮食供养李专员的黑色战
马。大黑马跟随李贞乾穿行枪林弹雨，立
下了汗马功劳，李专员视战马为最亲密的
战友，呵护有加，而战马视主人为生死之
交，忠贞不渝。只要看见李专员，战马就会
昂首嘶鸣、精神抖擞，时刻准备着跟随主人
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抗击敌寇。

李贞乾生于 1903年，江苏省丰县人，
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8
年 5月，丰县沦陷，李贞乾带头捐出自家和
本族的 20多支步枪及弹药，组建了 60多人
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卖掉 21亩水浇田，
继续支持抗日。日伪军扬言：“如果李贞乾
不缴枪投降，就把他全家人泼上煤油烧
死。”李贞乾坚定地回答：“我心疼亲人，但
更痛恨侵略者！宁可牺牲全家，决不向敌
人屈膝。”

在湖西抗日根据地，李贞乾深受军民
爱戴。他把群众当成家人亲人，体察民情、
解除民忧，张花园村的百姓都说“李专员是
咱们的贴心人，没有一点官架子”。1942
年，湖西区遭受特大旱灾，稼穑歉收，日伪
轮番扫荡和严酷封锁，我军民生存十分困
难。李贞乾带头吃野菜和树叶、啃树皮，把

节省的粮食周济百姓和供养伤员。一天，
湖西专署召开县长会议，李贞乾拿出用榆
树叶做的窝窝头“款待”大家，而他却躲在
墙角吃榆树叶煮的黑色汤水。其通信员暴
露了这一秘密，大家嚼着窝窝头，泪水潸
潸。

1942年 12月 20日上午 9时许，李贞乾
率专署机关转移至距离张花园村 20公里
的马桥时，遭遇日伪三面夹击。他奋不顾
身，率警卫连和专署干部与敌人展开浴血
奋战，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他纵马向西北
方向冲杀，不料大黑马中弹，仰天嘶吼，轰
然倒地。李贞乾顺势翻滚，以坟头作掩护，
向敌人射击。由于敌众我寡，李贞乾全身
多处负伤，壮烈牺牲。

这次被湖西军民称为“马桥突围”的
战斗中，专员李贞乾、团长肖明等一批领
导干部、战士英勇献身，湖西区党政军机
关大部分人员得以脱险，最终粉碎了日伪

“大扫荡”。
清理战场时，抗日军民找到了李贞乾

的遗体，发现其周围遗留着紊乱的马蹄印和
点点血迹，并没有搜寻到专员的战马。原
来，在敌人退出战场后，大黑马从血泊中吃
力地爬起来，在主人的遗体周边辗转低吟，
最终痛苦地离开，艰难地返回张花园村……

在石槽边，张花园村百姓看到了奄奄
一息的战马，其伤口仍溢着鲜血，圆睁的双
眼流着泪水，肢体微微地颤抖着……“李专
员遇难了！”“大黑马是来报信的！”人们涕
零如雨，奔走相告，张花园村沉浸在万分悲
痛之中。

湖西人民的好专员李贞乾牺牲的噩
耗传来，张花园村老幼恸哭，设置灵堂悼念
抗战英魂，并将立下赫赫战功的大黑战马
厚葬，悉心保存石槽、铡刀及烈士的木床、
座椅等遗物，作为永远的纪念。

去年的 10月 31日晚，一代英烈李贞
乾“走上”大型舞台剧《红色湖西》的舞台，
所“自述”的抗日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激发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力
量。 通讯员 刘厚珉

开 栏 的 话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

家，总是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望中不

断汲取前行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烽

火硝烟的抗战年代,无数的菏泽儿女

不畏强暴，顽强抗战，用鲜血和生命

为代价，谱写了波澜壮阔、气壮山河

的壮丽诗篇，铸造了风起云涌、如火

如荼的光辉岁月。

为弘扬伟大的抗日精神和爱国

精神，充分展示和宣传菏泽抗日英雄

事迹，本报从即日起开设《抗战英雄

谱》专栏，陆续刊登在鲁西南这片红

色热土上，抛洒热血、奋勇抗战的英

雄的事迹，敬请关注。

战 马 归 来

郓城唐塔又叫观音寺塔，位于郓城
县城胜利街北段东侧。据《郓城县志》记
载，“观音寺塔”因坐落在观音寺内而得
名，原高七级，建于五代·后唐长兴二年，
故人们称作“唐塔”，是郓城具有代表性的
古建筑之一。2006年 12月 7日，被山东
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2019年，国务院核定的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郓城县
申报的观音寺塔名列其中。

