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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武县博物馆商贾展厅，上始商周时期
贝币、蚌币，下至民国时期的纸币和铜板，基本
不断代。其中不乏桥币、布币、刀币、半两、五
铢、元宝、压胜钱等珍币，并且展有外国银圆。
林林总总的古钱币让人目不暇接，馆藏总量近
16万枚之巨，在山东省县市级博物馆是最多
的，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然而，在商贾展厅展示最多的，是北宋时
期的古钱币。立国 168年，历经九帝 35个年
号，各个年号的铜钱都有。最为触目的，是仿
照原貌垒砌的“钱窖”，里面大小不一、制式各
异、成串成串的铜钱，让游客惊叹不已。在馆
藏近 16万枚铜钱中，99%为北宋时期的铜钱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成武的繁华和富庶。

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克诚、田晓娜主
编的《中国通史》记载（1507页），在漫长的中国
封建时期，北宋是经济发展的迅猛时代。无论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
引人注目的成就。同时，文化也高度繁荣。大
城市繁华，小镇市兴旺。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
国，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领先世界，并且对人类文
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刷术、
火药、指南针三项发明，开发应用在宋代。宋朝

在世界上最先发行纸币，是海上贸易大国。
北宋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还原了京

都开封的繁盛。成武属于京畿之地，具有随同

发展的先天优势。若论成武的经济发展程度，
通过成武县博物馆的钱币展品，可窥见一斑。
这些钱币大都是 1986起，从城湖故城址开发

中陆续采集而来。另有镇馆之宝，国家一级、
二级文物——宋代（北宋初）五彩瓷人，国家珍
贵历史石刻——全国仅有的两块石刻之一、原
置于故城文庙（孔庙）、北宋仁宗年间的孔子庙
堂碑，以及文房四宝、各类铜器等，可见当时成
武的富庶，成武城的繁华。

2019年 10月 31日下午，于成武老武装部
隅首，即明清县衙西南处，在古城街开挖雨污
水管道时，发现了一个北宋时期的钱窖，出土
北宋铜钱近 3万枚，足见当时之富庶。

据《中国通史》记载（1524页），中国经济重
心的南移，完成于宋代（南宋）。在长江下游和
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其经济以稻麦两熟
制为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宋
代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在与北方辽朝的抗衡
中，宋朝处于劣势，后被新兴的金朝占夺了北方
半壁山河，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灭亡。宋金元
时代复杂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造成了北
方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的严重倒退。

南宋时期，成武属于金朝。从成武县博物
馆寥若晨星的金代古钱币及其他展品中，可看
出在战乱频仍的那个年代，成武经济的衰退和
凋敝。 文/图 通讯员 隋启良

“清末屠户”是晚清大臣毓贤在曹州
任知府时留下的绰号。毓贤（1842 年－
1901 年），字佐臣，满族，长白山人，内务
府汉军正黄二旗，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
派分山东，曾任山东曹州知府、山东兖沂
曹济道、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湖南布
政使、江宁将军、山东巡抚、山西巡抚等
职，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
士。

清光绪五年（1879年），毓贤来曹州任
知府，因他的官帽下拖着一条干豆角似的
黄辫子，人送外号“毓小辫”。在官场上他
又是典型的酷吏，人称“屠户”。在曹州任
职六年期间，不分良莠，统制专以诛戮为
事，残酷镇压民众的反抗斗争。采用大批
逮捕、滥用酷刑和无情屠杀的恐怖手段进
行管治，“善治盗，不惮斩戮”，曾在 3个月
内杀掉 2000 多人。他惯用打杖条、打板
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
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
酷刑。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
在衙门前置木笼 12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
铁钉，把犯人吊在木笼内，再在脚下垫几块
砖，似踏非踏。这样，人在笼内稍有动弹，
肉体就被刺得鲜血淋漓。有时，当人踏到
砖上，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
当时惨死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

