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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庄是单县莱河镇宋楼行政村
的自然村，曾因一座名曰八梁庙的庙
宇而被历史铭记。

《单县志》记载，八梁庙又名二僧
庙，始建于明朝中期，以“三间大殿八
个梁”的建筑结构而著称。

梁，中国民间建筑构架中最重要
的部件之一，为支撑房顶的横断面的
粗壮笔直横木。宋代建筑称梁为栿，
为矩形结构，明清时期有所演变，尤其
在大型建筑中不可或缺。

明代建筑模式的梁，是按其所承
的椽数决定的，如四椽梁、六椽梁、八
椽梁等。显然，八梁庙建筑结构就是
使用了承担八根椽的方形结构的梁，
且有八个这样的梁，以此直谓八梁庙。

据说，在古代社会，寺庙多以属
地、地标、夙愿、传说、诗词、佛经、禅意
等命名，而以建筑结构命名的并不多，
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八梁庙曾是当年单县西南部最大
的庙宇，有两座山门、三处院落，槐柳环
抱，花草簇拥，木鱼声脆，吟经悠长。三
座大殿，青砖碧瓦，雕梁画栋，重梁叠
加，气度不凡，蔚为壮观。大殿内供奉
着王母娘娘、泰山奶奶等众神像，香客
络绎不绝，香火经年不熄，颇负盛名。

在八梁庙修行的都是尼姑，大部分
是出身贫苦、命途多舛的姑娘，也有病
入膏肓、迷茫失意、为情所困的富家闺
秀。民国时期著名的惠政法师就是一
个出身当地豪门的名媛，其天资聪颖、
敏而好学，自幼攻读诗书，博学多才，众
口皆碑。其父母执意包办婚姻，反对她
私订终身，许嫁一个寒门木匠。她质问
父母：“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嫁给木匠
当苦媳，二是皈依佛门做尼姑，至于走哪条，你们给我选择吧！”
一向嫌贫爱富、爱慕虚荣的父母不予选择，坚持门当户对的主
见，其誓言即便香消玉殒，也不会屈服于婚姻包办的陈规陋习，
最终绝缘红尘，剃度为尼，遁入空门，沉寂余生。

八梁庙分东西两院，每院又分四家，每家有一个法师主
持，每个法师只收一个弟子，弟子也只收一个弟子，如此一代
代地传承下来，其规章尤为严格，备受社会关注。

八梁庙周边的富裕人家，遇上婚丧嫁娶、动土建房、上
梁封顶等事情，总要找八梁庙里的尼姑念经做法事，祈求平
安顺利。八梁庙的尼姑皆谙熟乐理，每人至少精通一种乐
器，合奏场面尤其壮观。八梁庙的尼姑做法事，就等于请来
了一支民间乐队，吹拉弹唱、吟经念佛，蓬荜生辉，立身扬名，
因此很受民众欢迎。

抗战初期，国军司令刘耀庭的老母寿终，八梁庙的尼姑
做法事，连续三昼三夜，观者如潮，影响极大。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的八梁庙庙会，大戏连台，一日三
场，连演十余天，耍杂的、跑马的、说书的、唱曲的，热闹非
凡。庙门前车水马龙、项背相望，烛火香烟尤其旺盛。民间
传说，一到八梁庙的庙会，邻近的几个村子里的水井都被吃
干了，账房光收铜钱就有六笸箩之多。

20世纪50年代初，八梁庙被拆除，记事碑均被损，尼姑不
知去向。据说，20世纪 80年代，省文物部门还保留着八梁庙
尼姑的音乐演奏录音，成为民间文艺的一段绝唱。

后来，当地群众集资在遗址上重建八梁庙，其规模和工
艺水准显然不能与原貌等量齐观，且未呈现“三间大殿八个
梁”的独特风格，仅仅沿用了“八梁庙”之名而已。

文/图 刘厚珉

仝老家位于郓城县城正北，
距县城 10千米，聊（城）商（邱）公
路从村西通过，属潘渡镇管辖，距
潘渡镇政府驻地 9千米。

据《仝氏族谱》载，仝家原姓为
佟，始祖佟福新，字汉东，号华溪，
原为辽东女真族。元朝至正十九
年（1359年）为元朝兵部尚书，与
弟佟福国（字文瑞）镇守陕西潼
关。佟福国为武进士，逐步升迁为
元帅，挂兵部尚书衔。元朝灭亡
后，两兄弟开始分别隐居。

