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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 泽 地 名 前 世 今 生 ●

野 炊

宓子贱是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弟
子，名列七十二贤，他曾经做过单父宰，在他治
理单地的任上，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多个著名
的治政典故，这些典故反映了他的治政思想，
这其中有的让人深思，也有的让后人争议，这
也充分说明了治理社会的复杂性。

为政“三得”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哥哥的儿子孔蔑
与宓子贱一块被国君所任职，到了某地做官。
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经过孔蔑做官的地方，去
见他。并问他说：“自从你做官以来，有什么收
获和失去的吗？”孔蔑说：“没什么收获，失去的
倒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君要求的事非常多，哪
顾得上学习？所以学习中的疑问得不到解决；
报酬少，连一碗粥也给不了亲戚，所以亲戚也
疏远了；要办的公事很急迫，没有时间去吊唁
和慰问，缺了朋友之间的道义。所失去的这三
方面，就是这些了。”孔子听了很不高兴。在经
过单父时，孔子去见宓子贱，和问孔蔑的话是
一样的。但宓子贱说：“做官以来没有失去的，
但收获了三个方面。一是没做官前学习的知
识，如今可以用上了，更加明白了那些知识的
用处；领取的报酬，能够帮助一下亲戚，我们的
关系更亲密了；虽然有公事，也抽出时间吊唁
和慰问，朋友关系更牢固了。”孔子感慨地说：

“君子啊，你这个人！如果鲁国没有君子，子贱
你又是怎么学到的呢？”

仔细理解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
看法有些片面。孔蔑没有为政所得，可能他所
任职的地方确实公事很多，而他的能力有欠
缺，也可能家里事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多，所以
显得很累又忙，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帮助亲戚
和干其他的。宓子贱的能力有目共睹，他能够
不下堂“鸣琴而治”，说明他有这个能力，而且
有大把时间维护亲戚和朋友关系。宓子贱是
孔子的学生，当面夸宓子贱是君子，又说他是
怎么学的，也是间接夸了自己是君子。看来，

圣人孔子也有不能免俗和逗趣的一面。

阳桥鱼

鲁哀公让宓子贱去做单父宰的时候，其
实，宓子贱还是有些担心的。在上任之前，他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去拜访贤
德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说苑》记载了他的
一件事。宓子贱上任前去拜访一位名叫阳昼
的人，向他请教说：“你有什么话要送给我吗？”
阳昼说：“我出身贫贱，不懂得管理百姓的学
问。我这里有钓鱼的两个道理，可以送给你
吗？”宓子贱说：“钓鱼的道理是怎样的？”阳昼
说：“甩出去鱼竿上的钓线和诱饵，马上来吞饵
的鱼是阳桥鱼，这种鱼肉少不好吃；好像来了
又好像游走了、好像来吞饵又好像不吃的鱼，
是鲂鱼，这种鱼肉好吃还大。”听了阳昼这样
说，宓子贱说：“好的。”其后，就坐着马车上任去
了。当还没有到地方时，撑着冠盖来迎接他的
人络绎不绝，宓子贱见到后就对车夫说：“把马

车赶快些、赶快些，这就是阳昼所说的阳桥鱼到
了。”到了任上，宓子贱请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
和贤德的人出来，和他们一起共同治理单父。

这也是宓子贱令人称道的一个方面，说明
了他已初步具有了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思想，
这与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有
些相通，这也是他能够使单父大治的原因。

逸劳同治

在古代，单父城内有一前方后圆呈半月形
的高土台，它前抱大堤，后拖绿水；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是一处绝佳的游览胜地。在工作的闲
暇时间里，宓子贱就携琴到台上抚琴吟啸，因而

后人称此台为“琴台”。在台上，曾经修有“二贤
祠”，里面供奉着宓子贱和巫马施两个曾在单父
为官的贤人，还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逸劳同
治”。这块匾充分反映了两人的工作方式方法。

