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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李湾村探访李湾村 循迹赵王河循迹赵王河

曹县磐石街道瓦屋庄村原
址现已成为碧波荡漾、风光旖
旎的八里湾风景区，而乔迁新
型社区、住进高楼大厦的瓦屋
庄村民，仍时不时地提起刘邓
首长破除迷信，盖起瓦屋庄的
故事。

话说 1948年，解放战争进
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这年秋
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
军进入曹县，天色已晚，必须马
上宿营，刘邓首长展开地图一
看，“瓦屋庄”三个字映入眼帘。
两位首长觉得司令部安在瓦屋
庄最合适，一来瓦屋庄距离曹
县县城八里，位置适中；二来觉
得瓦屋庄一定瓦屋很多，利于
宿营，万一有情况，也好防守，所
以便决定将司令部安在瓦屋
庄。

来到瓦屋庄，大出刘邓首
长的预料，只见瓦屋庄全村都
是破烂草屋，不见一间瓦屋。
刘邓大军很诧异，没有瓦屋为
什么叫瓦屋庄呢？天色已晚，
无奈之下刘邓首长只得暂且住
下。住下后，带着疑惑，刘邓首
长叫通信员找来村长问个端
详。村长来到后，刘邓首长又
是让烟，又是倒水，他们和颜悦
色地问村长，你们这个庄不是
叫瓦屋庄吗？村长说：“是叫瓦
屋庄。”刘邓首长又问，既然叫瓦
屋庄，那为什么一间瓦屋也没
有啊。

村长一听这笑了，他不紧
不慢地说：“要说瓦屋庄为什么
没有瓦屋，是这么回事。听老

辈人讲，从前俺庄有个大户人家，很想盖处瓦屋大院，为此请
来位风水先生。这个风水先生来到俺庄一看，便对那家财主
说：‘你庄不能盖瓦屋，如果强盖，就犯地劲，不但瓦屋盖不成，
还要死人呢。’那家财主不信，便在他的大院里硬盖了三间大
瓦屋。可他们刚搬进去的头天午时，只听一声巨响，三间瓦屋
四边着地，把盖屋的老头也砸死在里面。瓦屋没住上，白白的
搭上一条性命，自那以后，不管穷人富人，俺庄谁也不敢再盖
瓦屋了。直到今天，俺庄连个瓦屋毛都没有，这就是瓦屋庄上
没瓦屋的原因。”

刘邓首长一听，哈哈大笑，俩人一商量，便对那个村长说：
“这是迷信，必须破除掉；如果不破除它，今后的群众永远也别
想住上瓦屋了。”他们叫村长找来村西头最穷的一户王白，王
白一家五口住在一个地窨子里。王白被村长叫来以后，刘邓
首长问明白他的家庭情况后问：“我们给你盖三间瓦屋，你敢
住不敢住？”王白听此激动地流着眼泪说：“俺家祖祖辈辈受
穷，别说瓦屋，连间草屋都没有，如果首长操心给俺盖三间瓦
屋，俺就是死了也心甘!

闻此刘邓首长下了一道命令，大军在此休息一天，并叫各
团把会泥水活的战士都找来，把邻村的三间破庙扒掉，各团战
士肩挑人抬，把砖瓦木料全部运到瓦屋庄。

打水的打水，和泥的和泥，垒砖的垒砖，各团战士干得热
火朝天。不到一天功夫，三间大瓦屋便盖成了。王白全家感
动得都哭了，他们说永远不会忘刘邓首长的大恩。说也奇怪，
自从王白搬进大瓦屋以后，不但没有屋倒砸人，反而日子越过
越好。

村民说，刘邓首长福气大，把地劲压下去了。从此，瓦屋
庄的群众便陆续盖起瓦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瓦屋庄了。