该塔为八棱四门楼阁式砖塔，地面
之上原七级，现存五级，下层周长 42米，
上层周长 40米，通高 32米，占地面积 80
平方米。原先塔顶上有新中国成立前所
建造的小屋，故又称“荒塔”。

塔基：东、西、南、北各设券顶乾坤门
一个，其余四面各设假窗。游人由北门
登塔穿过塔心室南壁，通过塔心柱转折
上升，直达塔顶。

塔身：由精美的砖雕斗拱组成塔
檐。各级塔身东、西、南、北设有景窗，东
北、西南、西北、东南各设一砖雕假窗。景
窗可观古老郓城的风貌。并且在每级塔
檐八棱处悬挂铜铃，风起铃响，悦耳动
听。塔心室和顶部，由层层砖斗拱环砌
成拱顶，斗拱制作精良，层层内收，结构严
谨，错落有致。连塔内回廊顶部，也有砖
斗拱精砌而成。

塔刹：仿古棱亭式刹（1992年修复时

所建）。塔刹的添补给整个观音寺塔增
添了完美的色彩。

五代时期，多层砖塔的遗例并不多
见，而唐塔外围周长和复原高度，均比地
域同类砖塔要大，从而显示出唐代的遗
韵——雄浑、粗壮、颇显大气。观音寺塔
内外均无任何雕饰，唯一的即是基本的
砖雕斗拱构件和墙体上的棂格假窗，而
斗拱制作精良，大有鬼斧神工之妙，充分
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营造技
艺。千余年来，人们繁衍更替，不止一次
地在兵害洪荒的威慑下背井离乡，唯有

唐塔，始终不渝地屹立在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成为郓城古老文明的象征。

“荒塔燕子”是古代郓城的十大景观
之一。夏日晨昏，数千只燕子翔集，绕塔
飞鸣，朝晖夕阳，绿树燕影，与巍巍古塔在
碧水中交相辉映，宛如一幅古朴的风景
画，甚为壮观。传说孙膑因眷恋故土，死
后化为云燕，飞回故里，萦绕在古塔周
围。春夏之交，无数昆虫飞集塔顶，远看
如缕缕青烟，袅袅上升，成为云燕争啄的
对象，传说若此时登塔西眺，便可以看到
廪邱古城和孙庞大战的幻景。

现在，登塔览景已是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游人可由北门登临，穿过塔
心室直达南壁，沿南壁登上第二级，然
后通过塔心柱转折上升直达塔顶。残
塔高约 32 米，周长 44 米，虽历经风雨，
剥蚀亦甚，然其巍峨古朴，仍不失为一
方胜景。

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

后倚 350省
道的春墓岗村，
位 于 曹 县 城 西
北 10千米，倪集
街道驻地西北 3
千 米 处 。 该 村
东西 300 余米，
南北 250 余米，
聚 落 呈 东 西 长
块状，有东西街
两条，有李、温、
刘等姓，李姓最
多。全村近 500
人 ，耕 地 450
亩 。 据《 曹 县
志》载 ：战 国 时
楚考烈王元年，
任黄歇为相，封
号春申君；死后
遣葬此处高岗，
称春申君墓；明
洪武间，刘氏自
山西洪洞迁此，
因 傍 春 申 君 墓
岗建村，遂得名
春墓岗；明成化
间，李氏自青岗
集徙入，村名仍
旧。

1999 年 12
月版《山东省曹

县地名志》载：春墓岗位于县城西北 10公里，
坐落在倪集乡春墓岗村东南部，东北至西南
长 622米，宽 100米，面积 62200平方米；地凸
而高，上有楚春申君之墓，得名春墓岗。

春申君，姓黄名歇（前 314 年—前 238
年），战国末期楚国人，楚国令尹，与齐孟尝
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并称战国四公子。楚
考烈王元年(前 262 年)，太子熊完即位，任命
黄歇为令尹，封为春申君，领淮北 12县(今曹
地时为蒙县，也在其中)。此后，黄歇在楚国
担任令尹 20余年，为楚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前 238年，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入宫，在
棘门埋伏下刺客从两侧夹住刺杀了黄歇，斩
下他的头，扔到棘门外边。黄歇门人知宫中
祸起，携其头颅远奔蒙县（今曹县），将其埋葬
于蒙县高岗之上，俗称春墓岗。

