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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有雷泽，又称雷夏泽，古泽
位于菏泽市牡丹区与鄄城县的交界处，今
胡集镇的西北方。隋唐时代设有雷泽县，
古县位于雷泽的东南方，今胡集东。隋炀
帝时建有雷泽寺，古寺位于雷泽县城的东
大街，今胡集东 700米处。雷泽寺距今已
有 1400年的历史，历经风雨沧桑，后毁于
黄泛。今逢太平盛世，多蒙本地政府支持，
幸有居士信众力为，使千年古刹得以重建，
现正处于施工的进程中。

近日，我专程前去探访。从胡集站下
车，沿向东马路步行，过胡集中学，远远地
就看到一处殿堂交错、金碧辉煌的古典建
筑群，在一片绿色旷野的环围中，显得尉为
壮观。来到山门殿前，三层台阶之上，红墙
黄瓦，飞檐翘角，拱门铜钉，铺首衔环，门额
上书“雷泽古寺”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门
前左右两尊石狮，呲牙怒目，威武雄壮，使
人油然而生庄重之感。

正门紧闭，东门敞开，适逢院中有祈
福活动，我随信众进入。纵观寺院格局，西
边为寺院丛林，多为古典式建筑，是举行法
事仪式的场所。中轴线上从南往北有天王
殿、观音殿、地藏殿和大雄宝殿，其主体工
程已基本竣工。左右两旁为客堂、伽叶堂
和钟鼓楼，还在施工中，防护网笼罩，脚手
架林立。东边为生活区域，多为现代建筑，
是居士信众居住用餐的地方。粉墙蓝瓦，
两层楼舍，内设禅堂、念佛堂、斋堂、宿舍
等，周边新植花木。

大雄宝殿是寺中的主体建筑，为重檐

歇山式明清仿古建筑，坐落于十一级台阶
之上，白玉为栏，青石为阶。旁立石碑，记
有大殿通高 23.9米，巍然矗立，气势宏伟。
上观法轮镇脊，重檐翘角，鸱吻走兽。下观
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刻棂格窗。重檐间，

“大雄宝殿”四字金匾，熠熠生辉。走进殿
内，三尊樟木佛像端坐正堂，高达 12米，工
人师傅正忙于贴金。藻井彩绘飞天，凸显
得富丽堂皇。

大雄宝殿东侧横置一块古碑，断为两
截。为清乾隆年间所立，上刻《重修雷泽寺
碑记》，据所记，雷泽古寺始建于隋炀帝年
间，于唐宋至明清时期，一直奉为当地政府
唯一官寺。史料也曾记载，当时寺院黄墙
黛瓦，殿宇飞檐垂脊，信徒络绎不绝，香火
旺盛。可千余年来，历经风雨沧桑，于金大
定八年（1168年），雷泽古道场被黄河淤沙
所没。明清时代在原址上曾有过几次重建
和重修，迭经兴复废毁。

最 后 一 次 重 修 是 在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1794年），“仙僧”之徒法贤和尚，率四众佛
子“敬承先志，恢复祖刹”。碑中所载犹如
昨日重现，“晨钟暮鼓，金装石碑，佛像煌
煌，僧众云集，开宗演法。”传说乾隆皇帝下
江南时，曾路过此寺，为大殿赐名“玉佛
殿”。清咸丰五年（1855年），又因黄河改
道，遭 20余年水患，古寺被淤埋地下。后
遇“文革”浩劫，雷泽古道场被破坏殆尽，只
遗一钟一残碑矣。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原寺中的重修雷泽寺碑和寺钟才得以
出土重现。

2008年，时有比丘释道续由菏泽居士
相请，因缘菏泽，在山东佛教协会会长上明
下哲老和尚嘱咐下，决心率众弟子光复古
道场，建寺安僧，安心办道，绍隆佛种。数
年来，法师四方，行脚奔走，发愿“破邪显
正，高树法幢”，在当地政府领导支持下，为
弘扬佛法传统文化，决心重建雷泽古寺，率
领四众弟子步入重振古刹的庄严工程中。