至今，瓦屋庄的村民还感恩地说：要不是共产党，
要不是刘邓首长给咱破除了迷信，说不定咱们现在还
住着破烂草屋呢。 酆鸿 张荣昌

在郓城县玉皇庙镇李湾村村北，流淌着
一条河流，像一条玉带，又像一条长长的水
龙，蜿蜒地从西南方向游来，经过村边的时候
陡然变宽，生出一潭碧水，柳枝倒垂，绿色掩
映，清风惬意，闲人垂钓。据当地人讲，这就
是历史上有名的赵王河。

说起赵王河，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因为
在山东、河南、河北有许多地方河道称“赵王
河”，本文所要探访的赵王河，为该河出菏泽
后东北流的一支，也是比较贴近历史记载的
一支。这条河流源远流长，要说清楚，还必须
先古后今，先远后近，慢慢梳理。

赵王河，古称灉水，又名澭水。古曹州
八景之“灉水荷花”云：灉水，又名澭水，原自
安陵沿古济水道入曹州境。明《兖州府志》
《山东通志》、清康熙《曹州志》、清乾隆《曹州
府志》、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清光绪年《新修
菏泽县志》、民国《菏泽县乡土志》，介绍澭水
走向均与地图所标赵王河相同，因此，澭水就
是赵王河。

灉水之名，首见《尚书·禹贡》：“济、河惟
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

澭水之名，首见《诗经·尔雅·释水》：“水
自（黄）河出为澭。”赵王河自黄陵岗出黄河，
古人依经典，故称此河为澭河，是官称。

相传北宋末年，宋金联合灭辽后，金朝
南犯宋朝，赵构被金兵追赶至此，坐骑一跃而
至对岸，故称赵王河。还有一种说法是此河
与北宋的一位王爷有关，由于北宋的国姓为
赵，故名赵王河。

据清嘉庆版《大清一统志》山川下记载：
“灉河，旧为黄河支流，在曹州府城南二十五
里。自直隶东明县流入，又东北经郓城县西
南四十五里又北经濮州东南，又东北流入寿
张县界。”

1997年版《菏泽地区志》载：“1368年，
（黄）河决双河口（今双河集），分水东流，成为
赵王河的雏形。1430年，黄河决金龙口，自
金龙口东北流至长垣、东明，至菏泽双河口分
为二支，北支东北流，经鄄城闫什口、红船口，

梁山县李家桥、黑虎庙，北至张秋镇注入运
河。从此，赵王河的行道完全定型。”

通过以上记载可知，赵王河大致呈东北
走向且经过郓城。其中，“东北经郓城县西南
四十五里”及“从鄄城闫什口、红船口至梁山
县李家桥、黑虎庙”的记载，证明该河自郓城
西南流向郓城东北，加上实地勘察与乡土传
说，则玉皇庙镇李湾村北之河道，当属赵王河
无疑。

赵王河曾经作为漕运水道而兴盛繁
忙。相传，当年宋江从梁山返乡，便从此河经
过。明朝时，黄河决口黄陵岗（在今河南兰考

县境），夺道灉水，淤积河道，上游日湮，致赵
王河漕运不兴而渐渐废弃。加上两岸不断
的围河造田，田进河退，以致踪迹难寻。

古时候，赵王河每到夏季，河道两边遍植
荷花，荷香四溢，给过往的旅人带来惬意的清
香，形成著名的“灉水荷花”，为古曹州八景之
一。史书记载，灉水自金堤往东，“野水相连，
潴于故道，中生菱荷，盛夏花展，香闻数里”。
清人书画家段云襄有诗云：剩水春来接，新荷
夏自花。色分溪女艳，香入野人家。此盛景，
历明清数百年，晚清方绝。据李湾村上了年
纪的老人讲，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两岸
的荷花仍然很多，而且还有很茂密的芦苇丛，
河道宽阔，风景宜人，被称为“金帮银底”。

今日再去赵王河，昔日的灉水野泽、古
堤碧水已不见，荷花飘香也无踪，只剩下眼前
一望无际的旷野和翠绿掩映的村落，偶尔可
见一些残废的河道和零星的潭水，引起人的
无限遐思。

