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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小说中的曹州故事笔记小说中的曹州故事

笔记小说出现在我国的魏晋时期，它篇幅短
小，包罗万象，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古代的“段
子”，因阅读起来省时省力，所以，受到了很多人
的喜爱。据了解，我国古代的笔记小说大约有
3000多种。菏泽古称曹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诞生了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生过不少历
史故事和人物轶事，有的虽然只是些小事，或者
只是一些奇闻怪谈，但也让人在茶余饭后有了许
多助兴的谈资。这些轶事被时人记录下来，可以
让现在的人们一窥当时的社会风情画卷。

于令仪释盗

《渑水燕谈录》是北宋时期临淄人王辟之写的
一部笔记小说，他曾任忠州刺史，致仕还乡后著书
立说，这部书就是他回乡后所著，里面记载了一个
曹州长者的故事。

北宋时期，曹州有个叫于令仪的商人，他为人
忠厚，到了晚年时，家里经济状况很宽裕。一天夜

里，有个小偷进入了他家，被他的几个孩子抓住
了。原来，小偷是邻居的儿子。于令仪就问他：“你
一向谨慎，很少办让自己后悔的事，为什么要当小
偷呢？”小偷说：“还不是被贫困所逼迫的啊！”于令
仪又问他有什么愿望，小偷说：“有十千钱就足够度
过荒年了。”于令仪就拿出了这些钱给了小偷，让他
回去。小偷刚出门，于令仪就又喊其回来，小偷非
常害怕，以为他反悔了。于令仪说：“你这么贫困，
夜里背着这么多钱回家，恐怕被人怀疑盘问。你
留在这里，到天明的时候再走。”小偷非常感动和惭
愧，后来成了良民。于令仪的乡亲们都称他为“善
士”。于令仪又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侄让他们到
私塾学习，聘请有名的老师来教书，他的儿子和两
个侄子都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

在封建社会，于令仪的做法无疑有着很现实
的教育作用，对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于令仪网
开一面，直接缓和了社会矛盾、邻里矛盾，是值得
当时的士人阶层学习的。

方山开改悔

《法苑珠林》是唐代高僧道世编写的一部有关
佛教的类书。道世为编写这部书，查阅了大量的典
籍，凡是能够证明佛经思想的故事、实事，他都编写
进了这部书，其所引用的典籍达400多种。佛教关
于不杀生的思想和现代我们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相通
之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西汉时期，其实早在
先秦时期的《孟子》一书中，就有“数罟不入洿池，鱼
鳖不可胜食也”的认识和思想。在《法苑珠林》中，记
载了唐代曹州武城人方山开改悔的故事。

唐代的曹州武城，就是今菏泽市成武县。该县
有个人叫方山开，他善使弓箭，喜欢打猎，所射杀的
猎物不计其数。唐贞观十一年，他突然昏厥，经过一
夜又苏醒过来。他说，刚昏厥的时候，感觉被人拉
走，上了一座山，忽然飞来一只老鹰，把他的脸和肩
膀上的肉都抓走了。后被带去见一个官员，官员问
他都做过什么好事，他无法回答。官员就让人把他
带到一个城里，城里燃烧着大火，门口有毒蛇，他吓
得只知道叩头念佛。官员准备把他送进城里，被侍
者劝阻，并说要让方山开改正，修持功德。方山开苏
醒后，丢弃了弓箭，把家改成佛院，以诵经为业。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佛教劝人不杀生的思
想，佛教没有行政权力，所以通过讲故事这样的
方式来劝人向善、不捕杀野生动物，以达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