2010年，在菏泽雷泽寺故址处开始重
建工作，历时两年恢复斋堂、厨房、山门等
建筑。2012年，古寺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开
工启建。一位楚居士告诉我，大雄宝殿中
的这三尊塑像，是道续法师在 2011年带领
50位居士，从九华山请过来的，可谓功德
无量！十年的努力，主体工程雏形初现，使
得古寺重焕新颜。祝愿“法幢逢盛世，圆满
菩提道”。

说到这里，在雷泽古寺初建时还有段
传奇。那是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炀
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惟恐黄河决口被淤沙
堵塞。遂发布皇榜，贴在雷泽城，声言“谁
能治理黄泛，要官给官，要钱给钱。”张榜多
日，无人问津。这时来了一个和尚，见到皇
榜，随手撕下。守榜士兵立刻把他解去京
城，皇上问：“这位长老，你是做官还是要
钱？”和尚说：“我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只要

求在雷泽城中建个寺便可。”
隋炀帝满口答应，马上派工部大臣随

去踩点定位。这时城中有位孙员外，主动
要把自家的花园相送。和尚见花园前还有
一水潭，说这是风水宝地，是建寺的绝佳之
处。筹资齐备，择日动工。这时突然从潭
中腾出一条黑龙，霎时云雾漫天，电闪雷
鸣。且吼道：“哪来的贫僧，竟敢在此建
庙！”长老说：“雷泽城屡遭水患，原来是你
作怪。”随即念佛施法，顿时云开雾散。黑
龙一见和尚法力强大，便逃之夭夭。

寺院得以建立，起名“雷泽寺”。从建
寺之日到宋，约 400余年，寺院古柏苍翠，
殿宇壮观，信众云集，高僧辈出，香火长盛
不衰，成为华夏佛门圣地，自此黄河在此段
也没决口，六朝皇帝都把雷泽古寺作为镇
灾、镇邪之宝，奉为官寺。

附近村民还流传着一段“慧能斗知
府”的故事。宋朝时期，原雷泽古寺前有一

莲花池，每到夏季，荷花盛开，莲蓬馨香。
兖州知府下令，要求把所产莲子全部供奉
府郡，和尚们怨而不敢言。后来，寺中新来
一位方丈，名叫慧能，听说此事，便上书兖
州府，说莲花池中来了一只龟精，偷吃了莲
子，请求免去供奉。知府听后大怒，说龟精
吃莲子，有辱本官。立刻发令，慧能该杀。
差吏马上进言，说如此粗暴，有失身份。不
如要慧能去捉龟，若捉不到，再杀不迟。

众僧听后，惊恐不已。这时慧能却泰然
自若，“既然如此，捉龟便是了。”于是，率百名
和尚身穿袈裟，合十垂首，口诵佛经。结果从
池中拖出一只石龟，千斤有余。慧能便手指
石龟对差吏说：“就是这石龟偷吃的莲子吧，
幸有府郡旨意，该杀！”差吏听后，心会意领，
便把杀僧令贴在石龟背上，回府交差，了结此
事，自此雷泽古寺再也不供奉莲子。在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见过石龟的人都说上面还能
看到一个“杀”字。 文／图 邓文献

向 庄 村
位于曹县城西
北 26.1 千米，
韩集镇政府驻
地北 2.2 千米
处。全村总面
积1.17平方千
米，其中耕地
面积 0.9 平方
千米，村庄占
地面积0.18平
方千米，聚落
略呈方块状，
有长约 500米
的东西大街五
条。全村 380
余户，1200余
人，有向、侯、
张等姓，向姓
最 多 。《曹 县
志·村名由来·
向庄》词条载：
明 永 乐 元 年

（1403 年），向
氏偕表弟王氏
自山西洪洞迁
至 曹 邑 北 安
家，以姓命村
向庄；为大棚
蔬菜专业村，原中共齐滨县委副书记向奉
之出生于该村。

著名革命烈士向奉之（1915—1947），
原名向峻丞，八岁入私塾读书，1934年秋，
以优异成绩考入曹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1938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
曹县县委在韩集北门里酆家祠堂举办的抗
日青年训练班。结业之后，回本村与侯保
太、向智斌等同志组织了向庄农会。同时，
还建立起一个合作社，以此为掩护开展革
命活动。1939年 7月，中共鲁西南地委建
立。向奉之调地委工作，历任秘书、组织干
事、组织科长等职。

