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古为乘氏，后称曹州。地处中原，
膏壤百里，物阜民殷。黄河西来，浩浩荡荡，
通天地之脉。河湖港湾，星罗棋布，涵濡勃
勃生机。古城以此应运而生。据《曹州府
志》记载，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巡抚张
骥、学博徐恩学、知州范希正，创曹州于乘氏
地，“度形势，筑城池，划方隅，定民居”，城池
格局基定。又历经几届知州相继修缮，明正
德七年（1512年），始告工竣落成。

黄河之水有利有弊，对菏泽民生影响
巨大。据《菏泽地区志》记载：“从春秋战国
时代，至民国时期两千多年间，黄河下游改
道约 26次，波及菏泽境内的达 12次之多。
黄河决口 1500余次，发生在菏泽区域的高
达 161次。”据《曹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元年

（1522年），知州沈韩为了保护古城不受洪
水侵袭，在离城周围五里处，护城筑堤。堤
呈圆，城为方，象征天地。城外有池，池外
有堤，“外圆内方”的格局始定，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黄河决口
黄陵岗（今河南兰考东北 35公里处的宋庄
村）。水入赵王河，东南城堤被洪水冲毁。
时知州沈韩率众奋战五昼夜，复筑城堤，御
水城外。后东南堤缺角（今程堤口处），为

此决口所致。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知州周鼎重新修筑州城及护城堤。明嘉靖
四十八年（1569年），兖济分巡道许鼎臣又
加固护城堤。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雨连年，
知州许恩率众于堤上植树万余棵，以固堤
防。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口于铜
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 12公里处的东坝头
村）。大水破西堤而入，又破北堤而出。自
此曹州连续水患达二十年之久。清光绪年
间的《菏泽县乡土志》中，护城堤的八个堤
口均有记载，现傅家堤口、接官厅堤口尚
有，其他六处皆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还曾有十个堤口留名。

菏泽护城大堤至今，已逾 400余年，沧
桑巨变，但其格局如初，只是堤势发生了较
大变化。据《菏泽地区志》所载，由于黄河在
菏泽多次改道，城堤防多次修筑，将洪水、沙
灾拒之城外，导致堤外常年的泥沙淤积，其
地面高于城内达 3米之多。形成了“城内之
地下于城外，城外之地又下于堤外”的断面，
即“城市小盆地”的特殊地形。近百年来，寒
暑更迭，黄河已治理，水患已遁，护城大堤防
水功能渐失，遂延为百姓的游乐之处。

1948年菏泽解放，护城堤上部分地段
有居民植树。1964年，地区政府发动群众，
开展义务劳动，对城堤进行平整，开始植树
造林。“文革”期间，由于无人管理，大堤多
处被乱挖乱占，树木盗伐，破损严重。1978
年，护城大堤分于四城区管理，政府疏于监
护，土方盗挖，野草丛生。1996年，菏泽市
政府（县级）将大堤管理权收回，成立园林
处统一管理。2000年以后，然囿于大堤年
久失修，加之挖土填塘，乱搭乱建，筑坟立
碑，多处堤段日渐蚕食。

2017年，菏泽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关
心民生，顺应民意，启动《环堤公园修建详细
规划》编制，拟对环城大堤实施保护改造。

该园于 2018年顺利开工。公园建设
范围为：从大堤中心线向内 50米，向外 100
米，总面积 241公顷，全长 14.6公里。总体
规划为：依托古堤，贯通水系，构成“一环四
段、十景五湖”的景观。一环：城市公园环

（绿色生态环、健康生活环、城市文脉环）。
四段：四个堤段（南堤、东堤、北堤、西堤）。
十景：十个公园（湿地公园、筑堤纪念园、百
花公园、民间艺术园、名人园、官厅公园、拓
展公园、花谷公园、点将公园、乐活养生
园）。五湖：五个人工湖（莲花湖、碧泽湖、
锦绣湖、叠翠湖、金秋湖）。

工程建设已历经两年，公园基本雏形
已现，部分景观已向公众开放。今骑行环
堤一览，走南堤：西有湿地公园栈桥延绵，

莲花湖畔荷芦映天；东有筑堤纪念园幽堤
怀远，劳作雕像活灵活现。过东堤：南有民
间艺术园非遗荟萃，戏曲脸谱净丑生旦，碧
泽湖水波光涟涎；北有名人园史海钩沉，乡
贤榜上撷英摭粹，状元墙上百世流传。经
北堤：东有官厅公园亭桥凌空，锦绣湖岸竹
秀柳烟；西有拓展公园，健身娱乐设施齐
全，叠翠湖边枝茂叶繁。到西堤：北有花谷
公园，盘石草堂楼榭升变，牡丹仙子散花托
篮；南有点将公园将台金甲，黄巢跃马驰
骋，叱咤风云剑指南天。