其实，赵王河在郓城境内并没有完全消
失，事实上，逐渐湮没的是赵王河北段，而南
段改道后依然存在，并逐渐重整旧日气象。
据《菏泽市地名志》载：黄河改道后斩断河道，
此河断流，南段沿黄河大堤泄水，自成河流，
为宋金河。因此，今日宋金河即为原赵王
河。如今的宋金河，荷花盛开，芦苇茂密，百
鸟翔集，绿意盎然，早已成为郓城人的休闲胜
地。 冯站伟

主簿，是封建社会官府里的一个职务，它
大约起源于我国汉代，这个职务在县一级，是
知县的下属。在宋代，主簿主要负责出纳官
物、销注簿书等事务，管理的事情很烦琐，位
置也很重要，因而，刚从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一
般都放在这个岗位锻炼。在北宋时期，曾经
有三位历史人物担任成武县主簿，在成武的
历史上留下了一缕令后人追寻的书香文脉。

先看一首有名的宋词《点绛唇·感兴》：“雨
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
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
凝睇，谁会凭栏意。”这首词就是曾任成武主簿
的王禹偁到长洲（江苏苏州属县）任知县时的
作品，是他唯一存世的词作。封建社会历代以
来，从成武县任职走出的官员，名气最大的无
疑 要 数 大 文 豪 王 禹 偁
（954—1001）了。他是济州
钜野人，字元之，北宋名臣、
白体诗人、散文家，因晚年被
贬黄州，世人称为“王黄
州”。王禹偁在中国政治史
和文学史上是一位极为重
要的人物，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其
诗作和文章多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抱负、畅叙
友情，风格清新、浅近平易，一反宋初诗文的浮
华作风，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
实主义传统的诗人，也是宋初从理论和创作上
表现现实主义的唯一作者，他的作品开宋代诗
文风气之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他是北宋第
一位载入文学史的诗人和文学家，在我国古代
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王禹偁以省试第
一名的身份获得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的资
格，在殿试中中乙科进士。按当时规定，乙科
进士授判、司、簿、尉等职务。这年七月，王禹
偁被派到了和家乡相邻的成武县担任了主簿
的职务。宋代的县主簿是九品官，主要职责
是协助知县处理政务。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

记载，主簿“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
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
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
簿之为职如此。”在成武县，初涉政界的王禹
偁感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无处诉说，只
好通过诗文来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目前，
可以查找到他在成武县所作的诗作主要有
《成武县作·书怀》《释褐诗五首》《寄砀山主簿
朱九龄》《寄宁陵陈长官》《寄金乡张赞善》《寄
鱼台主簿傅翱》等十首。朱九龄是和他一起
的同榜进士好友，被派到安徽的砀山县任主
簿。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后来朱九龄到了嘉
兴任知县，王禹偁曾作长诗《送朱九龄》相赠；
陈长官是今河南商丘宁陵县的知县，长官是
对知县的尊称，名字已不可考。张赞善是金

乡县人，该县与成武相邻，张赞善是个孝子，
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仕途，因为父母年纪大
了，他选择了辞官归家，侍奉父母、种田自足，王
禹偁非常钦佩他。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一开
始，王禹偁是不适应官场生活的，在他给好友
们的诗作中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在成武县，他
还写了三篇有名的文章，分别是《单州成武县
主簿厅记》《单州成武县行宫上梁文》《送鞠仲谋
序》。从《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中，我们可以明
确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从开始任职时《释褐诗
五首》中所表现的“宦情销已矣，时梦钓鱼滩”的
退隐思想，到文章中“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
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的为官志向，可以看
出，成武县已经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大转折
点，为他以后成为一代文豪奠定了基础。思想
转变后，他积极工作，得到了单州推官柴成务和