毓贤因为血腥镇压曹州百姓，嗜杀有
功，官越做越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授任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补山东按察使，他一上任，便故
伎重演，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升任山东布政
使，自此大肆镇压民众运动，曾 8次下令不
准民间设场习拳，不准私立大刀会、红拳
会，并对活动于济宁、汶口、巨野等地的义
和拳进行剿杀，并杀害了其首领陈兆举
等。同年 8月，调任湖南布政使，11月署江
宁将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升任山东
巡抚。时值甲午风云后，山东已是洋人遍
地，外国传教士横行乡里，民众产生义愤，
排外势力萌发。 毓贤在山东为官多年，熟
知当地的情况。平原事件后，他看到义和
拳力量仍在发展，同时又感到外国教会势
力渐大，对清朝统治产生威胁，于是他一改
以往策略，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
民团”，由剿变抚。曾任凭平原、高唐、茌平
一带的“义和拳”领袖设场授徒，并改义和

拳为“义和团”，授意乘隙攻击教堂、打击教
士，以达其排外仇教的目的。还自标榜为
义和团“魁首”之二：“一为鉴帅（李秉衡），
二即我是也。”

这年，平原县有教民和拳民发生冲
突，知县袒护教民。毓贤闻讯，一面派人弹
压，一面将县令等人撤职查办，又派济南知
府亲往安抚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
拳、大刀会等一律改为“民团”，允许首领朱
红灯所部建旗帜，皆署“毓”字。自此，山东
义和团声势骤长。毓贤对义和团剿抚兼
施，主要用以抵御外国势力。这时，国外列
强害怕义和团作大，视毓贤为“罪魁祸首”，
美国驻华公使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袁
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离职前两天，下令
杀害了已被诱捕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
本明和尚。

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
学士刚毅会力进谏，获准面见慈禧太后，
荐义和团可用。次年，毓贤被起用为山西
巡抚。到山西后，把那些“视拳为匪”的州
县官大加痛斥，说义和团是新时期的义
民，并大力发动民众，热情接待无业游民，
发给他们钱粮，还授“毓”字钢刀。一时
间，当地群相奔告，说山西出了个“好官”，
投奔者络绎不绝。最终巡抚衙门应接不

暇，便指令各州县必须
给予支持，给义民发粮
发钱。

毓贤排外的举动
愈演愈烈，不仅唆使义
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
教民，还对拳民首领款
若上宾。据统计，山西
共杀害外国传教士 191
人、当地教民及家属 1
万多人，是死人最多的
一个省。同时，还焚毁
教堂、医院 225所，烧拆
房屋 2万余间。由于毓
贤的所作所为，激起了
外国列强的极大不满，这也是八国联军入
侵中国的借口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
陷天津后，毓贤要求率兵勤王，但又畏惧洋
人，借故推脱。八国联军在攻占北京与清
廷议和时，毓贤被指为排外仇教的罪魁祸
首，革职充军发配新疆，还要求赔偿抚恤金
和丧葬费等，共计 400万两白银。后来，清
廷还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若干年，以示惩罚。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廷又下令对毓贤即行正法，诏书追

至兰州，毓贤被处死。
综览毓贤和义和团的有关史料，这是

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曹州任知府时，
是一个镇压拳匪和民众的酷吏。在山东、
山西任巡抚时，他又成了庇护义和团、仇
教排外的先锋。据说，他死前还遗言：“慎
勿忘国仇可耳！”并自作挽联：“臣罪当诛，
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以终沉三
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
救，切须早慰两宫心。”透露出对自己一生
总结的几许茫然。

“尬聊”是如今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词
语，大概意思是不会聊天还要聊天，聊不
几句就把话题聊死了，但还要接着聊这样
一种尴尬的聊天状态。在春秋时期，大教
育家孔子和弟子们周游的时候，在如今菏
泽市定陶区仿山的阿谷，就曾经有过一次
著名的“尬聊”。