金大定二十年 (1180年)，春墓岗上建开
元寺，又名春墓寺。寺四周林蔓幽深，遮天蔽
日，为远离尘世的清静之地。开元寺规模宏
大，宝殿雄伟庄严，金碧辉煌，左右大堂、两廊
居所、钟楼、厨库错落有序，佛法所需一应俱
全，时有“曹之第一丛林”之美称，可与名山胜
地争雄媲美。后几经战火，两次重修，香火依
然,今寺宇早废，荒冢尚存。

据考证，春墓岗不仅仅是黄歇的墓地，还
是鲁西南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1979年，文
物管理部门对在春墓岗采集的粗细绳纹灰
陶、铉纹灰陶、红夹砂陶等器物残片和出土的
周代陶壶、战国陶瓿等文物和标本分析，当是
春秋至汉代居住遗址。该遗址由西南东北走
向的三个堌堆组成，新中国成立前，堌堆高约
6米，20世纪 60年代被夷为平地，遗址大部分
为灰褐土，可采集的陶器器型繁多，有罐、盆、
鬲、豆等，纹饰有素面、绳纹、弦纹等，遗址中
部可见大面积龙山时期的夯筑遗迹。它是曹
县面积最大、遗存最为丰富、文化底蕴最为丰
厚的古代遗址，也是鲁西南地区具有代表性
的一处古文化遗址。采集的标本看，有龙山、
岳石、商、周、两汉等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三次
文物普查时，采集到的标本有东周夹砂红陶
绳纹鬲、汉代泥质红褐陶绳纹罐等陶器残片。

2017年 12月版《菏泽文化通史·先秦卷》
载：春墓岗遗址，古黄淘水之滨，莘冢集遗址
南 2000米，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已采龙山、岳
石、商、东周残陶。按文献，此遗址应为商汤
灭夏之重镇——陑的所在地。有关专家在此
实地考察后指出，春墓岗遗址是曹县一带文
化的中心遗址，也可能是古莘国的统治中
心。2015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丰 啸 酆 鸿

儿歌曰：张二黑，燎豆子，燎了地头一
溜子。突然刮来一阵风，地上没灰净豆
子；突然又来一场雨，燎豆成了泡豆子；七
手八脚拣豆子，黄豆成了泥豆子。燎了豆
子没吃成，气得二黑鼓肚子。

小时候，一年到头粮食不够吃的，地
瓜往往是重头戏。早晨喝地瓜块，中午炒
地瓜条，晚上吃地瓜面窝窝头，这地瓜面
窝头，刚出锅还柔软劲道些，第二顿就邦
邦硬，吃起来喇喉咙，难以下咽。现在，地
瓜、粗粮成了孩子们喜欢的稀罕饭，我们
这些从“艰难岁月”经历过的人，对此却从
来不“感冒”。

童年时光，吃是永不过时的话题，

为解口腹之欲，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
想吃 。 摘 槐 花 、撸 榆 钱 、搓 麦 子 ，这 些
散 发 着 大 自 然 清 香 的 食 物 ，一 把 塞 进
口 中 ，就 让 我 们 唇 齿 留 香 。 扑 蚂 蚱 、
逮 螳 螂 、抠 知 了 ，或 火 烧 ，或 油 炸 ，也
让 我 们 满 口 生 津 。 割 草 时 ，不 期 而 遇
的 莲 莲 豆 、小 香 瓜 ，也 是 我 们 就 地 取
材的美味。

记得有一年，父亲在院子里种了几
棵半夏，趁其不在家，我和弟弟就扒开
周围的土，看到根部结出姜状圆球，就
不依不饶地吃起来，结果不一会儿就口
吐白沫，呼吸困难，不得不到卫生室就
诊，喝了几碗红糖姜水才缓解了症状。
医生说，幸亏吃得少，吃多了会危及生
命。说真的，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不敢
吃的东西！