1939年冬，向奉之争取地主武装队
长王清明（外号王柿子）率领 30余人弃暗
投明。后来，为瓦解和争取敌军，壮大抗
日武装力量，向奉之又多次深入敌巢，分
化瓦解了湾杨村的反动会道门武装，收编
了河南杨庄大斗子、二斗子的杂牌队伍。
1946年，向奉之被党组织派往齐滨县任县
委副书记。

1947年7月，在郑庄作战中，面对负隅
顽抗的国民党残兵，为减少伤亡，向奉之不
顾个人安危，向残敌喊话，宣传我军优待俘
虏的政策，劝说他们放下武器。没料到,这
些丧心病狂的蒋匪军突然从屋内甩出一颗
美制手榴弹，手榴弹立刻在向奉之面前爆
炸，当场就把他的双腿炸断。向奉之因伤势
过重，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著名烈士向奉之所在的向庄村，西距
“红三村”1.5千米，地处鲁西南根据地的中
心，是党的“堡垒村”。1938年，党就在向庄
成立了由侯保太、向奉之、侯银秀等组织的
地下党小组。为鲁西南根据地筹集资金的
酿酒厂，为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的鲁西南
银行钞票印刷厂都建在向庄村。同时，向
庄村还是八路军伤病员养伤治病的后方医
院，李爱国、董俊兰等成为救治、护理伤病
员的“红嫂”。因此，向庄，也成为日伪顽杂
扫荡的重点。为自卫，向庄村民兵成立了
联防队。向庄联防队克服诸多困难，机智
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其中最为杰出的民兵是被誉为“神
枪手”的战斗英雄向俊雨。向俊雨参加并
指挥了 60余次战斗，战无不胜，越战越勇，
成了保护老百姓的铜墙铁壁，保护了根据
地、解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向庄村西临拖金路，北倚四支沟，明属
田村都，清属田村里；民国时先后隶属于曹
县第十区、齐滨县第三区、曹县第六区；新
中国建立后，先后隶属于韩集乡、燎原人民
公社、韩集人民公社、韩集镇。

向庄村有着悠久蔬菜种植传统，今天
借助党的富民政策，大力发展大棚产业，已
成为曹南闻名的蔬菜专业村。

酆 鸿张荣昌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可谓家喻户
晓。特别是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好
汉，他们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更是妇孺皆知。
郓城县是水浒文化的发源地，鲁西南一带至今
流传：“水浒 108将，72名在郓城。”

一部《水浒传》，给郓城留下了太多的传奇
和故事。而流传至今的“宋江阵”就来源于《水
浒传》。

北宋年间，宋江等人在梁山聚义后，为抵抗
朝廷的镇压，发明“宋江阵”。凭借“宋江阵”，梁
山义军一次次击退官兵的围剿，一时朝野震
惊。招安后，用此阵法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宋江阵”采用梁山泊 108位好汉的绰号，
含 36天罡星，72地罡星，共有 108人组成，也有
36人或 72人组成的。

布阵时，有锣鼓声响引导，全体人员随着声
音节奏各持兵器围成一圈，向庙里宋公明致敬，
然后齐声大喝一声“嗨”随之散开，须反复 3次才
正式进入表演活动。

众人的服装并不要求整齐统一。手持的武
器，从盾牌到刀、叉、斧、棍、戟，十八般武器均可列
入其中。反映了梁山好汉气势豪迈、不拘一格的
性格。在战法上，有“金狮阵”“白鹤阵”和“八卦
阵”，三者合称“宋江三阵”。主要以“八卦阵”为
主，依照八卦的纹路，往返绕行，再配上各项武术

演练而成。另外，还有双人连环阵、交叉五花阵、
大花阵、刀马镇、四梅花阵、蜈蚣阵、黄蜂出巢阵
等，随时变换阵形，让对方防不胜防。

《水浒传》第四十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说的是宋江在“旷庙”九
女殿被九天玄女传授三卷天书，从此熟知兵
书，开始指挥布阵，领兵打仗，其中的阵法就是
后来的“宋江阵”。据考证，郓城县城东 2000米
旷庙苏庄即《水浒传》中的“还道村”。村东北200
米处有一“旷庙”，里面的九女殿即是《水浒传》中
的九天玄女庙。