据汉代的《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和弟
子们去楚国的路上，经过今定陶区的仿
山。仿山的东西两个小山丘之间，有一条
宽约四五十米的小峡谷，称为“阿谷”。春
秋时期，此地有一处泉水，成为周围人家
的用水处。孔子和弟子走到此处，口渴难
耐，这时，孔子在车上看到远处一个小姑
娘正在阿谷的水边洗衣服，打扮得很漂
亮，看样子还没有结婚。孔子对弟子子贡
说：“能和那个洗衣服的说说话吗？”就拿出
一个水杯交给子贡，又说：“你和她说几句
话看看她的表现。”子贡拿着水杯来到洗
衣服的小姑娘面前，说“我是北边偏远地
方来的人，从北向南走，将要到楚国去，正
遇上这暑天，想和你要杯水，解除暑气。”面
对这个陌生人，小姑娘说：“阿谷中间的这
个泉水四处流淌，你想喝水就喝，又何必
问呢？”子贡碰了个钉子，一时不知道怎么
办。见子贡站着不动，小姑娘就接过子贡
手里的水杯，挑着泉水上游的清水满满灌
了一杯，跪着放在了沙地上,对子贡说：“按
礼法，我不能亲自端给你，你自己拿吧！”子
贡拿着水回去了，把小姑娘的回答说给了
孔子。孔子说：“我知道啦。”

于是，又把身边的一张琴拿出来，故
意调松了琴轸，把琴递给子贡说：“你再去
和她说话。”子贡又拿着琴来到小姑娘的
面前，说：“刚才听你说的话，好像春风一
样，让人感到温暖。不是你说，我还不明
白那些道理，这让我很佩服。我这里有一
张琴，旋钮松了，想麻烦您给调一下音节。”
小姑娘说：“我是乡下的人，一直很浅陋，根
本不懂音乐，怎么能帮你调琴呢？”子贡又
碰了个钉子，只好拿着琴尴尬地回去，把
小姑娘的话重复给孔子。孔子说：“我知
道啦。”

然后，又从身边拿出一块细葛布来，交给子贡说：“你再去和她说
话。”估计这个时候子贡的心里已经快崩溃了，但是老师的话不能不听，
子贡就又拿着这块布来到小姑娘面前，说：“我有一块细葛布，不敢直接
交给你，就把它放到水边上（你自己拿吧）。”这个时候，小姑娘生气了，
说：“你这个行路的客人，在这里反复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又拿出来你的
财物丢在这荒野，我年纪小，怎么能接受你的东西？你要不早早走开，就
要落一个精神病的称呼啦！”子贡拿起布，满脸羞红地回去，把小姑娘的
话又重复给孔子。孔子说：“我知道了。”但这次他没有让子贡再去骚扰
小姑娘，也没有拿东西出来，而是感慨地说：“这个小女孩知道人情和礼
节，《诗经》上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就是
这样的女子。”

在这个故事里，孔子三次让子贡试探小姑娘的节操，但都被不卑不
亢地顶了回来，让孔子知道了该地是真正的礼仪之邦，引发了孔子的感
慨。至于孔子为什么不自己去和小姑娘对话而是派弟子去，这大概是考
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吧。

孔子这次与小姑娘的“尬聊”被人们广泛传扬，这个故事也被汉代的
刘向写入了《列女传》，还专门写了评语来赞扬这个小姑娘，说：“子贡三
反，女辞辨深，子曰达情，知礼不淫。”

东临济
广 高 速 、北
依阎青公路
的安蔡楼火
神 台 村 ，位
于曹县城东
南 18.8 千
米 ，安 蔡 楼
镇政府驻地
西南 4 千米
处。该村东
西 1000 米，
南 北 500
米 ，聚 落 呈
东 西 长 块
状 ；有 东 西
主 干 街 一
条 ，长 1100
米 ，其 他 东
西 街 四 条 ，
长约 500 至
700米；南北
街 两 条 ，一
条 长 700
米 ，一 条 长
400 米 。 全
村 800 余
户 ，2720 余
人，汉族，耕
地 2300 亩，
以 农 为 主 ，
有 王 、赵 、
魏 、黄 、常 、
张 、仝 、吕 、
韩 等 姓 ，王