明朝洪武年间初，朝中左都
御史刘伯温奉皇帝朱元璋指令四
处寻找佟福国，让他为大明朝服
务。佟福国感念“一臣不事二主”，
服毒自尽。佟福新带领四子（佟志
斌、佟志高、佟志刚、佟志强）及六
个侄子（佟戎、佟战、佟戟、佟戵、佟
戡、佟戬）分别隐居起来。佟戎迁
到徐州睢宁，佟戬迁到临沂费县。
佟福新先到山东莒州沂水，并从此
更佟姓为仝字。明洪武四年（1371
年）再迁到郓城，在郓城北面十八
里处定居。

清朝初期仝氏家族人丁繁
衍，大多分散居住，在外地的人都
称这里为“仝氏老家”。

《郓城县志》中记载，郓城县早
期四大家族就是“候、樊、刁、仝”四
大家。本县的仝辛庄、仝林等仝氏
村庄都尊称这里为老家，所以村名
为仝老家。

因仝老家村中有一大坑，把村庄分成东、西两部分，故有坑
东、坑西之说。

仝老家历史悠久，有书香门第之称。曾与孔府联姻，孔府
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迎娶仝氏九世祖仝朝式的女儿为
妻。第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曾给仝氏十五世仝灿章老表叔
写过对联：竹风留客饮，松月伴宝茶。

全村有仝、刘、马、王、张、栾、戚、朱 8个姓氏，686户, 1984
人,3064亩耕地。其中仝姓 498户，1553人。村中刘氏祖刘子
成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从刘寨迁此居住。马氏祖马性善于
清顺治九年（1652年）迁此定居。张氏张成配于明天启七年
（1627年）迁此定居。其他姓氏多在清朝末年逃荒定居在这
里。全村均为汉族。

仝老家有传统正骨术，传承已十多世，仝云集就是其中的
代表。

仝云集，字呈祥，号海航，生于清朝道光年间，行医于咸丰、
同治、光绪年间。他正骨医术高超，能一眼识病情，手到病除。

光绪初年，郓城县常庄附近修堤，曹州镇台万年青骑马前
往工地视察，不慎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导致肱骨骨折，疼痛难
忍，经仝云集诊治，很快痊愈了。本县玉皇庙镇祝桥村举人祝
汝鸿之子祝龙跃，坐马车探亲，突然马惊，前臂摔伤造成骨折，
经仝云集正骨治疗，很快康复。据传有一患者坐车来求医，仝
云集在路旁观看了病人的体相，未交谈已知病人肩关节脱位，
他扶病人下车，当病人诉说病情时，仝云集说，已经给你治好
了。病人惊疑，活动了一下，确实好了。问他如何知道病情，又
是怎样治疗时，他说：“观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证，机触于
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原来，他趁扶病人下车之
势，把病治好了。自此，群众都称他为“神医”。

仝云集不仅正骨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对病人不分贫
富贵贱，一视同仁，有时还主动送医上门。为减轻病人痛苦，从
不计较路程远近，天气热冷。穷苦人找他治病，不仅不收诊费，
还无偿赠药、赠食。有远道而来的病人还安排食宿，分文不
取。晚年，仝云集将医术传授给后人，至今仝老家的正骨名声
远扬。现在，全村有诊疗室 8家。

“仝氏正骨术”现为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现在，仝老家的后人们牢记“耕读传家”的祖训，刻苦
读书，勤奋工作，尊老爱幼，奔向更加美好幸福的
明天。 魏建国

