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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桥：著名爱国志士祝璧臣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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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狮 子

古 文 名 篇 与 成 武古 文 名 篇 与 成 武

儿歌曰：黄狮子，红狮子，摇头摆尾蓝狮子；公
狮子，母狮子，活蹦乱跳小狮子；跨凳子，上桌子，
哧哧溜溜爬杆子；耸鼻子，晃缨子，打躬作揖一圈
子；小伙子，老头子，喜得摇头晃身子。

“顶狮子”是鲁西南一代的传统民俗，一般在
春节过后表演。顶狮人戴上狮头，穿上狮装，扮成
狮子的样子在人群中穿梭，与观众嬉戏，热闹有
趣。

每个狮子队都有自己的狮头造型和狮身服
装。鲁西南一代的狮头大都用木头制成，高大威
猛，狮身服装用苘或麻编成，经颜料染制，色彩绚
丽，威武霸气。舞狮者通常两人，一人扮成狮头，
另一人扮作狮身，前面的人猫身举着狮头，做出张
口、眨眼、摇头等动作，后面的人弓腰紧随其后，狮
子直立作揖时还要负责托举。

舞狮时，前方通常还有一个身手敏捷的领狮
者，手拿一只绣球，引导狮子行进，挑逗狮子做出
闪展腾挪、跳踊翻滚动作，有时也会让狮子跳桌
子、攀木桩等，让人惊心动魄。整个表演通常以鼓
乐和锣声为背景，营造出一种热烈欢快的节日氛
围。

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瑞兽，“顶狮子”被
视为吉祥的象征，活动充满喜庆气氛，很受当地群
众喜爱。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九曲黄河万里沙，万里黄河
渡口多……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的历史长河中，与黄河相关的诗
词歌赋一如奔流的浪花，层层叠
叠，连绵不断，俯拾皆是。

渡口，道路越过河流以船渡
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地点。黄
河，万里洪流，其两岸有多少个渡
口，而渡口又有多少个传说？唐
朝诗人丘为诗曰：“溪中水流急，
渡口水流宽。”大河古渡，沧海桑
田，又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追寻。

黄河故道横亘单县南部，长
约百里，是大河洪流留下的足
迹。黄河故道现为鲁西南与豫东
地区的自然分界线，自古连接南
北两岸的古渡口有十几个，它曾
是古代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的支撑点，其历史功绩不可磨
灭。

古渡口有大有小，能力不尽
相同，因渡口冠名的古村落，流传
着许多美丽的故事，其背后折射
出来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
区域文化。

现位于山东省单县黄岗镇
与河南省虞城县田庙乡之间的黄
河河道上曾有一个较大的渡口，
而位于黄河故道北部的黄岗镇的
一个古村落即冠名渡口王庄。

“黄河夺淮的 700年间，历代
王朝和沿线民众与桀骜不驯的黄
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迹。
故黄河沿线留下了很多渡口、闸坝及治泛官署、卫所和祈
祭庙宇、记事纪念建筑物、墓葬等遗址，具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和科研价值。”单县历史文化研究爱好者刘永勋说。

如今，渡口王庄前的古渡口早已贯通连接鲁豫两省的
单虞路，古渡口的帆影舵声已不复存在，而相关传说依旧
被人们津津乐道。

某朝某时，兵荒马乱，难民沿黄河逃亡，其中一支队伍
在渡口王庄一带落脚。难民中一个叫瑶的姑娘，其老母饥
饿难耐，生命垂危。一个叫崯的汉子，冒死跳入沼泽，捕 捉
鳝鱼赠食，老人转危为安。随后，三人在渡口边上落下脚，
崯、瑶即成了家。崯拓荒狩猎，瑶饲禽织锦，你恩我爱，孝
老敬亲，衣食有余，阖家安睦。

一年后，崯率领民众治理黄河泛滥，情急之时，纵身跳
入决口夯实木桩，不慎身陷漩涡，壮烈殉难。瑶孑然厮守
墓冢，陪伴先夫英魂，默默地消逝丽质韶华。

瑶去世后，渡口一带的人们慷慨捐资，竭力效劳，在渡
口旁的沙岗子上，将崯、瑶的遗骨合葬，并在墓地栽植了两
株银杏树，一左一右，一雄一雌，冠名崯杏、瑶杏。同时将
渡口命名为崯瑶渡，以昭示后裔，感恩戴德，珍惜光阴，相
望情义，守土尽责。