对当时我们这些“吃货”来说，秋天是
最好的季节，不用说瓜果梨桃可以吃了，
就是下地干活，也能吃到好多东西，比如，
燎豆子，烧棒子，焖地瓜……所谓燎豆子，
便是在秋收时，寻一块硬地，拢起一长溜
干豆叶，放上一捆干豆棵，然后点火来烧，
等秧苗、豆荚烧完了，焦黄的豆粒便烧熟
了。待火熄去，用衣服扇去浮灰，一地金
黄色的燎豆便等着人们去享用了。吃过
香喷喷燎豆，人们个个成了黑嘴巴，手指
也成了黑灶火棍子。

这些带着大自然清香的食物，这些掺
杂着泥土芬芳的回忆，不仅滋养了我们的
身体，充实了我们的童年，也丰富了我们
的精神和生命。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秦纮 (1425-1505),为明代单县人，字
世缨，进士，曾任巡抚、总督、户部尚书兼
右副都御史。

1451年，26岁的秦纮考中进士，授为
南京御史。他上书朝廷，诤诤直言，弹劾太
监宫廷官员随意收罗江南珍贵特产。由此
受到宫廷权贵的忌恨，被贬为湖广驿丞。

1457年，秦纮被举荐为雄县知县。忠
国公石亨索求雄县南坛旧基，并以知府职
位相许，秦纮不畏权威厚禄，拒不应允。
太监杜坚奉旨捕天鹅，在雄县恣意骚扰，
残暴横行，秦纮不惧官高势大，将其随从
捉拿。杜坚遂诬告秦纮，英宗皇帝不问青
红皂白治罪秦纮。雄县百姓愤抱不平，聚
首数千人到京城状告杜坚，英宗见众怒难
犯，只好宣布秦纮无罪，调任为府谷知县。

1477年，秦纮晋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
山西。他上奏镇国将军奇涧的罪恶。奇涧
的父亲庆成王钟镒于皇帝面前为自己的儿
子辩护，编造罪名，反诬秦纮。宪宗皇帝为
照顾庆成王的面子，竟把秦纮逮捕入狱，并
派人查抄其家产。钟镒所告毕竟毫无根据，
皇帝不得不释放秦纮，改令其巡抚河南。

不久，秦纮任职宣化卫巡抚。后招还
京师任户部右侍郎。弘治元年，秦纮升至
左副都御史，督运漕米。次年升任右副都
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其间，秦纮设社学、
编保甲、惩贪官、拿恶吏。两广总兵安远
侯柳景和周太后有姻亲关系，蛮横不法，

贪财残暴，秦纮将其囚禁，问成死罪。柳
景反诬告秦纮，孝宗皇帝下诏逮捕秦纮，
并解往京城，亲自审理此案，结果证实柳
景所告纯属子虚乌有，但为了照顾皇太后
的面子，皇帝仍给予秦纮罢官处分，对柳景
仅免去爵位，对此满朝大臣多鸣不平。王
恕等联名保奏，皇帝欲保威严，不准秦纮在
北京做官，勉强任命其为南京户部尚书。

秦纮少时家贫，做了官，清正廉明，贫
穷如洗，家里妻儿老小“菜羹麦饭常不
饱”。秦纮因弹劾奇涧受诬下狱，太监尚亨
奉旨查抄秦纮之家，仅翻出几件褴褛，呈报
朝廷。宪宗皇帝感慨道：“秦纮做官之高之
久，家庭竟然如此穷困，料想不及!”即刻降
旨释放秦纮，并赐钞万贯，下令旌表。

秦纮在两广任职期间，遭遇诬陷被捕
时，其正与守将商议讨伐后山贼寇，待部署
完毕后才随锦衣卫上路。押解卫士颇受感
动，趁着深夜车骑走出繁华街市，过了五岭，
才不得不给秦纮穿上囚服、带上刑具。秦纮
对锦衣卫说：“吾为朝廷命官，如此不才，有
损国威，现沦为阶下囚，心里反而踏实了！”

弘治十年，秦纮以年老体衰为由，连
续上书辞官归田。皇帝下诏赐坐辇回家，
照发俸禄。第二年 9月，秦纮病故，卒年 80
岁，赐誉“少保”，谥号“襄毅”。

一直以来，秦纮不畏权贵、刚正不阿
的故事被单县百姓口口相传、津津乐道。

刘厚珉 整理

每次到菏泽市图书馆去，在大楼前东
侧的松树林中，总要看到一座高大的塑
像，基座 0.8米，身高 2.2米。长袍马褂，中
装革履，左手怀礼帽，贴于胸前；右手持手
杖，立于体侧。侧分发型，八字胡须，目光
炯炯，神采奕奕，显得庄严而肃穆，持重而
安详。正面基座上刻有铭文：“王鸿一