梁山起义失败后，梁山好汉“地罡星”安道全
在“还道村”出家，一边行医，一边教僧人排演“宋
江阵”，当地人经常来观看并模仿，“宋江阵”随之
流传下来，并且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常常依附
于寺庙神祇活动。表演前，要在广场搭建一座高
大彩楼，视为城门。开始时，金鼓齐鸣，一对旗手
执旗领阵，分两路出城门，叫“黄蜂出巢”。经“交
阵”变“内外环”“穿针”“长蛇”等队形战阵后，开始
表演“单打”“双打”“群打”等武术套路，有时还兼
演舞狮，最后以凯旋入城结束。服装仿水浒人物
戏装打扮。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当时在郓城县做训
导，负责管理全县教育事务。当时的郓城县城(今
张营镇驻地)距“九天玄女庙”只有 1000米之遥，

施耐庵闲暇时，经常到庙里找高僧聊天，搜集水
浒故事，观看“宋江阵”表演。他在《水浒传》中把

“宋江阵”叙述得十分详细。《水浒传》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作者几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叙述童贯作“四门
斗底阵”和宋江以前、后、左、右、中五军外加四角
骠骑排出的“九宫八卦阵”，以示军容之雄壮，描
写得十分清晰。

直到清朝末年，庙前还经常演练“宋江
阵”，出家人和当地百姓一起演练，场面十分壮
观。当时的僧人主持法兴师傅已经高龄，还能
头朝下爬上庙里的玉皇阁。法兴师傅在世时
广收弟子，最后一个徒弟元善精通医术，常常

指挥演习“宋江阵”，1963年春在庙内圆寂。
从元末明初至新中国成立后，“宋江阵”在郓

城农村广泛流行，不少村拥有“宋江阵”表演队。“文
革”期间被禁，1978年后开始恢复传承。

至今，福建省的厦门、泉州、漳州，台湾地区
的台南、高雄、金门等地，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
表演“宋江阵”。

现在的“宋江阵”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武术和艺术相结合的民俗表演，普遍受到人
们的喜爱。

现在，郓城县“水浒好汉城”每天都为观众表
演“宋江阵”。舞台上战旗猎猎，杀声震天，为人
们献上了一场又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魏建国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伟大教育
家、思想家，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
的思想影响深远。如今，人们都把曲阜
作为孔子的故乡，其实，孔子的祖籍并不
在曲阜，他的祖上是春秋时宋国的贵族，
被封于栗邑（今河南夏邑）。而孔子的曾
祖父孔防叔，还与成武县的防城结下了
不解之缘。

孔防叔的曾祖父叫孔父嘉，是宋国
的大司马，辅佐国君宋殇公。宋殇公即
位后，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史书记载说：

“立十年而十一战，民不堪命”。也就是
说，多次的战争，给宋国的底层百姓带来
了深重灾难，民间怨声载道。最后，负责
打仗的大司马孔父嘉在对郑国的战争中
失败了，民怨沸腾。不巧的是，宋国的太
宰华父督在路上遇到了孔父嘉的妻子，
见到后称赞说：“美而艳。”而孔父嘉的战
败给了华父督一个借口。桓公二年，华
父督借着对外战争失败的时机，到士兵
中宣传谣言，说国家又要打仗了，要派你
们去前线。于是，不愿打仗的士兵和百
姓都找到华父督要求他向国君反映百姓
的诉求。华父督借机鼓动说：“殇公当国
君十年打了十一次仗，老百姓都不堪忍
受了，这都是因为孔父嘉，我要杀了他让
百姓安宁。”于是，愤怒的士兵和华父督
一起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孔父嘉，华父督
借机夺取了孔父嘉的妻子，但孔父嘉的
妻子自杀了。宋殇公知道后，非常愤怒，
准备收拾华父督。但华父督知道后，一
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把宋殇公给杀了，并
立宋庄公为国君。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

