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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县杨楼镇姜李庄村的街头，一座刻
有“抗日将领朱世勤纪念碑”的石碑引人瞩
目、令人景仰。

在姜李庄村，有关朱世勤的英雄故事，妇
孺皆知，口口相传。因朱世勤是国共合作的抗
日名将、民族英雄，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姜李庄
村蜚声遐迩，彪炳史册，成为一个村的骄傲。

姜李庄村位于黄河故道，与河南、安徽两
省接壤，曾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

在姜李庄村东的一处农家老院落，居住
着现年 59岁的朱世勤的三子三孙朱德奎祖
孙三代人。一直以来，朱德奎悉心保存着爷
爷的《恤亡给与令》和奶奶的《抚恤证》，收集
整理爷爷的英雄故事，并讲给自己的子孙和

本村的后生，意在继嗣和弘扬爷爷朱世勤
“宁死不屈、保家卫国”的民族气节和“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姜李庄村，许许多多村民都能讲出朱
世勤劫富济贫、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故事
有长有短、有喜有悲，皆情真意切，感人肺
腑。

朱德奎说，爷爷生于 1904年 6月 3日，
自幼家贫，青年丧父，随母迁至黄河故道上
的外祖父家寄住。1926年秋，黄河故道兴起
绿林武装，头目杨德清拉朱世勤入伙。不
久，杨德清病故，朱世勤被推戴为头领，弟兄
称其“朱老大”，百姓称其“朱善人”。一年
余，朱世勤在单县、砀山、虞城边境发展队伍

1000 多人、枪支 800 多条。
七·七事变后，朱世勤率部抗日，一度克

复庆云，深入河北省境，再克东光。1937年
12月 10日，其率 51名将士夺取滨县，在郎中
河阻击百余日军逃兵，大获全胜。

1938年 10月，朱世勤升任国民党第五
战区第七路军第一旅旅长，1940年 2月，国
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朱世勤为山东
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
司令。1942年 4月初，日军驻单县司令冈健
派人去潘庄，与朱世勤商讨“联合反共”事
宜，提出只要朱世勤同意“降日”，可暂时不
易旗帜、不改番号，可为其留出地盘、供给装
备物资。朱世勤断然不应，而公然联络中共

湖西抗日民主政府，结成更加广泛的抗日统
一战线，誓死保家卫国。

1942年 5月 4日，日伪军集结 1500 余
人、数十辆汽车、十余辆装甲车扫荡朱世勤
部队驻地潘庄，突围中，多数将士阵亡，朱世
勤中弹殉国，时年 38岁。

朱世勤是苏鲁豫边区为抗日而牺牲的国
民党最高级将领，是功绩显赫的民族英雄。
国共两党在单县王集为朱世勤召开追悼大
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杨勇参会并敬献挽联，国
民党政府追任其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朱世勤被追认为民族英雄。

时光逝去的 60年后的 2001年，单县人
民政府在姜李庄村为朱世勤树碑立传，以纪
念这位为民族独立而壮烈殉国的英雄。纪
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国家民政部公布
了国共两党第一批 300名抗战烈士，朱世勤
名列其中。

一位徐州的收藏家现珍藏一枚珍贵的
抗战时期国民党地方政权在鲁西地区发行
的货币——山东十一区流通券。其上面印
有的肖像人物即是民族英雄朱世勤，与《恤
亡给与令》一起，成为珍贵的抗战文物。

湖西红色教育基地、平原省湖西革命历
史纪念馆、单县民俗文化馆、英雄阁等都安
放着朱世勤的塑像，展示着其英雄事迹，供
人们瞻仰纪念。

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姜李庄村及其
周边学校的学生结队来到朱世勤纪念碑前，
缅怀民族英雄，聆听英雄故事，抒发爱祖国、
爱家乡情怀。