渡口不仅是连接两岸的起终点，也是人类跨越江流的
基石，又是停泊情感的港湾。如今，黄河故道的渡口早已
尘封历史的百宝箱，但它仍是黄河文化的鲜活载体，成为
永不消失的历史印记。

刘厚珉

祝桥村位于郓城县西北部，距原县城 13
千米，属玉皇庙镇管辖，距镇驻地 4000米。

元世祖二十五年(1288年)，施氏到这里
建村。当时村庄处在河的岸边，人们往来不
便。施氏在河上修建了一座小木桥，桥面上
用草铺垫，所以村名就叫施家草桥。祝氏迁
来后，祝氏祖邦实、邦宠等人，四处募集钱款，
在草桥的基础上修建石桥。明朝嘉靖二十
年(1541年)竣工，方便了人们通行。人们都
称此桥为祝家桥，该村也随之更名为祝桥。

清末属郓城县宋西里，1928年属八区赵
河乡。1946年属郓北县五区，1949年属郓城
县八区，1952年归十二区。1958年初属玉皇
庙乡，同年秋改属水堡公社，同时建祝桥大
队，1961年改属玉皇庙公社。1978年按方位
分东、西两个大队，1984年改为祝桥东、祝桥
西两个村民委员会，属玉皇庙镇。1987年 2
月，两村合并，称祝桥村民委员会，仍属玉皇
庙镇。

祝桥因爱国志士祝璧臣而闻名华夏。
祝璧臣 (1892一 1977年)，字锡璜，号金

亭，湖北省预备军官第二学校毕业。历任国
民党（桂系）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
等职，驻防江西。1936年，因看不惯国民党
派系林立，贪污腐化，借母病故奔丧为名返回
郓城，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38年 5月，当时的国民党郓城县县长
王念根借抗日为名，扩充私人势力，成立了自
卫团，自封司令。王念根企图利用祝璧臣过
硬的军事素质和崇高的威望，挖空心思要将
他拉到麾下，为其卖命。王念根三顾茅庐，祝
璧臣出于爱国热忱，受聘出任副司令。自卫
团辖 9个区大队和一个保安营，共 5000余
人，4000余枪支，日常军务、训练、指挥均由
祝壁臣主持。王念根有意把自卫团变为私
人武装，图谋拉走这支队伍，投靠汪伪政权。
祝璧臣识破他的阴谋后，决心驱逐王念根，保
住这支民间武装。于是率领自卫团把王念
根包围在郓城县城内，最终迫使国民党山东
省当局将王念根撤职。

1939年 1月，日本侵略军及汉奸县长刘
本功大举进犯郓城，郓城沦陷。刘本功把祝

璧臣的侄子抓起来做人质，逼迫他投靠日伪
军，并派人商谈条件。祝璧臣告诉说客：“人
被你们抓去，要杀要剐由你们，想以此逼我投
降，办不到！”祝璧臣暂时将自卫团转移他乡，
最终保住了这只武装。

1939年 3月 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所属
六八六团到达郓城境内轩楼、状元张楼一
带。祝璧臣主动拜见了罗荣桓（时任师政
委）、陈光和杨勇（时任团长和团政委），表示
要全力支持八路军，为抗战尽全部力量。在
著名的“樊坝战斗”中，祝璧臣率自卫团承担
了攻打樊坝外围“钉子”（指岗楼）的任务。他
指挥果断，密切配合，肃清了樊坝外围的“钉
子”，为“樊坝战斗”获取全胜立下了战功，受
到罗荣桓政委的赞扬。

1939年春，祝璧臣主动要求，让自卫团
的干部参加杨勇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接
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训练班的保安
团成员大多被发展为共产党员。训练班结
束后，祝璧臣率自卫团跟随杨勇转战郓城东
部、梁山县、汶上县一带，帮助共产党八路军