巫马施是宓子贱的接任者，当他接到任命
准备去上任时，可能他心里也有忐忑，就去找
老师孔子问情况。他与宓子贱都是孔子的学
生，孔子对宓子贱非常赞赏，于是，就让他到单
父查看宓子贱的治理水平。到了地方，看见渔
夫捕鱼，捞到鱼后又放生。他就问渔夫怎么回
事，渔夫说：“那些大的鱼叫鱄鱨（音专常），我
们大夫非常喜欢它；小的鱼叫鱦（音硬），我们
大夫想让他长大。所以捞到这两种鱼都放
了。”巫马施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宓子
贱的德行到了极致了。人们私下做事，也像有
严刑在身边，这是怎么办到的？”孔子说：“我曾
经对他说过：‘在这个方面用心（治理），在对方
就会表现出来。’他是把这个方法用在了治理
单父上了。”于是，巫马施也暗下决心要治理好
单父。《韩诗外传》记载巫马施在接替宓子贱任
单父宰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
之。”在他这样披星戴月、身体力行的工作下，
也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但是他感觉非常累，就
去找宓子贱问原因。宓子贱说：“我的办法是
让大家都来干事，你的方式是自己全干；所以
你辛劳，我比较清闲。”

宓子贱与巫马施两人的作风实际上是两
种不同的领导方法，一逸一劳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则需要的是积极干事、创业创
新的奋斗人物，因为只有奋斗，才能在这个过
程中充分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干成事业。

宓子贱治政典故宓子贱治政典故
张长国

东张楼位于郓城县城南约 15千米处，属
郭屯镇管辖，距镇驻地约2000米。

清朝前期这里是3个自然村。清朝晚期，
因村落联成一片且3村共建围墙而合为一村。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氏祖肇居青州诸
城临阳社庞故庄张胡同。明朝景泰年间
(1450 一 1456 年)迁郓邑南 25 里郭官屯居
住。明朝天顺年间(1457一 1464年)，五世祖
武公由北盐厂村迁此，在玉皇庙村西南圈砖
井1眼食水种菜，在庙东盖瓦屋建村。为祈求
永远丰收，取村名永丰集。

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董氏六世祖董
文渊、董万忍二人由郓城南 1500米东董店迁
此，置田800余亩，于永丰集西居住，并于村南
圈砖井1眼食水种菜，建董寄村。

郑氏七十四世祖郑怀深、郑怀玉，于清顺
治十年(1653年)由济宁南 30千米南阳湖东郑
家堰迁到这里，取村名郑家庄。

自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年)，永丰集
村民种菜者较多，村名由永丰集演变成张菜
园。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张氏十
二世祖张炳在布袋街北盖起楼房，张菜园又
演变成张家楼。

到清朝咸丰年间(1851一 1861年)，张家
楼、董寄村、郑家庄 3村住宅连成一片。为御
贼防洪，三村村民联合在居住地外建围墙。
围墙建成后，3村合成1村，因为在西面有个张

楼村，所以按方位取名东张楼村。
明清时期属郓城县南六里高鱼乡（南玉

皇庙）。清朝光绪年间(1875一 1908年)属郓
城县辛庄集里，1928年归郓城县四区云树乡，
1940年属郓南县四区。1942年属郓鄄巨菏
办事处，1943年属临泽县，1944年属郓巨县。
1946一1951年改归郓城县四区，1952年属郓
城县第五区，1955年为东张楼区，1956年成立
东张楼高级农业社。1958年农业社改东张楼
大队，归武安公社。1962年三村分治，东张楼
归郭屯公社管辖。1979年按方位分为东张楼
南、东张楼北 2个大队。1984年改为东张楼
南、东张楼北 2个村民委员会。1985年又合
为一个村民委员会，隶属郭屯镇。

在东张楼，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张氏九世祖张廷瓒，家庭虽然富有，却志

向远大，常年外出经商。清朝顺治初年，天下
刚刚太平，张廷瓒就带领生意伙伴，去济宁南
部做棉花布匹买卖，常常把布销出去，再收购
棉花带回来。

有一年临近年关，张廷瓒在济宁南部销
布购棉，住在鲁桥客店。一天晚上，在店内犯
愁。客店主人观察到这情况，问道：“客官，看
你愁眉不展，有什么难事吗？”张廷瓒答道：“眼
看就要过年，赊出去的布还没收回来钱，怎么
回家？”店主说：“你可到当地郑家堰去，请郑五
爷（郑怀深）出个主意。”

于是，张廷瓒和伙伴前往郑家堰拜访郑
怀深。通报了姓名住地，寒喧几句，郑怀深
问道：“张兄有何吩咐？”张廷瓒回答：“将要过
年，赊出去的布钱尚未收回，请五爷赐教。”
郑怀深说：“五湖四海，皆为兄弟，不必客气。”
张廷瓒拿出账本，郑怀深接过看了看，接着
吩咐家人，带领张廷瓒的伙伴前往赊布的人
家要账。告诉他们：“赊布的人是郑五爷郓
城的朋友，要赶紧凑钱，不要拖欠。”而郑怀
深和张廷瓒在家中谈天说地，相见恨晚。