（1875 一 1930），山东省濮州沉口里刘楼
（今鄄城县闫什镇刘楼）人，早期同盟会会
员，近代革新派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历任山东提学使、
山东教育司长、省议会副议长、议长。省
立六中校长，民国政府内政代次长等职。
是鲁西南近代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翻阅《菏泽市志》，在人物栏中，有王
的详细介绍。王鸿一，名朝俊，字黉一，别
号鸿一，原籍山东郓城县朱庄村，后迁居
鄄城闫什镇刘楼村。1900年，以优异成绩

考入省立高等学堂，后被选派留学日本，先
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后毕业于日本宏文学
院。其间，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1903年，王鸿一毕业后回国，任曹州
官立高等小学堂教员。自 1904年开始，先
后创办了菏泽县第一、第二公立小学堂。
自任校长，亲作西学教习，兼任数学、理化
等功课。自 1905年开始，又注重发展中等
教育，培养青年一代。曹州师范成立，初
任第一任校长。继而筹办了一批新式中
学堂，譬如曹州官立中学堂、曹州普通中
学堂。王鸿一任监督（即校长），并亲自为
学生讲课。1906 年，为培养本地师资力
量，又办起了南华初级师范、师范讲习所、
保姆养成所。还办起幼稚园，这也是菏泽
幼儿教育的开始。

1908年，由于兴办教育成绩卓著，王
鸿一被委任山东提学使司务公所视学

员。在职期间，注重乡村教育的发展，提
出“村本政治”思想，引导全国性的“乡村
建设”运动，使乡村面貌为之一新。1909
年，在菏泽组织成立了“尚志社”。1912年
民国成立，王鸿一提升为山东提学使。

1913年，因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排
斥国民党，王鸿一愤而辞去提学使职，回
曹州继续办学，专心致力于菏泽教育。他
将曹州中学堂和公立普通中学堂合并，成
立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自任校长。1914
年撤销府治，改为省立第六中学(菏泽一中
前身），校址移至曹州知府衙门。从此，学
校选校长、聘教师、设课程等，是王鸿一耗
费心血最多的一所学校。

1915 年袁世凯称帝，王鸿一四处活
动，号召倒袁。袁世凯闻知，电令山东督
办将其正法，派观察使到曹州查办。王鸿
一淡然处之，视死如归，怒斥袁世凯背叛
革命，窃国之举。观察使见其豪侠胸怀，
回省力保。1918年，袁世凯倒台，王鸿一
受省督军举荐，任省议会第一副议长，复
膺选为议长，后任省长公署顾问。1921
年，北大教授梁漱溟来济南讲演，感其东
西文化和哲学的观点见解，甚为钦佩，结
为好友。敦请梁漱溟到菏泽经纬重华书
院，组建省六中高中部，并任高中部主任。

1926年，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王鸿
一与吕秀文在曹州组织国民革命第五军，
以声援河南，迎接北伐，后遭失败。又因
与省督军张宗昌不睦，为躲避其迫害，秘
密去北京，暂避于使馆界东郊民巷亚徳大
楼。后张作霖得知，悬赏 10万元缉捕，王
鸿一不得已化装出逃。直到张宗昌失败，
张作霖死后，王鸿一才公开露面参加政治
活动。1930 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代次
长。又奔走于冯玉祥、阎锡山、段祺瑞之
间，劝他们合力对付蒋介石。未等事成，7
月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 55岁。

逝世后冯玉祥、阎锡山、段祺瑞发唁
电致哀。梁漱溟写祭文悼念，称其为“盖
今世一真人也”。其门生故旧纷纷前来致
丧，谥曰“弘毅先生”，灵柩暂厝北平。直
到 1933年，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筹办下，迁葬于济南马鞍山下。

记得 1998年，我到过马鞍山北麓的
民国名士陵园，见到过王鸿一先生的墓
碑，记忆犹新。陵园内古朴的石牌坊，笔
直的墓甬道，两侧整齐的松柏，尽头水泥
筑的墓冢，花岗石的墓碑，都给我留下庄
严肃穆之感。伟人远去，精神永留！

燎 豆 子

刚正不阿的明“少保”
郓 城 唐 塔

国民革命志士王鸿一
邓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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