以上所观，真可谓一步一风景，一景一
陶然。除此外，每个堤口皆建有凉亭，已建
28个，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堤上堤下还建
有 3条彩色健康步道，曲径悠长。节点广场
达 101处，青石铺洒，华灯饰靓。为保证环
堤河水畅通，新建桥梁 9座，顶进涵 6处，河
道驳岸形式多样，溪间流水潺潺，玉带碧波
荡漾。绿化景观以乡土树种为主，其中乔
木 71种，观果树 20多种，地被植物 110万平
方米，水生植物约 8万平方米。

环堤公园冠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
媒体，打造出了菏泽城的新名片，成为曹州
古城的新地标，优化了“外圆内方”的古城
格局，再现了“花城水邑、碧水菏泽”的城市
风貌。环堤公园为古城复兴增添了厚重一
笔，又给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营造出“本
地人留恋、外乡人向往”的活动空间，提高
了菏泽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邓文献邓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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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唐·天宝
九年（750年）的许黄墓志铭，方柱歇山顶
式，四面环刻铭文，这种形制成为全国制式
唯一的墓志铭。馆藏最早的是许顼墓志
铭，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其次是王
君墓志铭，为唐开元十年（722年）；第三是
张茂墓志铭，为唐开元二十年（732 年）。
这四块墓铭制式不一，体型皆不大，有就地
取材之意。在宋代，董公墓志铭为宋绍圣
四年（1097 年），制式为长方形，体型较
大。而到了明代，制式统一，全为正方形，
并且越来越高档，越来越考究。

追溯墓志铭的来历，源于“一墓碑、一
名人、一通碑”。

一墓碑，要从成武县博物馆另一馆藏
珍品张寿墓碑谈起。张寿（89-168年），字
仲吾，东汉成武人，任竹邑侯国相，逝后葬
于文亭山北。张寿墓碑，又名张仲吾碑，是
菏泽市发现最早的汉碑，东汉灵帝建宁元
年（168年）立。宋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欧
阳修见到此碑时尚完好无损，并为该碑作
跋，称该碑为蔡邕所书，并收入其编写的

《集古录》中。南宋金石学家洪适《隶释》录
碑全文，碑凡五百四十二字。明代该碑仅
存上段十六行，每行十四字。后被凿为碑
趺，中间凿去四十字，又因自然剥蚀毁损三
十字，现可识读者一百五十四字。该碑隶

书，笔笔如铸，撇捺波挑，雄迈静穆，变化多
端。细微之间，横生妙趣，故显遒古雄奇之
姿。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方朔、邓石如、朱彝
尊、牛运震、翁方纲等均考证过此碑，并作
评题跋。清隶书宗师邓石如三十岁得此碑
帖，终生临摹，妙得其趣。公元 1929年，上
海扫叶山房《四体大字典》曾选用其中部分
字做范字。1979年，山东省公布重要历史
石刻，全市三块，成武占了两块，即张寿墓
碑和孔子庙堂碑。由此可见，张寿墓碑的
书法造诣之精深。

一名人，即撰写张寿墓碑碑文者蔡邕
（133-192），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
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早年拒朝廷
征召之命，后被征辟为司徒掾属，任河平
长、郎中、议郎等职，曾参与续写《东观汉
记》，领衔刻印熹平石经。后因罪被流放朔
方，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董卓掌权
时，强召蔡邕为祭酒。三日之内，历任侍御
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
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
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
久便死于狱中，年六十。蔡邕除通经史、善
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
书造诣最深，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
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
响甚大，被《书断》评为“妙有绝伦，动合神

功”。35岁时，受邀撰写张寿碑文，彼时已
声名鹊起，追慕者颇众。

一通碑即“熹平石经”。西汉末年，刘
歆借王莽的政治势力，把《古文尚书》《古文
春秋左氏传》和《周礼》立于学官。王莽依
据这些经典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自立为皇
帝。东汉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朝的统治，
重新废去古文经而提倡今文经。此后今古
两经时常相争，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
邕与其他一些官员奏求汉灵帝正定六经文
字，汉灵帝接受了蔡邕的建议。这是儒家
经典的第一次刻石，历史上称为“熹平石
经”。熹平刻石始于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