刘泽清伏诛

《香祖笔记》是清初著名的文学泰斗王士禛

所撰写的一部重要的笔记著作，该书反映了清
初的一些时事及逸事、异事。在书中，他记载了
曹州人刘泽清的一段故事。

刘泽清是明天启年户部尚书郭允厚的家
奴，后来到衙门里当了捕盗弓手，是一个无赖，
被乡里所厌恶，后来搬家到了曹县。在明末天
下大乱的时候，他加入明军，凭着战功当上了总
兵官。在清军入关，明朝宗室南渡成立南明政
权时，刘泽清被南明政权封为东平伯。这个人
出身不好，为人阴狠惨毒、睚眦必报，曹县的士
大夫被他祸害的有很多。刘泽清在江淮县有老
房子，没有住人。一天，有十多个读书人在这个
空房子里饮酒，有人从里面捡到了一只绣花鞋，
大家互相传看把玩，有人就用这个鞋开起了玩
笑。刘泽清听说后，就派人把这十多个人都杀
了。他有个表兄，一直不听他的话，刘泽清派人
通知表兄来见他。表兄很害怕，就向刘泽清的
母亲求情，当时，刘泽清表面答应不为难表兄，
而且对表兄的礼遇很高。当表兄回家走到半路
时，他又派人把表兄杀了。后来，清军渡过淮河
进攻南明，刘泽清手握重兵却不抵抗，直接投降
了。清军不放心他，把他弄到了北京。后来，他
又因牵连反叛案，在卢沟桥被诛杀，人们知道了
都非常高兴。

这个故事深刻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背叛自
己国家的人，任何时候都会被人唾弃，这个人被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是罪有应得。所以，做
人和为官，小节和大节都非常重要，并不是“成大
事者不拘小节”，而是从小节就可以大略看出其
大节如何。 张长国

吕后，名雉，是汉高祖刘邦的王
后。据《史记》载：“三月中，吕后祓，
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
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
后遂病，掖伤…七月中，高后病甚…
辛巳，高后崩。”

由上文提供的信息分析，可知吕
后可能同时患上了两种病：一是由幻
象（苍犬据掖）和卜筮引起的心理疾
病；二是可能患了癌症并且发生了腋
下淋巴结转移。

吕后当权之后，曾惨无人道地害
死了戚姬母子，当“见物如苍犬，据高
后掖”的幻象发生后，再进行占卜，说

是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作祟。
这一连串事件的综合刺激，很
可能给吕后的心理上造成了

一个挥之不去的阴

影，并且该阴影一直折磨她。这对于
一个癌症患者来说，无疑如火上浇
油，雪上加霜。

“掖”在古文中通“腋”。“掖伤”，
就是腋窝处出现创伤，拟似今人所谓
的“老鼠疮”，即癌症往腋窝处的淋巴
结转移而形成的疮伤。如果是这样，
那么吕后在“苍犬据掖”时就已患上
了癌症，以至于一百多天之后“病甚”

“驾崩”。这是吕后病亡的根本原
因。她上述的心理疾病，则是促使她
的癌症迅速恶化的外因。

两千多年前，医学尚欠发达。医
生诊病，主要靠望、闻、问、切，对早期
的癌症，很难发现。待癌症发展到晚
期，一旦暴露其真面目，就往往不可救
药了。吕后“遂病”四个月后即“病甚”
而“崩”，大概就缘于此因。 马俊红

郭小湖村位于
曹县城西北 40千米、
庄寨镇镇政府驻地
西 3.5千米处。它东
邻潘寨村，南临王庄
村，西接东明县马头
镇东孙庄村，北至大
马王村。全村总面
积 1.51平方千米，其
中耕地面积 1.24平
方千米，村落占地
0.27 平方千米。聚
落呈长方形，东西主
大街一条，长约 900
余米；南北主大街一
条，长约 600余米；全
村 800余户，3100余
人；有郭、王、杨、韩、
彭、庄等姓，以郭姓
为多。

《曹县志·村名
由来·郭小湖》词条
载 ：明 永 乐 间
（1403—1424），郭诚
由山西泽州府高平
县迁此定居；因地势
低洼，积水若湖，故
称湖里，因郭氏居
此，又名郭小湖；原
冀鲁豫区第五专署
副专员、青岛市政协
副主席郭心斋生于
该村。