县令崔惟宁的高度赞赏。
《单州成武县行宫上梁文》的写作背景是

因为为皇帝修建行宫。太平兴国九年（984
年）四月，泰山民众请宋太宗赵光义封禅泰
山，于是宋太宗下诏于当年十一月行封禅，并
修自京师抵泰山的道路。而成武县是从京师
汴梁到泰山的必经之路，于是，成武县大兴土
木，开始为皇帝封禅修建泰山行宫。在这种
情况下，根据当时的风俗和礼仪，王禹偁在泰
山行宫主殿上梁时，写下了《单州成武县行宫
上梁文》。这篇文章采用骈体的写作方式，整
篇文章对偶完整，叙事清楚，是一篇不可多得
的骈体文，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力和宽
广的知识面。这篇文章对现在来说，有两个
历史研究价值。一是记录了当时的上梁仪

式，为研究当时的风俗仪式提供了重要佐
证。旧时营造房室上梁时，总匠师要用馒头
从梁上向四面抛掷，并诵上梁文。文章中，王
禹偁写道：“抛梁东，东去金根御六龙，祥云未
出参天岳，喜气先生见日峰。抛梁西，西来凤
盖拂云霓，祈福不劳藏玉牒，礼天须至用金
泥。”其下还有“抛梁南”“抛梁北”“抛梁上”“抛
梁下”等吉祥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热闹的宋
代建筑仪式场面。二是为光武帝刘秀到过成

武县提供了佐证。在文章中，有“乡号汉泉，
武帝东封之井”的描述，光武帝刘秀东封泰
山，曾经路经此地，喝了此地的井水，时人纪
念此事，命名此地为汉泉乡，至宋代仍有此事
流传。据笔者考证，汉泉乡即今成武县文亭
街道旗杆李庄，这也使文章具有了一定的史
料价值。十一年后，王禹偁还提到这个行宫，
在《单州谢上表》中写到“臣之本郡实有行
宫”，并希望在封禅泰山时能为太宗“导引皇
舆，扫除御路”，让太宗下榻于此。

《送鞠仲谋序》的背后则是一个非常感
人的孝行故事。鞠仲谋的家乡是山东高密，
当初在开封考进士时，认识了王禹偁，两人
志趣相投，成为好友。为了将他的亲人们归
葬祖坟，他放弃科举考试，把祖父母、叔父母、

堂兄五位亲人从外地迁
葬回高密，他“捧土起坟，
扶丧万里”的孝行壮举，
被传为佳话。就在他回
高密的路上，顺道拜访了
好友王禹偁。王禹偁听
后大惊，深为感动，在这

里住了几天后，鞠仲谋东行，于是，王禹偁写
下了《送鞠仲谋序》。

王禹偁是一个高产的文学大家，他的诗
作和文章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后会知道
他为什么写这篇作品、在哪里写的，而且有的
还写明是给谁的。这和如今的新闻报道有些
类似，也给后人开展文学、史学研究提供了极
大便利，从反映现实上看，他无愧于文豪的称
号。 张长国

古代任职成武的主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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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曰：三妮踢瓦，弯腰伸爪，一脚踢空，摔个愣怔；二妮
踢“城”，光想谝能，一能就摔，摔得吱歪；大妮投瓦，一步跳俩，
大辫一甩，把脚闪崴。

农村的孩子喜欢玩耍，斗拐、骑驴、掏鸟窝是男孩子的专
利，玩石子、踢瓦、捉小鸡，则是女孩们擅长的游戏。

踢瓦时，她们在平整的场地上画一个大大的“用”字形图
形，一头再补上一个半圆，便称作为“城”。然后，取一个圆形
瓦片，投放进第一格里，一只腿盘起，用另一只脚把瓦踢出来，
然后，再投瓦进第二格，再踢出来，依次进格。如果中途出现
偏差，则由其他小朋友进行，谁能每格都踢一遍，不越格，不压
线，便是过关。最后，再背对“城池”，向最远处的半圆中投瓦，
如正好投中，则算获胜一场，从此获得开始下一轮的权利。