每到一处，听说是郑五爷的朋友，都赶紧
凑钱，很快就把钱收回来了。

张廷瓒感激不尽，年后，带领伙伴拿着礼
品，前往郑家堰，专门酬谢郑怀深，郑怀深也
有回谢。一来二往，郑、张两人成为至交。

一次，郑怀深来永丰集游玩，张廷瓒说：

“郑兄在家闲居，不如迁到这里，你我朝夕相
处。”郑怀深答道：“我也是这样想的。”郑怀深
带领郑立柱、郑宝柱两个儿子与堂弟郑怀玉，
于清朝顺治 10年（1653年）来到这里，置买田
地 1000余亩，在永丰集南 500米的地方，盖了
几处宅院，郑怀深父子 3人及郑怀玉各住一
处，建立郑家庄。

至今张、郑两姓绵延 300多年，人口数千
人，郑怀深在济宁郑家堰遗留饮马石槽还完
好无损。郑、张二姓的后代，谨遵祖训，世代
友好，和睦相邻，在当地传为佳话。

现在的东张楼，有 721户，2205人，4860
亩耕地，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们安居
乐业，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
村。

魏建国

终兴镇光明集村闻名单县，其不
仅是盛产优质桃子，还是红色文化古
村。

《朱氏族谱》记载，光明集原名胡
家寨，明朝成化年间（公元 1465—
1487年），胡氏一族迁此落户。100多
年后，胡氏族人迁出，朱姓成为大姓，
将村名更改为朱黑楼。

相传，朱氏六世祖朱正化的长子
朱璞自幼酷爱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
夫，行走如飞，人称“飞毛腿”。朱璞豪
气率直、仗义疏财、嫉恶如仇，深受百
姓仰慕。

一年初春，一个河南男子携儿带
女逃荒到单县城东一带，乞讨当地一
官宦家门。这家少爷见其女有几分姿
色，心生歹意，非但不舍饭食反而诱骗
女子拜堂纳妾。该女之父苦苦哀求，
却遭到恶少打伤驱逐家门。

讨饭男子打听到朱璞爱救助穷
苦百姓，便到朱黑楼求助朱璞。于是，
朱璞叩开恶少家门，好言相劝，恶少扬
言比武决定女子命运。双方遂立下生
死文书，恶少指派其家拳师与朱璞比
试。几个回合后，拳师使出暗器，想置
朱璞于死地，幸亏朱璞眼疾手快，连躲
三招，飞腿将拳师踢出丈余，命丧黄
泉，女子最终获救。

后来，朱璞随志同道合者到五台
山习武深造，三年苦练，武艺炉火纯
青。这时一故友给朱璞捎信说，山东
正举行“武状元”选拔赛事，希望朱璞
参加。朱璞立即回山东应试，一举夺
得“武举”之位。

朱璞载誉归来，百姓称誉“武举
爷”。朱璞行侠仗义言行为被当地奸
官地痞所嫉恨，对其百般陷害。当朝
皇帝信以为真，派官兵缉拿朱璞。朱璞被捕后，受尽酷刑，
视死如归，惨遭斩首。

“武举爷”的无首遗体被族人秘密运回老家，百姓自发
捐资为其铸造了金头，合并全身殡葬，并修建陵墓，立碑记
传。

“武举爷”朱璞侠肝义胆、光明磊落，深受百姓敬仰，却
遭杀身之祸。朱黑楼朱氏族人认为村名不吉利，遂改名光
明集，以祈求光明前途，永世富康。

正如朱氏先人所愿，后辈追求正大光明，光明集可谓英
雄辈出。

抗战时期，光明集是我党红色堡垒，湖西专署专员李贞
乾在此驻守两年之久，建立了光明集抗日根据地。一天清
晨，日伪军数百人攻打光明集，众村民迅速拿起防御器械集
结，李贞乾分发步枪、刺刀、大刀、红缨枪等，各自坚守防御
位置，与来犯敌人展开激烈战斗。70多岁的村民朱圣元擎
起抓钩，振臂疾呼：“老少爷们，不要怕，大不了一命换一命，
和这些狼心恶鬼狠狠地镂打镂打（方言，意为较量对打）。”
朱圣元边喊边冲，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英勇就义。