郭 心 斋
（1905.5- 1986.12），
1935年在曹县三区
乡农学校任教员，后
任义合乡乡长，以合
法身份从事革命活
动。1937年底，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聊城鲁西北抗
日游击司令部（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教导队受训。
1938年 5月回乡，组建鲁西南第一支抗日武装——义
合乡抗日自卫大队，任大队长。为扩大队伍和解决
武器装备，带头变卖家产，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在他的影响下，众士绅纷纷捐
钱捐物，部队得到发展壮大。1939 年，部队编为八路
军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郭心斋任副大队长，率部参
加了讨伐顽军石友山部的战斗。1941年 5月所部编
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团参
谋长。其后，相继任鲁西南独立团副团长兼团政治
处主任，东垣、菏泽、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948年 8月任冀鲁豫区第五专署副专员。新中国成
立后，先后任菏泽专署副专员、第一副专员，山东省人
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青岛疗养院院长、
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郭小湖村因村民淳朴真诚、忠勇义气，被乡邻称
为“仁义寨”。但它更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该村先后
培养出郭心斋、1955 年被授予中校军衔的郭巩、中共
贵阳钢铁厂党委书记郭华德、贵州省镇远专署处长郭
荣海等革命干部，更有郭松伍（五分区 20团连长）、郭
万年（五分区基干团排长）、郭万相（十分区 20团排
长）、王杏芝（考城县基干大队副排长）等十余位村民在
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义合乡抗日自卫大队成立于
此，中共鲁西南第一个县政权——考城县抗日民主政
府 1938年 10月建立于此。面对日伪的疯狂，郭小湖
村民始终英勇不屈。1943年 9月中旬，近百日伪军前
来扫荡，郭小湖村民兵在村西北大摆地雷阵，炸死日伪
军11人。郭小湖村“红色”之名压过了“仁义”之称。

红色郭小湖村明属辛安都，清属辛安里，民国时
先后隶属于曹县第十区、齐滨县第三区、曹县第七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桃源集区、桃源
区、庄寨乡、宇宙人民公社、桃源人民公社、庄寨人民
公社、庄寨镇。

郭小湖东临 015县道，西北环新冲小河，北倚日
兰高速和鲁南高铁，南旁 240国道，016县道穿村而
过，交通便捷，水利便利，农业发达。进入新世纪，该
村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业，成为闻名全国的木材加工
专业村。2019年，该村又荣获山东省卫生村的荣誉
称号，郭小湖村民过上了宜居乐业和美的幸福生
活。

酆鸿 张荣昌

半坡店是隶属单县莱河镇的一个文
化古村，享有“好人村”的美誉。

《单县志》记载，明成化九年（公元
1473年），许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因
落脚地为荒野斜坡，遂取名半坡店，目前许
姓人口占到了全村总人口的 70%。

据说，古时候，从今天的成武县侯楼村
到单县县城的 20公里的路上，人烟稀少，
仅有半坡店处在中间地带，来往商贾行此
停歇，半坡店乡民端水送饭留宿，深得赞
誉。日久天长，路人就此歇脚止宿中，以物
易物，逐渐红火，半坡店居然成了一个小集
市。后来随着通行道路多起来，经此商人
减少，交易日趋衰退。

半坡店有一个磨油匠，叫许海宾。一
日，其到邻家布衣店铺串门闲聊。店主急
着出门办事，就让许海宾帮忙看店。一时
无事所为，许海宾遂打了个盹儿。不知过
了多长时间，回来的店主发现柜台里的一
块银元不翼而飞，便问许海宾。许海宾先
愣了一下，接着回答：“这块银元，是我拿
了，一时急用，明天归还您！”其实，许海宾
并没有拿这块银元，为啥自认倒霉，他有自
己的想法：“店里并没其他人，就我一个，人
家当然怀疑我拿了！如果我不承认的话，
人家肯定置疑，如果出现争执，不但伤了和
气，传出去也有损于我们两家的名声。”

次日一早，许海宾畅快地“还回”了银

元，两家并未由此出现别扭，相处和睦如
初。不久，一个小偷在布衣店铺对面的小
酒馆醉酒，与众吹嘘：“前几天，我路过对面
的布衣店铺，进去闲逛了一圈儿，瞅见许海
宾打瞌睡，就顺手‘借’了这店的一块银
元。后来，我听说许海宾承认自己拿了这
块银元，还替我偿还了。”小偷哈哈大笑，