姓居多。
火神台形如墓，其上建有火神庙、大

殿、拜厅等，是古代劳动人民祛邪、避灾、祈
福、祭祀火神的地方。据史料记载，曹邑东
南三十余里有金凤台，上有火神庙，在清康
熙年间改为火星台，道光九年重建改为火
神台，台上建有火神庙，为祭祀火神场
所。《曹县志·安蔡楼镇行政村村名由来·
火神台》词条载：明洪武二年，王氏由山西
洪洞县迁嘉祥申村，永乐间，分支于此，名
王庄；正统间，洪水冲村成金鸡状，故名金
鸡王庄。因地成高岗，又名金凤台；清康
熙间，于台上建火神庙，遂改称今名；戏剧
大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赵义庭出生于
该村。

“拆了房子卖了砖，也要看赵义庭的
《南阳关》”。赵义庭(1915年 4月—1992 年
3月)，幼时在火神台帮家人卖豆沫，被人称
为“豆沫小生”；又因把《黄鹤楼》中的周瑜
饰演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被观众称为

“活周瑜”。1936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
赵义庭录制了《南阳关》《八郎探母》，开创
了梆子戏小生灌制唱片的先河。新中国成
立后，赵义庭参加香玉剧社，为支援抗美援
朝，他不但自己捐款一万元，还参加了常香
玉率领的剧社到全国各地巡回义演活动，
为捐献“香玉号”飞机作出重要贡献。1956
年，河南豫剧院成立，赵义庭任河南豫剧院
一团主要演员兼业务团长，后任团长、导
演。

赵义庭为豫剧文武小生泰斗，豫剧生
行划时代、代表性人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梆子戏生行的领军人物，著名豫剧表演艺
术家。其先后为陈素真、常香玉固定搭档，
被观众评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在
豫剧中自成一派，世称“赵派”；其代表剧目
有《南阳关》《八郎探母》《提寇》《黄鹤楼》

《花木兰》《白蛇传》等。赵义庭一家名家荟
萃，其妻为著名女小生徐凤云，其子赵春生
为河南省豫剧一团主演、著名武小生，其女
赵娟也是安阳市崔派艺术研究院主演。

以正月初七庙会闻名鲁西南的火神台
村，不但出了赵义庭、赵春生、赵娟等艺术
家，也是地方名吃火神台豆腐干的产地。
火神台豆腐干以食盐、茴香、花椒、大料、干
姜等为调料，营养丰富，既香又鲜，硬中带
韧，久吃不厌，被誉为“素火腿”。

火神台村民过去靠农为生，兼靠庙会
干点小生意度日。而今，乘上电商快车道，
家家干淘宝，户户开网店，成为著名的“中
国淘宝村”。 张荣昌 酆 鸿

儿歌曰：一九里，结冰凌，俺睡被窝热烘烘；二九里，北风刮，俺在
火盆跟前耍；三九里，缸冻裂，俺在坑上唱儿歌；四九里，不出门，热热
乎乎背国文。

乡村的冬天十分寒冷，庄稼人取暖的方式很多。来了客人，便从
柴禾堆上拽一把豆秸，在屋当门点着，主客便一齐伸出手来，反反正
正地烤上一通，然后就着浓浓的柴烟，唠些农家的庄稼话。

遇到晴好的天气，妇女们就把被子抱出来晒太阳，晚上睡觉时依
然暄软温暖，还有阳光的味道。赶上雨雪天，空气湿冷，被窝冰凉，晚
上睡觉就是个问题。老人身子弱，被安排在与锅灶连着的坑头上，虽
不太洁净，但也暖和。年轻人火气大，冰凉的被窝，在里面翻几个身
被窝就暖和了。小孩子身子骨单薄，大半夜暖不热被窝，手脚冰凉，
大人们就要给孩子烘被窝。

烘被窝时，大人从锅灶内取出冒着明火的热灰，装在一个不大的
陶盆内，放进孩子们的被窝里，火盆与被子之间是一个用白蜡条编成
的圆形烘子，一个时辰不到，就把被窝烘得热乎乎的。火盆烘过的被
窝里，有浓浓的柴烟味，小孩子就在柴烟味里香甜地睡去。