如今的英雄故里姜李庄村，是单县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先进
村，种植砀山酥梨、黄金梨和黄桃、油桃 700
多亩，年产值 300多万元，全村年人均增收
5000多元。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历史上的菏泽，名人辈出，儒家思想和汉
风唐韵的熏陶，形成了菏泽人忠诚担当、见义
勇为、不惧强权的优秀品格。在西汉时期，有
一个出身寒微的成武人——栾布，就是一个
具有这样品格的人。

栾布是成武人

《史记》记载：“栾布者，梁人也。”说栾布
这个人是梁地的人。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成
武人呢？

秦末汉初时期，“梁”这个地方特指今
成武县东北境的梁丘一
带。唐朝历史学家张守
节曾在《史记正义》中“彭
越”的条目下注释：“梁丘
故城在曹州成武县东北
三十三里。”唐代的三十
三里换算成现代的华里
约二十五里左右，就在今成武县南鲁集镇
东南的范庄村南。值得一提的是，梁丘还
是梁姓的得姓之地。据《尚友录》载：“齐大
夫食采梁丘，因以为氏。”春秋时期，齐国一
个大夫封在了梁丘，所以就以封地为姓
了。这个姓氏就是梁丘氏，后简化为梁
姓。在刘邦建立汉朝后，因梁丘人彭越在
建汉过程中立有大功，刘邦准备封彭越为
王，因彭越不愿离开家乡，所以，按其籍贯
封其为梁王，梁国的都城在离梁丘直线距
离约有三十公里的定陶县。

司马迁为什么不直接写栾布是成武人
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

“梁”这个地方出了彭越，已经很知名了。一
提到“梁”，当时的人都知道是梁丘。二是司
马迁以梁丘这个地方在当时彭越所封的梁国
辖区内，所以称其为“梁人”。这里还有一个
证据，就是《史记》中说：“始梁王彭越为家人
时，尝与布游。”彭越为平民时，和栾布交好，
那时，彭越还没有到巨野泽为盗，他们交往时
的年龄应该更小，所以，两人是“发小”，这就

从一个侧面证明，栾布和彭越都是梁丘人。

第一次见义勇为

栾布为什么叫“布”？有两个解释。一是
代表平民的意思。栾布家庭贫困，古代平民
穿麻布的衣服，“布”就是代表他是平民。二
是代表钱财。古代的“布”也有钱财的意思，

“布泉”还泛指钱财。这样看，栾布的名字中
还寄托着发财的希望。但栾布长大后，却穷
困潦倒，到了齐地一家酒店当了酒保。到了
秦末天下大乱的时期，栾布被人抓走卖到了

燕地当了奴仆。幸而这家的主人对待栾布非
常好，他也过上不愁衣食的日子。没多长时
间，栾布的主人因为富有被人盯上，遭到陷
害，栾布气愤不过，就替主人报了仇。这是栾
布的第一次见义勇为。

为躲避追捕，他参加了燕将臧荼的军队，
臧荼听说了他的事情后，觉得栾布是个忠义
的人，就推荐他担任了都尉。后来，臧荼被刘
邦封为了燕王，栾布也当上了将军。刘邦建
汉后开始大肆除掉异姓王，臧荼非常害怕，于
是起兵反汉。刘邦亲自带兵征伐，在杀了臧
荼后，俘虏了栾布。这时候，已经成为梁王的

“发小”彭越听说了栾布被俘，害怕栾布被杀，
赶紧给刘邦上书，请求赎回栾布，并提出，还
要让栾布担任自己封国的大夫。这让刘邦起
了疑心，也给彭越埋下了定时炸弹。栾布到
了梁国后，彭越让他出使齐国，还没回来，彭
越就出事了。

公元前 197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刘
邦向彭越征兵。彭越推说有病，没有亲自带
兵出发。这更引起了刘邦的怀疑，他觉得彭