（183 年）止，历时八年，共刻儒家经典七
部，共计 20万字，刻写在 46块石碑上。经
文顺序是碑碑相接，各碑正面之文相连，背

面之文相接，起自正面首碑，终于背面末
碑。每碑高 175厘米、宽 90厘米、厚 12厘
米。每字约 2.5平方厘米，采用当时最通行
的隶书字体，系蔡邕用红笔一字字写在石
碑上，石匠逐一雕刻而成。46块石碑立于
洛阳太学之东，列成U形。“熹平石经”在当
时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是有了轰动效应的熹平石经，东汉
末年刻碑立石成为一种时尚风气。尤其为
逝去亲人立碑，成了时髦和必须。在东汉
末年，天下大乱，人人活命尚且艰难，为给
亲人立碑，足以让中等人家倾家荡产。为
此，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
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
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
式。

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
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
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以
后也发展为仅有志没有铭的，但仍通称墓
志铭。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圹志”

“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
埋在地下的。北魏时期禁碑令废除后，此
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
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
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
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
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
盛，墓志铭之作渐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
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
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
台。 隋启良

望鲁集村位
于曹县城东南 25
千米，安蔡楼镇
政府驻地南 7 千
米处。有东西、
南北各四条主干
街道，聚落呈方
块状。全村 2000
余户，6000余人，
其中回民接近半
数。有李、张、魏、
金、王等姓，逢农
历二、五、八成集，
为望鲁集东街、
南街、西街、北街
四 个 村 委 会 驻
地。

地处太行堤
水库北侧、西临
古（古营集）南（南
园）路、东靠黄白
河的望鲁集村，
古为望鲁阁。春
秋时，该地属宋
国。鲁庄公之女
嫁宋公，归国探
亲不得，常郁郁
寡欢。宋公怕她
抑郁成疾，就带
她到宋国边境靠

近鲁国境的地方去遥望故国，鲁国公主登
上高楼犹嫌不能望远，竟流连不返，宋公令
民众为她筑一高台，高台上建阁，台得名望
鲁台，阁得名望鲁阁。后因成集而名望鲁
集，明设望鲁都。清乾隆年间，设曹州府黄
河同知署，称曹县望鲁里，因距县城 25公
里，清末曹县县丞驻此，以驭东南方。

作为曾经的黄河古渡口、水路贸易中
转站，曹县境沿黄河 70公里内八大集之一
的望鲁集，沿黄客商甚多，建有店舍、马棚，
俗称“山西会馆”。有关帝庙、大寺奶奶庙、
回民清真寺等古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回
民清真寺。《曹县志·古建筑·望鲁集北街清
真寺》词条载：位于安蔡楼镇望鲁集北街行
政村南北大路路东，始建于清代；该寺南北
长 45米,东西长 60米,面积 2700平方米；寺
内有讲堂 5间,坐北朝南,面阔 20米,进深 7
米,砖木结构,重梁起架,八砖铺顶，小灰瓦覆
顶，门前两根木柱撑起前廊；水房5间，面阔
18米，进深 7米，重梁起架，八砖扣顶，砖木
结构，带前廊，屋檐为木质结构,1991年重
修；西边为朝真殿3间,为1998年新建。

望鲁集最著名的土特产为白莲藕。《山
东风物志》望鲁集白莲藕词条载：曹县望鲁
集白莲藕有着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传
说春秋时期，鲁国公主嫁到宋国后，常思念
故国，宋公便于鲁、宋接壤处筑高台一座。
后来，公主回鲁国带来白莲藕苗植于筑台
之坑内，从此望鲁集种植白莲藕就再也没
有间断过。望鲁集白莲藕颜色白中略为透
明，质地细腻且脆，落地会跌成碎块。其
中，尤以生长于望鲁台坑边沿的白莲藕为
上品，其颜色呈淡绿色，名曰“闷青”，生食
甜脆园爽口。旧时，望鲁集白莲藕为珍稀
之物，每当冬季，人们将新鲜莲藕用大红布
条紧紧裹好，销往徐州、蚌埠、南京、上海、
开封等地。

进入新世纪，尤其随着黄河故道的开
发，望鲁集白莲藕的种植范围逐步扩大，年
产量过百万公斤，成为山东省地方著名农
业生态种植品牌。 丰 啸 酆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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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因“凿石得金而名”。位于巨野县“昌邑国”故城遗
址东北 15公里。作为金山古八景之一的金山崖墓，正是在位
27天的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废冢。

从《汉书》的记载知晓，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
刘髆之子。公元前 88年，不到 5岁的刘贺便继承王位成为第
二任昌邑王。