建立“郓东办事处（郓城县抗日政府的前
身）”，并积极筹措粮款，支援八路军。

抗日县政府建立后，他把保安团全部移
交给杨勇部队，编入八路军序列，并献出全部
军用物资，为八路军输送了新的力量。

祝桥出生的祝璧臣，拥护共产党，支持
八路军，搭起了军民团结、共御外敌的“桥
梁”。

他这一举动，在山东、江苏、河南等省份
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运（河）西地区抗日武装
的扩大，起了重大作用。他的抗日爱国行动
受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称赞，被誉为鲁西
南抗日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祝璧臣先后任北京市西
城区和北京市政协委员，继续为爱国统一战
线做贡献，1977年病逝于北京。

祝桥村东西长 1300米，南北长 1000米，
有 980户，3018人，5295亩耕地。

现在的祝桥村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生活蒸蒸日上，成为远近闻
名的文明富裕村。

北丁集是定陶区黄店
镇偏北的一个村庄，距定陶
区约 15公里，离镇政府驻地
10余华里，总面积约 2.3平
方公里，人口 2000余人。周
边与西赵庄、徐庄、大赵庄、
孙楼、高庙等村庄地头相连。

相传西汉末年，北方丁
氏家族为避战乱迁移至此，
后来逐步发展成集市，故称
北丁集。定陶素有玩抬阁的
习惯，尤其以黄店镇北丁集
的抬阁闻名于鲁西南，已有
500余年的历史。北丁集竹
马团是鲁西南规模最大的民
间竹马团体，目前北丁集竹
马团已经有 70余名成员，最
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已经 80
多岁。现在，可以表演跑竹
马、抬阁、盘马叉、舞狮等 20
多套节目。2014年 10月，村
里主干街道实现了全部水泥
路面硬化，交通环境大为改
观。

据了解，北丁集村抬阁
集造型、杂技、戏剧艺术等为
一体，因由人抬着表演，故称
抬阁。抬阁的人身穿吉祥服
饰，在锣鼓的伴奏下缓慢前
进，而阁上的小演员，则根据
扮演的不同人物、情节来表
演动作，村民敲锣打鼓、结对

参与游走，寓意新年风调雨顺。
据该村村民张为旗介绍，北丁集村的抬阁，始创

于明代中期，每年春节期间，村里组织人就会把这一
传统民俗节目搬上舞台，让大家在感受民俗魅力的同
时，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起初是单人抬阁，到清朝
乾隆年间，又经该村的刘新卯老人加以改进，研制成
双人抬阁，且能分能合更为方便。此项艺术代代相
传，一直流传至今，成了该村的特有节目。

抬阁是竹马团里的一个节目，道具复杂，用人
多。扮演“许仙”的演员坐在一个木架子中，手托莲花
瓣，白娘子与小青分别站在莲花瓣上，一手拿扇，一手
拿方巾，十分悠闲，转动自如。这架子配重保持平衡，
需 16个青壮男士抬着走动。抬阁后面是敲大鼓的乐
队，前面有舞狮子的，盘钢叉的开道，还有骑柳椽的，
倒骑驴的，担茶壶的，还有老妖婆带领两个茶童，做着
丑相逗人欢笑，整个剧场需用 40多人，既隆重又热闹。

每逢喜庆日，村里都要表演抬阁、跑竹马，北丁集
村的村民们就早早地聚集起来。在欢快地锣鼓声中，
几位竹马演员“骑”着小红马变换着队形来回穿梭。
而这边抬阁传统剧目《水漫金山》也上场了，扮演“许
仙”的演员坐在木架子中，手托莲花瓣，小演员则分别
站在莲花瓣两边，悠闲不已，大家纷纷拍照记录，好不
热闹，古老的民俗也唤醒了村民久远的记忆。

该村党支部书记周脉华感慨地说：“以前，抬阁抬
的时候至少需要二十到四十人，现在已改装成轱辘
推，十几个人就行了，主要是热闹，大家在一块，团团
圆圆的，欢欢乐乐的，过一个新年。下一步准备着继
续传承下去，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丢失了。现在基本上
年轻妇女有喜欢的都跑着玩，一说这边绑抬阁，跑竹
马或者在喇叭上一喊，人们都来这聚集，会下场的下

场，不会下场的就在这帮忙，每年赶到春
节前后老百姓群众自发地进行表演，进一
步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王义尚

马，在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度，是极为重
要的生产和军事物资。它既可以参与农业
生产，也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马
的用途非常广泛，所以，马与人们的生活结
合非常紧密。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马
还是鲁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