刘清江任职的山西盗贼很少，绿营兵没有
剿匪的任务，但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
动正在广东一带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刘清江
所管辖的绿营兵平时分为弓箭、藤牌、火器三
队，按照旧的制度，操练时也都各练各的，兵器
互不熟悉。他看到了火器以后必定会大有应
用，于是，让全体的士兵都兼学火器。没几年，
清军所有的军营里都开始专用了火器，这表明
他这个人非常有长远的眼光。咸丰五年，阳城
县收取的钱粮过多，引发民变，攻击了知县，领
头的人畏惧治罪而聚众到山里。事情闹大后，
清军准备调兵去清剿，刘清江知道后，急忙赶
赴省里，向上级说明了情况，并说：“老百姓之
所以聚集，是害怕问罪。让军队去清剿，只能
让他们更加团结。阳城在山里面，西南距离垣
曲百多里，重峦叠嶂，析城山、王屋山都在其范
围内，他们如果占据了抵挡官兵，必定会很难
剿灭。如果选择有胆量有谋略的人前去和他

们讲明道理，只诛杀领头的人，被胁迫的人不
问罪，则他们就会解散了。”清军的统领听从
了，就让刘清江选择可以担当这个任务的人。
刘清江知道右营的老部下杨文输、李禧两个人
可以担当这个任务，就推荐他们去了。结果就
把这件事平定了，同僚都佩服刘清江的远见卓
识，都认为才能比不上他。

刘清江自从考中了武探花进入仕途后，看
到清末官场黑暗、尔虞我诈，他压力很大，非常
不适应；又看到当时清朝内忧外患，形势岌岌
可危，也就不热心仕途了。早在咸丰元年，他
回乡后看到母亲日益衰老，还要辛苦劳动，就
准备辞官还乡照顾母亲。但他的母亲说：“我
之所以这样辛苦，就是希望你们兄弟有好前
途，尽力报效国家，如果你以私情就告退，这能
是我所希望的吗？”刘清江于是又到山西任职
了。这中间，母亲给他去信说：“心里唯有国
家，小心办理公事，切不可骄纵不逊存在傲气，

尤为不可以不遵守诏令而失去操守。”殷殷嘱
托，溢于言表。为了遵从母亲，刘清江又任职
了七年，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他随即以患病为
由辞官归田。咸丰八年，安徽的捻军向山东进
攻，菏泽一带成为战场，不少村庄都组织了团
练，看到捻军前来，就组织人去迎击，虽然打败
了捻军，但两下都有死伤。刘清江说：“散地无
战（士兵不能在本境作战，因为意志不坚强，可
能会溃散回家），这是《孙子兵法》上已经说明
了的，现在的打算只有各村修寨挖壕、坚壁清
野，他们过来后没吃没喝，就会被困住。”于是，
在咸丰九年，他组织修筑了安兴寨。到了咸丰
十年秋天，捻军果然来了。刘清江率领大家到
寨里自保，有五万多人受到了保全，大家又都
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在当时，当地民间还兴起
了长枪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加入进去，声势逐
渐扩大。刘清江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判断这个
组织以后会造反，肯定会引来清军的镇压，到
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遭受兵火。这年冬天，
他就携带家人到了泰山东北谷，在那里置办了
一处家产住下了。咸丰十一年春天，长枪会起
义造反，曹州一带曾做过清朝官的人和富裕的
家庭都遭难了，唯独刘清江一家无恙，人们更
加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了。

接着，“僧王”僧格林沁率兵来清剿长枪
会，知道刘清江在泰山避居，专门派人来邀请
他，于是，他到了僧格林沁的军中。到了这年
冬天，长枪会起义被平定，但是其他参与的人
还有很多，僧格林沁因为要南下，所以把刘清
江留下办理善后。同治元年（1862）三月，曹州
附近的长枪会成员都被平定了。唯独河北、濮
南水套里还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并伪装剃发投
诚于曹州的府县衙门。府县衙门同意后，上报
给了僧格林沁，并让刘清江撤兵。当时已到六
月，僧格林沁正率兵向河南商丘金楼寨的一支
白莲教义军围攻，刘清江亲自到他的大营里详