公元前74年4月17日，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因病崩于长安
未央宫。刘弗陵身后无嗣，谁来继承帝位？群臣讨论后认为，在
武帝的六个儿子中，唯有皇四子广陵王刘胥还活着，帝位的继承
非他莫属。大将军霍光则力排众议，认为早在武帝时便已将刘
胥排除在帝位继承人之外。广陵王刘胥行事离谱，时常赤膊同
狗熊、野猪等搏斗，与帝王的风范格格不入。这么一来二去，立
嗣之议月余而不能决。在这种情况下，不到 5岁任昌邑王的刘
贺便“捡漏”被锁定为皇位继承者。当年6月1日，18岁的刘贺于
昭帝灵柩前继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27天后，权臣霍光等人以
刘贺在27天内犯下25条罪状为由将其“罢免”。

元康三年，汉宣帝把刘贺由昌邑王降封为海昏侯，刘贺由
封地巨野昌邑改封到豫章郡海昏县（今南昌新建一带），并规定
刘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这就是说刘贺不仅不能回京朝
觐天子，更不能拜祭宗庙，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列侯。

因为短期称帝，刘贺被废后赴南昌改任海昏侯，金山崖墓
继而成为废冢。

巨野县城东南 23公里，便是金山。沿南面缓行，穿过茂密
的松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秦王避暑洞”彩绘门楼。往北绕行不远，就到了人们俗
称“金山大洞”的门前。门西侧，立有“巨野金山崖墓”石碑。

据碑文介绍，巨野金山崖墓俗称“金山大洞”。经考证，实为西汉后昌邑王刘贺的
废冢。传说李世民曾在此避暑，故有“秦王避暑洞”之名。金山崖墓向正南，由明道、侧
室、耳室及主室组成。崖墓开凿公正，鬼斧神工。正面和明道两侧石壁上，现存宋朝以
来的刻石45块，其中年号清晰的27块。文字以题记、记事居多，亦有散文、歌赋。其内
容多为秦始皇避暑传说、礼佛记事、金山四时风景、游览抒怀、乐水乐山等。石刻诗文
的书法，虽无历代大家名硕，却大都出于朝野名士和地方名流之手。

据记载，崖墓总长 89.80米，最宽处 28米(含东西侧室)，明道长 63.3米，道壁最高
处 15米。东侧室长 13.9米，宽 3.2米，高 2.6米。现存 2尊高约 90厘米，元泰定四年

（1327年）所造的石佛像。雕刻精细，造型美观；西侧室长 9.3米，宽 3.1米，高 2.6米。
大洞正门上方，是金大定三年（1163年）金朝皇帝御赐落款的“敕刻大明禅院”。

禅院尽头是石凿的刘贺墓室。道长 15.9米，宽 2.4米，高 1.85米。棺椁主室长 10.6
米，宽 6.7米，高 2.35米。在放刘贺遗体的地方，现在造了一个硕大的卧佛，金碧辉
煌，历经金、元、明、清，香火经久不衰。

在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中，一件清晰刻有汉隶字体“南昌”二字的青铜豆型
灯灯座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目前关于“南昌”最早的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曾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墓里出土了许多“昌
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说明离开故乡的刘贺一直心系昌邑，渴望有一天
重新做回昌邑王，因此很可能将从前待过的山东称为“北昌邑”，将自己之后所处的
江西鄱阳湖畔的都城称为“南昌邑”。“南昌”或许由此得来。

据菏泽籍文化学者潘建荣介绍，刘贺被贬之地豫章今南昌的地名来历和沿袭，
始于汉高祖刘邦，高帝击败项羽，乃命御史大夫（后封颍阴候）灌婴率骑平定江南。
当时赵陀乘刘、项相争时，占领越南，即今两广及安南一部分地区。汉高帝恐他窥视
中原，乃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年）命灌婴建立豫章郡，翌年开始筑城据守。从此
南昌就一直是江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乾元二年，废郡置“南昌军”，南昌之
名始见于此。后又改置“南昌县”。南昌就是“建昌之南”！建昌县脱胎于海昏县（公
元前 201年—425年），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析海昏县置建昌。所以，南昌的名
字由来与海昏侯刘贺有着直接的关系。

潘建荣还认为，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大多镂刻有“昌邑国”铭文，
还有书“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文字的简书，都可证墓中文物属于原昌邑国运来之
物。另外，墓中出土的皇家玉瑗、仪仗器、仪仗杆等多为刘贺从昌邑国带来的。

刘贺从出生到离开，共在巨野昌邑城生活近 30年。即便被贬千里之外的海昏
国，昌邑一直是刘贺终生不会忘记的故乡。他也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不
过这一切都已成为奢望。 谢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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