踢瓦对鞋子的磨损最大，当时孩子们穿的都是布鞋，上学
时就会看到许多孩子的布鞋前方都有一个小窟窿，大多是踢
瓦造成的，家长们虽然知道踢瓦损坏鞋子，但与孩子们的快乐
相比，也算不上什么，并不因此约束孩子们。

踢瓦是用单脚进行的，这只脚既要支撑身体，又要把持着
力度操作，很是锻炼人体的平衡性。同时，踢瓦是一种不温不
火的游戏，竞争不激烈，又没有危险性，在不动声色的活动中，
孩子们面色红晕了，身材苗条了，因此深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黄河途经郓城县四个乡镇，
郓城县境内黄河长度将近 40千
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滚滚黄河带来的不仅仅是滔滔河
水和漫漫黄沙，还带来了无数的
故事和传说，其中鲤鱼跳龙门的
传说就家喻户晓，人们津津乐道。

古代传说鲤鱼跳过龙门，就
会变化成龙，呼风唤雨，高高在
上。比喻科考中举、升官晋级等
飞黄腾达喜庆之事，也比喻逆流
前进、奋发向上，取得成功。

龙门是指位于山西省河津市
西北的黄河峡谷。这里水流湍
急，旋涡一个连着一个。两岸悬
崖峭壁，高耸入云，就像两扇气势
磅礴、巍峨挺立的大门。

传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
开凿，伊水流到这里被龙门山挡
住了，就在山的南岸积聚了一个
很深的大湖泊。

居住在黄河里的鲤鱼听说龙
门风光好，都想去看一看。它们
从河南孟津的黄河里出发，通过
洛河，又顺着伊河来到龙门水溅
口的地方，但龙门山上无水路，鲤
鱼们游上不去，它们只好聚在龙
门的北山脚下，焦急万分，商量对
策。

“我有个主意，咱们跳过这龙
门山怎么样？”一条大红鲤鱼对大
家说。

“那么高，怎么跳啊？”“跳不
好会摔死的。”伙伴们七嘴八舌拿
不定主意，有的直接提出了反对
意见。

大红鲤鱼见犹豫不决，便自
告奋勇地说：“我先跳，给大家探
探路。如果成功了，大家再接着
跳，如果不成功，大家按原路迅速
返回家去。”

只见它从半里外就使出全身
力量，像离弦的箭，纵身一跃，一
下子跳到天空中云层里，带动着
空中的云和雨往前冲。

这时，一团天火从大红鲤鱼
身后追来，烧着了大红鲤鱼的尾巴。只见它忍着疼痛，继续向前
飞跃，终于越过龙门山，落到山南的湖水中，一眨眼就变成了一
条巨龙。

山北的鲤鱼们看到火烧着了大红鲤鱼，大红鲤鱼掉下去
了，一个个被吓得缩在一块，不敢再去冒这个险了。

这时，忽见天上降下一条巨龙说：“不要怕，我就是你们的
伙伴大红鲤鱼，我跳过了龙门山，就变成了巨龙，看到了天上和
地上的无数奇观美景，你们也要勇敢地跳呀。”

鲤鱼们听了这些话，受到鼓舞，开始一个个挨着跳龙门
山。可是，除了个别的跳过去化为巨龙以外，大多数都没有跳过
去。

凡是跳不过去，从空中摔下来的，额头上就落一个黑疤。
直到今天，这个黑疤还长在黄河鲤鱼的额头上呢。后来，唐朝大
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
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古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在当代又赋予新的寓意，是指莘
莘学子经过拼搏努力，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有一个报效祖国
更加广阔的天地。

有人写出了这样的对联：“唯有贤才酬壮志，只待鲤鱼跳龙
门”，道出了对十年寒窗、发奋苦读的学子们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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