在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管理马
的部门，就连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玉皇大
帝也不能免俗，还专门设立了“御马监”，让
孙悟空去当了“弼马温”。有管理马的机构，
自然就有专门相马的人和兽医，历史上，最

著名的相马师就是伯乐——孙阳。伯乐孙
阳的家乡就是今成武县伯乐集镇，该地至今
仍存伯乐墓。

与伯乐有关的古文名篇主要有三篇，一
篇是《马说》；一篇是《伯乐一顾》；另一篇是
《九方皋相马》。《马说》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韩愈所写；《伯乐一顾》出自《战国策》；《九方
皋相马》出自《列子》。这三篇文章都非常有
名，尤其是《马说》，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课
本，所以影响很大。在文章的开篇，韩愈就
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
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在历代被指代

为善于发现人才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多很
多的人才，因为没有遇到伯乐，无人赏识，最
后只能是“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
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伯乐因为相马才能突
出，被秦穆公任命为监军少宰。在秦国时，
有一天，他经过太行山，发现山路上一匹拉
盐的千里马，瘦骨嶙峋。因为食料不足，没
有力气，拉不动重重的盐车而被马夫狠狠抽
打，这匹马皮肤溃烂，最后摔倒在地上，蹄膝
都烂了，血水汗水混合着滴在路上。伯乐见
了，急忙下车，脱下衣服给马披上，抚摸着马
背失声痛哭。这匹马仰天长嘶，声音如同金
石一样，直达于天。它知道，伯乐才是自己
的知己。后来，伯乐买下这匹马，细心养护，
果然是匹真正的千里马。这就是成语“骥服
盐车”的典故，比喻才华遭到抑制，埋没人
才。

《伯乐一顾》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个人到
集市上卖马，连续三天都无人问津。这个卖
马人找到伯乐，请伯乐到集市上走一趟，并回
头看一眼他的马，许诺给伯乐一早晨的费
用。伯乐到了集市，在这匹马身边看了一圈，
走过去又回头看了一下，于是，这匹马的身价
暴涨，超过了原来的十倍。这也是如今的名
人效应，如同今天的商家找一些名人或权威
人士作广告。所以，成语“伯乐一顾”的意思
是受到重要人物的赏识而身价倍增。在现代
社会，虽然有的商家不一定知道“伯乐一顾”，
但都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伯乐一顾”。

伯乐不但善于相马，而且也善于发现人
才。与他同时代的著名相马师九方皋就是
他发现和推荐的。当孙阳年老的时候，秦穆
公很担心他后继无人。于是就问他：“您年
纪大了，你的家族中有谁能够继承你的事业

来寻找千里马呢？”伯乐回答说：“一般的好
马可以从外在的容貌筋骨来观察，天下的好
马，精神状态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恍恍惚
惚的。它跑起来像飞一样而且没有扬尘。
我的孩子都是一般的相马人，可以相一般的
良马，但不能识别千里马。曾经有个和我一
起担柴挑菜的人叫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不
在我之下，请接见他。”于是，秦穆公找来了
九方皋，让他去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
九方皋回来报告说：“找到千里马了，在沙丘
这个地方。”秦穆公问他是什么颜色的，他回
答说：“是黄色的母马。”秦穆公让人去买，才
知道是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高兴，找来
伯乐说：“你推荐的找马人连颜色、公母都不
知道，又怎么能相马呢？”伯乐感叹地说：“九
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这是他超
过我的千万倍、无数倍的地方。九方皋相马
看到的是它的天赋和灵性，得到的是它的精
妙部分，忘记了它的粗糙部分；记住了他的
内在而忘记了它的外在。他只了解所需要
的部分，不需要的则不注意；只观察他需要
观察的地方，而遗漏掉不需要观察的地方。
九方皋相马的道理，要比千里马本身的价值
更高。”等到把马买来后，果然是天下少有的
千里马。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伯乐相马是主
要在于“相”，注重的是马的外在；九方皋的
本领在于“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
物的内在特点。从这点上说，九方皋相马
的技能是超过伯乐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伯
乐能够发现和推荐九方皋，而不是借机推
荐自己的子女，这种举荐人才的胸怀是让
人称赞的，也难怪后世把伯乐作为先贤来
称颂了。

（（ 中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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