“这世上还真有许海宾这样的冤大头！”
丢钱的实情最终传到了布衣店铺老

板的耳朵里，其马上到许海宾的磨油坊归还
银元，许海宾却予以拒收：“我要收回这钱，
小偷并没有归还，亏的不还是你！难道我们
两家的关系还不值这区区一块银元嘛！”从
此，许海宾“还钱”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广
受民众好评，磨油生意很是红火。许海宾与
布衣店铺老板的关系也更加友好，后来还结
为儿女亲家，被世代传为佳话。

半坡店还有一个清末秀才，名叫许振
清，家中田畴颇多，生活十分富足。许振清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被誉为“半坡善人”。
每到春节，许振清就在大街上大呼：“谁家要
是过不去年关，就到俺家来拿，多了没有，足
够过年！”正月一过，他又沿街奔走大呼：“年
前在俺家拿粮拿物的账本被老鼠咬成了碎
末，俺也记不得了，谁也不欠谁了！”

其实，乡亲们心里都明白，许振清压根
就没想让拿粮拿物的贫困者偿还。这是许
振清的桑梓之情、怜悯之心，乡亲们皆愈发

敬重这位“半坡善人”。
从古至今，半坡店好人善事层出不穷，

“好人村”称誉名副其实。
湖西抗战时期，半坡店有一个老先生

叫许钦斋，他对盘踞县城的日军的侵略行
径深恶痛绝。于是，他有意到集市上买肉，
与两名屠夫结交甚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约定“杀鬼子”。一个雨夜，许钦斋带
领健壮的屠夫，手持杀猪刀，翻过院墙，将
酣睡的两个日本兵砍死。随后，许钦斋给
予屠夫盘缠，躲避了日寇的报复。

2018年 10月，时年 53岁的半坡店村
民许付林，在集市购买化肥返回的路上，奋
不顾身跳入深水沟渠，仅在 7分钟内成功

救出 4名落水儿童，险些丧命。被救孩子
的家长多次登门酬谢，均被许付林婉拒。

“能救出 4个孩子，我觉得就算是死了都值
得！”许付林说。《菏泽日报》《齐鲁晚报》《农
村大众》等新闻媒体先后报道了许付林的
先进事迹。由此，许付林荣获“山东好人”

“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等荣誉称号。
“许氏族人流传和史料记载的有名望

的好人就有 20多名，形成了‘半坡店好人
文化’，与单县‘善文化’一脉相承，滋养着
这片古老文明的沃土，释放出新时
代乡村治理的正能量。”村党支部
书记许福业说。

文/图 刘厚珉

儿歌曰：赶大集，推小车，推车凉粉紧吆喝。白生生的凉粉
给谁喝？给赶集的老头喝，老头不喝；卖给推车挑担的小贩喝，
推车挑担的小贩也不喝；卖给挖河打堤的民工喝，挖河打堤的
民工人儿多，十车八车不够喝；推一车又一车，累得掌柜腿哆
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的孩子们没见过冰激凌，没吃过
汉堡披萨，甚至不知香蕉为何物，一两毛钱一碗的凉粉便是可
口的美食了。

凉粉多由绿豆粉制成，较之地瓜、土豆的淀粉，绿豆粉有清
热解毒的功效，更适于夏季食用。将一份淀粉加十份的水倒入
锅中，边搅拌边加热，搅至汁液变黏稠时，加入适量的明矾，搅匀
后熬煮片刻，离火倒入器物中，晾凉即成凉粉。凉粉冷却后，色
泽如白玉般晶莹剔透，质地松软筋道，柔而不腻，韧而不硬，出售
前放在新打上来的井水里冰着，保证新鲜清凉。