细叙述了必须把投诚的人杀掉的建议，僧格林
沁没有听从。刘清江出来后感叹说：“这些人
必定会成为后患，僧王会有后悔的时候。”回来
后就重新隐居了。到咸丰四年四月，僧格林沁
追捻军到了曹州西北的高楼寨，陷入了捻军的
包围，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其中参加捻军的
也有当时投诚的长枪会成员，大家也愈发感觉
刘清江有先见之明。其实，无论长枪会成员参
加捻军与否，僧格林沁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
运，因为清军主力当时已被捻军用骑兵拖垮，
已是强弩之末。据记载，僧格林沁“辄数日不
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
驭马。”捻军以逸待劳，清军岂有不败之理？但
是僧格林沁的失败刘清江却没有看到，因为他
已经于咸丰三年十一月去世了。

刘清江有两个儿子，长子葆光是举人，次子
彤光考取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三甲第
178名进士。同年五月，他与戊戌变法的领袖
康有为一同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之后，担任
了户部主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武定
府（今山东惠民）发生水灾，淹没了很多田地，民
众流离失所。在北京的山东官员纷纷捐钱，并
募集了银两去救灾。因为刘同光是山东人，为
人正直，又在户部，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携带赈
灾的银子到武定府发放。这不是官方的行为，
而是一件无偿的义务。为了办好这件事，不浪
费辛苦募捐的银钱，保证把钱款发放给最需要
的老百姓，刘彤光亲自从北京来到武定府进行
调查。对于受灾的老百姓，他按照贫困情况分
为上、中、下三等，登记造册，分别给予不同的救
济，不让一个人漏掉，也不让一个人冒领。在灾
区，他栉风沐雨，辛苦奔走三个多月发放救济
款，救活的人有四万多。看到灾区十分缺钱，他
把自己的俸禄也捐了出来。后来，有人从武定
府到北京来，说老百姓在家里给刘彤光设了长
生牌位来供奉他。 张长国 刘 宏

儿歌曰：他二叔去踩藕，猛子扎进泥里头，半天抬头出水面，不见莲藕
见泥鳅。他二哥去踩藕，摇来晃去身子扭，半天踩起一枝藕，鲫花扎破胳膊
肘。晌午炒菜一盘藕，藕丝拽长一尺九，脆脆生生就窝头，再加二两白干酒。

每到冬季，特别是年关将至的腊月，正是新藕上市的季节，村民们
便开始挖藕来卖。然而，要在齐腰深的淤泥中挖出藕来真不是易事，淤
泥冰冷粘湿，铁锨在淤泥中根本不听使唤，同时还要注意藕枝的走向，
把藕挖断挖残都会影响价钱。往往几个劳力，吭吭哧哧多半天，弄得浑
身泥巴，还挖不出半车藕，真是叫苦连连。

踩藕就不一样了，到了秋季，嫩藕已经长成，池塘里水温还不算太
低，池塘边长出的片片莲叶也没有固定的主儿，闲来无事的半大孩子们
便尝试着用脚踩藕。他们选择一簇生长茂密的莲叶，用脚在四周画成
圆圈形，沿着圆圈有节奏地向下踩，通过水的潺动，把脚底的较硬的生
泥踩成绵软的熟泥，慢慢地就找到莲藕的踪迹了。找到莲藕后，再沿着
莲藕的走向去踩，让藕枝与淤泥分割开来，最后，一枝白生生的莲藕就
被采摘下来。回到家，洗净刮皮，切成薄片，用开水一淖，放上麻油、细
盐、姜末、食醋，就是一道好菜。

当然，踩藕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的藕扎根很深，淤泥没过膝
盖，根本踩不到。也有的坐纽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踩到一条嫩根，
全无收获。