害怕华父督的继续诛杀，出奔到了鲁国。到了木金父的孙子孔防
叔的时候，孔氏开始以孔为姓。因为孔防叔与宋国有世仇，于是，
鲁国就派孔防叔到了鲁宋国界处的防城担任防邑的大夫。防邑是
鲁国的西大门，史称西防。孔防叔之所以被称为防叔，就是因为他
曾担任管理防邑的官长。西防位于今成武县白浮图镇东南两公里
处，春秋时代，鲁国的百姓要到卫国、曹国、宋国等地必须从这个地
方出入，相反，西边国家的人们要到鲁国也要从这里走。因为此地
的南边是孟渚泽，没有道路可以通过，又是宋国的地盘。防城就是
宋、鲁两国的交界点，宋国要进攻鲁国必须从这个地方来进兵，所
以，鲁国就让与宋国有世仇的孔防叔来把守，至少不用担心他的忠
诚度。孔防叔在防城深沟高垒，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在保卫鲁
国边境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防叔的儿子伯夏是孔子的祖父，对于自己的曾祖父孔防叔，
孔子也是念念不忘。他在周游列国时，首先去卫国，就经过防城，
并在防城逗留凭吊。祖先做官的地方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论语》中，孔子曾说：“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意思是臧武仲这个人凭借自己的封邑防地要求把自己的儿
子立为继承人，虽然说是没有要挟国君，我不信。这是孔子明确提
到防城。现防城附近的臧庄仍有臧氏后人。

到了孔子的孙子——述圣孔伋（字子思），他效仿祖父，游历卫
国等国家，也是经由防城出鲁国西行到卫国。同样，他在防城逗留
凭吊后，出城时时辰已经过午了，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了出防城十
多公里的成武县苟村集，并在此地打尖住宿。听说来了远客，当地
的里正苟变前来拜访，交谈之下，孔伋发现其才能可以指挥五百辆
兵车，孔伋大惊。到了卫国后，孔伋向卫侯竭力推荐苟变。但卫侯
说，苟变曾经在收税的时候吃过别人两个鸡蛋，因此不能用他。于
是，孔伋向卫侯阐述了用人不能因小失大的道理，特别是卫国当前
正在用人之际，这样的将才更不能失去。卫侯恍然大悟，于是，任
命苟变当了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子思荐苟变”的故事，“不
以二卵弃干城之将”也成了一句名言。

时光悠悠，千年的刀光剑影让防城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
中，而孔子家族与防城的故事却被历史典籍记载下来，引来人们不
断地追寻、感慨……

张长国

儿歌曰：芥菜疙瘩，奶奶腌的，搭口一尝，咸死老杨；萝卜
疙瘩，姑姑腌的，搭口一品，咸死老陈；豆角洋姜，腌上一缸。
多多放盐，吃上三年。

早年的乡村生活，家家米面不足，缺油少盐，即便午餐，
炒蔬菜的时候也不多。咸菜是一日三餐的主菜，家家户户堂
屋门口都放上一口大缸，里面放上芥菜疙瘩、胡萝卜、辣萝
卜、豆角、洋姜，然后放上两碗盐，盖上缸盖，十余天后，咸菜
就能上桌了。

咸菜缸里如果盐放少了，就会生蛆、发臭，叫做烂缸。有
经验的老人，发现咸菜缸水浑冒泡，就赶紧再放些盐，或把盐
水放进锅里熬开，把咸菜重新放回去就可以了。

吃饭的时候，老人们便从咸菜缸中捞出一根胡萝卜或芥
菜疙瘩，用清水洗净，在案板上切成条状，收在盘子里，滴上
几滴老油，用筷子一拌，就是一家人的菜蔬了。农家日子，顿
顿粗粮，难以下咽，如果再缺了咸菜，吃饭就更没有胃口了。

咸菜除了生吃，也可炒着吃、蒸熟吃。那是家中劳力们
干重体力活时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最好再放上一两个鸡蛋，
抓上一把虾皮，切上点辣椒，那就是让人垂涎的美味了。遇
到这样的美食，人们就会胃口大开，窝头也能多吃上一两个。

如今，庄稼人也很少腌制咸菜了，即便腌些黄瓜、辣椒也
只是偶尔尝尝鲜。对于从贫穷年代过来的人，老咸菜的味
道，连同咸涩的记忆，会伴随一生。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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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阵宋江阵””与与《《水浒传水浒传》》

腌 咸 菜

雷泽古寺中的雷泽古寺中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

““雷泽古寺雷泽古寺””山门殿山门殿 施工中的施工中的““客堂客堂””和和““钟鼓楼钟鼓楼””

““宋江阵宋江阵””表演表演 ((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