喝凉粉，调味很是关键，凉粉摊一般备有辣椒、酱油、醋、香
油、味精、芥末等佐料。每到夏季，乡村的凉粉摊是农人们喜欢
光顾的地方，大热天赶了一晌集，往凳子上一坐，摊主在凉水中
捞一块凉粉，用刀剁成方块形，往大瓷碗里一盛，卖凉粉的大嫂
还会询问你口味的偏好，吃不吃辣，配上大蒜汁，麻汁酱等佐料，
然后双手捧给你。

夏日炎炎，赶路的人们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坐在那凉粉摊
前，喝上一碗色、香、味俱佳，凉丝丝、酸溜溜、辣乎乎的凉粉，真
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我与黄放相识，始自三十年前菏
泽日报社创立之初。那时，我是编辑，
他是通讯员，在文字上没少打了交
道。多年来，黄放以敏锐的眼光、独特
的角度及勤奋和执着，撰写了大量新
闻和文学稿件，发表于全国各级各类
媒体，在社会上广有影响和声名，我常
常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我与黄
放，既是文字道友，也是伯乐乡友。他
一向低调，每以“老师”称我。我虽也

“好为人师，孜孜乎伯乐之职”，非常崇
仰蔡元培先生之“不问学历，不问年
龄，不问亲疏，惟才是举，惟才是用”，
然境界难及，且人微言轻，只能是“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了。既是“乡友”，
黄放便邀我“常回家看看”。共同采访
之后，自然是把盏叙旧。每于此时，常
有好友宜新在场，他总以“三哥”称我，
黄放便也成了邻家兄弟：“三哥，再喝
一杯！”我亦陶然，往往是尽兴而散。

十年前，黄放把一摞名为《超越》的
书稿交给我，体裁是报告文学和通讯。
这是一部非常鲜活的来自基层的报告，
我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黄放的“深扎”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精神，并从“悲悯
的情怀”“震撼的细节”“精巧的营构”三
个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充分的肯
定。不久前，黄放又将他的第二部书稿

《放歌黄土地》交给我，让我写序。书名
一下攫住了我，并引发了我的联想——
大河奔流，黄壤千里，就此放歌，何可乐
哉！既接地气，又豪迈无比，雄哉壮
哉！姓名“黄放”，隐嵌于书名之中，又
何其妙也！

《放歌黄土地》这部书，体裁没变，
仍是报告文学和通讯，与《超越》可称为

姊妹篇，仍是黄放“深扎”的结果。但在
诸多方面都有了更加精彩的呈现，而且
超越了《超越》。在取材上，与《超越》的
广博不同，它在对象的选择上，更加挑
剔，更加用心，可谓精挑细选。它以各
行各业的精英和先模人物为主体，以
其干事创业的精彩故事为主线，展现
了一个既令人敬仰钦慕又真实可信的
群体。这里有专家学者，有县委书记，
有驻村干部，有行业标兵，有创业老
板，有爱心志愿者等等，而这个群体既
是社会的脊梁，又是学习的榜样。这
种“提纲挈领”，正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的体现。在呈现上，不再展示弱势群
体的苦难和哀痛，而是用更多的篇幅
去描写和展现社会的热情救助，彰显
无私的人间大爱。无论“彩虹豆”的志
愿救助，还是“丹东女孩”的一己遭际，
呈现的都不再仅仅是伤痛和无奈，而
是社会暖融融的温情。在手法上，不
是空洞的概括，不是寡淡的叙述，不是
冗赘的描摹，而是充满画面感，充满带
入感，充满熏染感的——讲故事。一
个个动人的细节，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成就了一个个过目不忘，一个个刻骨
镂心，一次次人性的洗礼！

一本好书，带给人的是温润心灵
的甘露，带给社会的则永远是不竭的
正能量!

《放歌黄土地》当如是。

《放歌黄土地》序言
□ 赵统斌

吕后死于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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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店村半坡店村““好人好人””捐资举办的孝善敬老饺子宴捐资举办的孝善敬老饺子宴

成武县九女集镇艾庄村侯阚寺遗址成武县九女集镇艾庄村侯阚寺遗址（（始建于唐初始建于唐初，，名法云寺名法云寺，，疑为方山开所建疑为方山开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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