越有反心，就派人来调查。这期间，梁国的太
仆犯了错，彭越准备处罚他，这个太仆逃到了
刘邦处，诬告彭越谋反。于是，刘邦抓捕了彭
越。在吕后的劝说下，本不愿杀彭越的刘邦
为了不留后患，杀了彭越，夷灭其三族，并把
彭越的头颅挂在洛阳的城门上。下诏说：“有
敢来收尸或探视的，一律抓捕。”

第二次见义勇为

栾布出使回到梁国后，惊闻此事，立即赶
到洛阳，跑到城门下哭祭彭越。官吏立刻抓了

栾布，报告给了刘邦。刘邦召见栾布骂他说：
“你准备和彭越一起造反吗？我禁止人收尸，
你为什么还单独去祭他？你和彭越一起造反
已经很清楚了，赶紧给我烹杀了！”兵士正要把
栾布扔进大锅的热水里，栾布回头说：“请让我
说一句话再死。”刘邦同意了。栾布说：“当年
陛下困守彭城，兵败荥阳、成皋的时候，项羽的
楚军之所以不能接着向西进兵，就是因为彭越
在梁地，和汉军联合着牵制楚军的缘故。当
时，彭越如果与项羽联合，则汉军就失败了；与
汉军联合，则楚军失败。垓下之战，如果不是
彭越，项羽不会灭亡。天下安定了，彭越受封
梁王，他也想把封国世代传留下去。陛下向梁
国征兵，彭越不能亲自前去，你就怀疑他谋

反。没有谋反的证据，就因以小事为由把他的
家族诛灭，我害怕你这样做，其他的功臣会人
人自危。现在，彭王死了，作为臣子生不如死，
请你把我烹杀吧！”刘邦被栾布说得哑口无言，
反而觉得栾布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就任命栾布
当了都尉。这是他的第二次见义勇为。

刘邦去世后，汉文帝刘恒继承了帝位，栾
布因是老臣，被任命为燕国的国相，后来当了
将军。栾布出身低微，所以对人生的认识也
非常深刻。他曾经说：“穷困的时候，不能忍
辱负重的，那不是豪杰做的事；富贵的时候，

不能畅快自己的心愿，
也不是贤人。”于是，他
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
给予厚重的报答；对和
自己有怨仇的人，必定
用法律来除掉。表现了
他恩怨分明的性格。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栾布率军平叛齐
地，解临淄之围，又水攻破邯郸，立下大功，被
封鄃侯，封地在今山东省平原县一带。后来，
他又担任了燕国的国相，为当地办了不少好
事，老百姓专门修建了祠堂来纪念他，这些祠
堂被人们称为栾公社。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栾布的评价非
常高，说他：“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
之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大意是说栾布因为忠义而去哭祭彭越，
把上汤锅赴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他确实
知道自己去祭拜彭越后的处境，却不重视自
己的生命。即便从前那些有节气壮志的人，
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张长国 朱琳

儿歌曰：长橇杆，一头沉，砘母子子像脸盆，闺女用它去
打水，满满一筲不觉沉；小小用它去打水，人小没有砘子沉；
老头用它去打水，帽子挂到半天云；生气不用橇杆吧，井深筲
沉死人。

早些年，村上没有通自来水，也还没有压水井，吃水便只
能到井上去挑。

当时工业用水少，地下水丰沛，水位浅，水井也都不深，男
劳力们则干脆用扁担勾住水筲，一摇一晃，趁势往下一放，水
筲里便灌满了水，提上来，往肩上一撂，便大步流星地挑走了。

也有一些人家，男劳力不在家，老人、妇女、儿童汲水很
是困难。听奶奶讲，当时爷爷当兵牺牲得早，父亲在新疆支
边，奶奶是小脚，水筲自然担不动，每天便提一小瓷罐，到井
上打水，一天要往返好几次，有时井口湿滑泥泞，望着黑洞洞
的井口，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掉到井里被淹死。

也有的村庄，为方便妇女孩子打水，在井旁设一橇杆，橇
杆被绑在固定的木架上，一头缀着一块大石头，另一头则连
着井绳。力气小的取水时，把水筲拴在井绳上，向下拉动井
绳到水面灌满水，向上提水时借助橇杆的张力就轻松许多，
这样老人、孩子、妇女也能完成打水的任务。