人生烟火味，最是谁也离不开的生活本真。温润的灯光，暖烘烘
的被窝，静寂的冬夜，勾勒出一代人童年的温馨记忆。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一条大堤从郓城县境内蜿蜒而过，途
经黄集、潘渡、玉皇庙、陈坡等乡镇。境内
全长 35公里。这道大堤人称“金堤”。金
堤东起山东的东阿县，西至河南的滑县，全
长约 184公里。

传说，金堤是秦始皇督办修建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威震四海，傲视

天下。他下旨“南修金堤挡黄水，北修长城
拦大兵”。那时候，黄河年年在山东、河南
一带决堤，河水泛滥成灾，民不聊生。有一
年，秦始皇下旨，要在第二年黄河涨水前，修
一条黄河大堤，阻挡河水。取固若金汤之意
而名“金堤”。然而，在哪儿修呢？秦始皇骑

上马，命令监工大臣跟随其后，马跑到哪里，
就修到哪里。他沿着黄河岸边跑了 150多
公里，马蹄印就成了修金堤的线路。

当时在北方正修着万里长城，天下的
青壮年男人都被征派走了。修堤监工大臣
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找来多少能干活的人，
只好把那些老弱病残的百姓强征硬派，押
到了黄河边。开工的时候，正是三九严
寒。多年的战乱，把老百姓们折腾得一贫
如洗，个个穿着薄衣，又冻又饿，加上活重，
没多久便死伤了许多人。人少工程量大，
一冬一春过去了，大堤没修多少。

秦始皇视察工地，看到进展缓慢，怪
罪监工大臣监工不力，下旨杀了监工大臣，
又换个大臣继续监工。新的监工大臣怕因
工程缓慢引起秦始皇震怒，重蹈前任覆辙，
便挖空心思，抓人修堤。他到处张贴告示，
要每家每户都必须出人去修金堤，不去就
按通匪论处。结果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卧床不起的病人，十几岁的孩子，刚生了娃
娃的妇女，都被抓去修堤。

修堤工地上，挖土、抬筐、打夯，活儿十
分繁重，每天都有人饥饿病累而死。监工
大臣没日没夜地催着快干活，完全不顾老

百姓的死活。眼看汛期快到了，秦始皇又
下了圣旨，十天后他要视察“金堤”。圣旨
一到，吓坏了监工大臣。监工大臣气急败
坏，拼命抓人，疯狂驱赶老百姓修堤。没几
天，堤上躺满了累死的老百姓。

十天期限到了，秦始皇骑着高头大马
来视察，问监工大臣:“金堤完工了吗?”监工
大臣战战兢兢地说:“启奏陛下，工程已经
完工，因没有土源，还有几处没有填平。”

秦始皇下旨说:“我骑马从西向东看看
堤修得怎么样。我骑马回来时，金堤要全部
修好填平。不然，按欺君大罪灭你九族。”秦

始皇对监工大臣说完，骑马挥鞭而去。
监工大臣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个办

法。下令把累死冻死的修堤百姓填在不平
的地方，上边盖些土。尸体填完了，堤还填
不平。监工大臣又下令把病着的，不能干
活的民工也填进去。一时间堤上哭的哭，
喊的喊，士兵们生拖硬拽，把许多活生生的
人填进堤中，盖上了土。

秦始皇骑马回来，只见高高的“金堤”
平平坦坦一眼望不到头，龙颜大悦，下旨对
监工大臣升官晋爵。

多少年来，这条“金堤”挡住了黄河水，
减少了水患，挽救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造福了
沿途群众。但“金堤”是百姓的血汗和尸骨堆
成的，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血腥统治，是封建统
治者欺压百姓的有力证据。

如今“金堤”上道路畅通，两侧树木成
林。“金堤”下良田万亩，一望无垠。“金堤”
真 正 成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堤 ”“ 希 望
堤”。 魏建国

无 限 繁 庶 看 北 宋
—— 从 成 武 县 博 物 馆“ 钱 窖 ”谈 起

清末“屠户”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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