村民朱洪庆、朱德圣、朱洪杰机智勇敢，敏捷地变换位
置，借机用土枪射击，敌人节节败退，不敢贸然反扑。战斗
持续到晌午，驻扎朱集南部石屯村的八路军十团的十几名
骑兵携带机枪火速赶来增援，敌人最终抛下十几具尸体，狼
狈逃窜，光明集保卫战告捷。

淮海战役期间，光明集是解放军的军火库重地，机枪、
小炮、炸药包、手榴弹等秘密存放在村民朱洪涵的家里。光
明集村民组成的支前小组，把粮食和武器源源不断地护送
前沿阵地，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村民朱洪星 18岁参加八路军，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
加过无数次战斗，荣获“战斗英雄”称号。1947年 2月，我军
攻打安徽黄口李庄车站，担任副排长的朱洪星冲锋在前，率
先爬上梯子击毙两敌，其胳膊负伤坠落。简单捆扎伤口后，
朱洪星再次爬上楼顶，向院内甩出两枚手榴弹，接着纵身跳
下，与敌厮杀，不幸头部中弹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厚珉

本报讯（记者 孙涛 通讯员 魏忠友）5
月 19日，“吕永清歌词作品座谈会”在郓城
召开。中国著名作曲家侯小声、中国著名
词作家郝立轩、天津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
《歌词月报》执行主编庞景等相关单位领导
和受邀的著名音乐人等参加活动。该活动
由郓城县委宣传部、郓城县总工会、郓城县
文旅局、郓城县残联和郓城县文联主办。

吕永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闯入词坛
后，凭借《最亮的星 最好的人》《新年送你归
队》《走近父老乡亲》《伟人·太阳·月亮》等作
品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
广播奖金奖、全国申奥歌曲金、银、铜奖等
200余项奖励，发表作品 2000余件。

为人民创作好歌曲，创作群众喜欢的
歌词是吕永清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其作
品视角独特，题材丰富，立意新颖，巧妙地
将文学性、音乐性、艺术性融合在歌词作品
中，使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现实与情感相融
合，真实而感人。

座谈会上，著名作曲家侯小声在发言
时激情满怀，禁不住用手机播放了他 27年
前与吕永清合作完成的童声歌曲《香港是
只中国船》。该歌曾在香港回归那段时间
由上海卫视等各大卫视播出，近期又被中
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向全国推介。

在座谈会最后，吕永清表示会坚持本
心，不断推新，坚持创作，不负大家的期望，
再为人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词佳作，为
生命讴歌，为百姓抒情，为新时代唱响心中
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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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曰：松松腰，瞪瞪眼，一顿喝它八大碗；一顿吃上
三斤饼，推车挑担劲头猛；一顿吃上五斤馍，劲大赛过驴马
骡。

早些年，农村缺少大型机械，建筑工地需要拉石运沙，拉
砖拉瓦，拉木料等，都由乡村的运输队完成，花费少，速度快。

运输队主要以地排车为主，一人一辆车，一车可拉上
一两千斤，装车卸车都是拉车人完成，那可真叫力气活。有
时，他们为了避开炎炎烈日，晚上也要摸黑赶路，拉到大半
夜也要完成任务。条件好的有个小毛驴拉缰，要轻松许多，
但大多数人家养不起，只靠肩膀拉绊，走起来步履沉重。

当时路上没有饭店食堂，即便有饭店他们也吃不起，
他们每人都有随车带着的餐具、干粮和柴草，有用水桶改造
后的灶台、黑铁锅，有时就地取水取柴，开始野炊。拉车的
壮汉子们，他们的饭量也特别大，一顿可喝满满一锅面条或
面疙瘩，或烧上一锅稀饭，再泡进去五六个窝头。他们很少
吃炒菜，只用随身带的咸菜下饭。吃过饭，他们都习惯松松
腰带，坐在地上抽一袋旱烟，然后双手架车，一晌二十里地
便出去了。

与当今帅男靓女们踏青户外的野炊相比，虽没有丰盛
的美味，矫情的歌舞，但那个年代的野炊情景，更让人回味
悠长。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
发展。针对广大群众愈加强烈的文化生活追求，单县宣传文化部

门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本，鼓励引导群众有才出“才”、有
力出力，“凑出”锦衣凤冠、锣鼓钹镲，组建文艺队伍，自娱

自乐，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图为高老家乡张武楼村戏
曲爱好者聚集“文化大院”演出。 通讯员 刘厚珉 摄

文化文化““凑份子凑份子””乡村乡村““乐起来乐起来””

（（ 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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