如今，村村通上自来水，人们再不为打水发愁了。乡村
的老井也干涸废弃了，只有它滋养过的老年人，还时常回忆
起它的甘甜，还有那脉脉的清波。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在曹县，有关伊尹的传说，妇孺
皆知，而其中最为人们敬佩的当数伊
尹忍辱含垢用巧计铲除奸佞的故事。

传说成汤灭夏建商在位 13年去
世后，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去
世，其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
去世了，此时由开国元老伊尹（今青
菏街道莘冢集村人）做主，帝位传到
太甲手中。

太甲，名至，成汤嫡长孙，太丁之
子，商朝第四位君主。其继位后，在
伊尹的督促下，商朝又出现了天下太
平、百姓乐业，一派繁景象。到了第
三年，太甲开始贪图享乐、飘飘然起
来。伊尹见此开始劝说太甲，声泪俱
下。太甲也陪着流泪，他向伊尹保
证，一定多听贤臣谏言，治理好国家。

伊尹再劝，再哭成泪人，太甲不
落泪了，干巴巴向伊尹表示坚决改
过，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但说归
说，伊尹一出门，他想如何做就如何
做。伊尹还劝，还哭得泣不成声，但
这时太甲连听也不愿听了，伊尹一开
口他就推说头疼需要休息。

清明，伊尹陪太甲到汤陵扫墓，
伊尹扑通跪在汤陵前说：“望我主莫
怪。”等太甲祭拜完毕，伊尹突然下令：

“拿下。”早安排好的军士一拥而上，将
太甲按住。太甲大悟说：“伊尹，你早
有预谋。”伊尹不答，指了指汤陵旁边
一处新盖的茅屋说：“这就是你的住

处。”太甲说：“伊尹，你大逆不道。”伊尹说：“此举确实不
义，但出于被逼无奈；帝位仍是你的，囚禁你只是让你好
好思过。”

国不可一日无主，伊尹只好自己成了代理朝政，成
了商朝的“代君主”。虽然说伊尹为建商灭夏立下了汗
马功劳，曾先后辅佐三位君主，但作为人臣，篡夺主位，
终为不忠。于是，就有大臣指着伊尹鼻子骂他不忠不
义。骂吧，伊尹不怕这个，现在他是“国君”，既能让人位
极人臣，又能让人身陷死牢。奇怪的是，只要伊尹秘密
探一次监，再暴躁的人也能安心坐牢了。而原先太甲亲
信的那批奸佞小人，即原先整天围着太甲转的那些人，
他们对伊尹曾三番五次告他们“恶状”之事忘得一干二
净，反过来将伊尹的屁股拍得肿老高，诸如“太甲他懂什
么”“我们早想您来当国君了”“伊尹万岁”等等溢美之
词，在伊尹耳朵中堆积如山。对这些人，伊尹一律许以
重位。且将这些人言语、做派，原封不动地告知了太
甲。太甲听了之后，大受震惊，对往事追悔莫及。

一年后，太甲捎信给伊尹，说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希望能重登君位。伊尹说：“日久见人心，还有人忠奸莫辨，
你再等一等。”仍有人被送进大牢，仍有人被许以重任。

刚囚禁太甲时，朝中部分大臣持中立态度，两年过去
了，这部分人大多被许以重位，但其中有人是眼红奸人高位
重权而开始奉迎伊尹，有的则是确有治国才能，出于公心欲
辅佐伊尹治理好天下。对此，伊尹分类造册，呈送太甲。

两年后，太甲再次提出返朝，伊尹说：“忠奸已分，但
以后你该如何做，再给你一年时间考虑。”

第三年快结束时，伊尹把太甲接了回来。太甲一返
朝，便大刀阔斧做了他该做的事。从此，商朝开始一步
步走向鼎盛。 酆鸿 张荣昌

中亭寺张庄在郓城县
城西南面，距郓城县城
22.5千米，属唐庙镇管辖，
位 于 镇 驻 地 西 北 3000
米。东有郑庄村，北是刘
垓村，西与赵王河连接，南
与鄄巨公路相距 1500米，
距日东高速郓城南路口
3500米。

该村呈长方形，南北
长约 400米，东西宽约 240
米，全村占地约 96000平
方米。现有 210户，近 700
人，约 770亩耕地。

史料记载，北宋绍圣
元年(1094年)，张氏祖从山
西省洪洞县鹊窝隐居汉
宁，明洪武年间 (1368 一
1398年)五世祖迁到巨邑
灌口，明朝正统年间(1436
一 1449年)八世祖张扩业，
迁到这里建村。另有张氏
八世祖张笃魁，同年从巨
野县张楼村迁到这里，因
各建一家庙，所以取名双
庙张庄，后沿革简称为张
庄。因村里耕地靠近中亭
寺，于 1982年 4月改村名
为中亭寺张庄。

中亭寺张庄清末至
1939 年 属 菏 泽 县 。
1940——1942 年 归 郓 南
县三区，1942年归郓鄄巨
菏办事处，1943年属临泽
县，1944 年为郓巨县六
区。1952年隶属郓城县八
区，1958年初划归郭庄乡，同年秋属黄安公社刘垓大队。
1961年改属郑庄大队。1978年从郑庄大队分出成立张庄
大队，同年底划归唐庙公社。1982年 4月更名中亭寺张庄
大队，仍属唐庙公社，1984年初改为中亭寺张庄村民委员
会，属唐庙乡，2016年 2月归属唐庙镇。

中亭寺张庄，村庄不大，名气不小。中亭寺始建于
500多年前明朝，古人说中亭寺是北京至南京的中心。所
以有“北京到南京，中亭寺在当中”的说法，传说中亭寺有
一口青铜大钟，声音洪亮，余音袅袅。在中亭寺上撞钟，南
京与北京都能听到，所以中亭寺又称中心寺。传说寺里有
一金马驹擅长奔跑，经常在夜里驮着金银财宝，悄无声息
在村里行走。有一天，村里一老农夫五更天早起拾粪，正
好碰到金马驹在村里游荡，便用铲子砍掉金马驹一块马
蹄，捡起来一看是金子，急忙拼命向金马驹追去，追到中亭
寺内一口井附近，金马驹无影无踪了。虽然再也没有人见
到金马驹，但中亭寺里有金马驹，金马驹驮金银的事情慢
慢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从此，中亭寺名声大振，香
火旺盛。传说寺内有和尚十几人，房屋 8间，庙内塑有西
天佛祖，十八罗汉，各种神像逼真。寺内每天暮鼓晨钟，香
烟缭绕。每年古历四月初八，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络
绎不绝。1938年中亭寺被日军占据，拆了庙宇修成了碉
堡。1999年又重新修建了中亭寺，时常有人到此游览、观
光。

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人办起了木材加工厂。据传，有
一个厂子老板经营管理不善，办厂不挣钱，成天愁眉不展，
无计可施。有人调侃他不讲孝道，不干善事，要到中亭寺
赔罪许愿才可改变局面。没有人见到这个老板到中亭寺
磕头许愿，但从此后，这个老板早起晚睡，加强了企业内部
管理，厂子逐渐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轨。厂子盈利了，老板
主动拿出 18万元扶贫解困，为村民办好事。要知道，30年
前 18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现在的中亭寺张庄，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全村有木材加工企业 7处，从业人员 160余人。村里白天
机器隆隆，人来车往，晚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村内白墙
红瓦，高楼林立，道路整洁，繁花似锦。村外杨树遮天蔽
日，鸟儿绕村盘旋，一派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 魏建国

西汉栾布：见义勇为的菏泽名人

姜李庄 :抗日民族英雄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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