如今，莲藕也开始大面积人工养殖，施过肥的池藕长得又粗又长，挖
藕采用喷水枪作业，免了劳力之苦。可这人工养殖的大个头池藕，吃起
来，怎么也没有浑身紫泥的坑藕香脆可口了。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日前，在庆祝第六个“中国医师节”的文
艺汇演中，一名上海大学生到菏泽支医的真
人真事小品倾情上演。

小品故事情节是，作为大学毕业生的陈
鑫元，被分配到原菏泽县卫生院（现菏泽市牡
丹人民医院）。到菏泽后，在搭乘人力三轮车
到医院报到途中，当得知三轮车师傅家人生
病，他放弃报到为其家人治病。与此同时，作
为院长的陈桂林为了欢迎他，特意安排秘书
李同志前去接站，却扑了空。

于是，李同志找到菏泽县人事局张科长，
询问是不是被其它单位先“抢”走了。疑惑
中，菏泽县人事局张科长在李同志陪同下，特
意赶往菏泽县卫生院，却巧遇问诊回来的陈
鑫元，交谈后双方化解了误会。

剧中主人公陈鑫元、女院长陈铁林、人事
局张科长、女秘书李同志、三轮车师傅等人物
原型鲜活，展现出那个时代社会各界响应党中
央“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号召，积极投身新中
国建设中，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剧中陈鑫元
是否真有其人？现在生活的好吗？带着疑
问，记者与陈鑫元取得联系，了解了那舞台背
后的故事。

来到南华康城小区，叩门进入陈鑫元家
中，落地窗照射进来的阳光把客厅照亮，屋内
白色的墙壁，发黄的瓷砖，一组布艺沙发依东
墙而置，看起来已有些年头，一张条桌居中而

放，而对面电视柜上放置了一台液晶电视，却
让人有了一种现代之感。

现年 90岁的（虚岁）陈鑫元，祖籍上海市
静安区（现为上海市长宁区），1953年，他从上
海市五四中学毕业，进入山东医学院医疗系
本科学习。

1958年，正在上海一家医院实习的陈鑫
元接到毕业分配通知，于是乘火车赶到济南，
之后带着学院开具的介绍信，拿着“大包小
包”坐上发往菏泽的汽车。他说：“到基层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最强
音。所以，两天的时间，我已从繁华的上海
滩，来到了鲁西南的这片沃土。”

出车站后，陈鑫元遇到一位推三轮车的
师傅，听说他到菏泽县医院去，师傅热情招呼
他上了车，之后将他拉到一处挂有“菏泽县卫
生院”单位，看到这些他怀疑是沪鲁语言不通
到错地方，恰在这时遇到了陈桂林等人。他
说：“陈桂林握着我的手说‘菏泽县卫生院’，
就是我报到的医院。当然，陈桂林、李秘书、
张科长、三轮车夫确是真人真姓，只是陈桂林
当时职务是副院长，而我也确实是到菏泽卫
生系统报到的第一名大学生。”

如今，翻开伴随陈鑫元半生的皮箱，棕色
皮革已发暗，学生证、毕业证、荣誉证书，照片
中昔日的翩翩青年，如今已化身耄耋老人。

工作后，陈鑫元发现院区是几间平房，全
院只有十几个人，每人就是一个科室。因为

药品器械奇缺，对发烧患者不得不用井水进
行物理退烧，对儿童、老年人医生无奈只能建
议用西瓜汁或多喝水来退烧。

“我把想法向董书记汇报时，他说了声
‘好’，然后说陈院长我全力支持你！”陈鑫元
说，因为医疗办公用房日趋紧张，他筹划要建
一栋三层门诊综合楼，找到了时任菏泽县委
书记的董玉仁，希望帮助解决资金不足的境
况，最终建起了现在位于菏泽市牡丹人民医
院南门处的三层楼房。

临床上，陈鑫元看着一个个鲜活生命正遭
受着二间瓣狭窄疾病的困扰，于是决定向这门

技术进军。他说：“我们邀请了时为济宁医学院
专家的卢林前来，多台手术最终获得了成功。
最初，主管部门因上一级医院未开展该项技术，
有开展是否过早的顾虑，事实证明有硬件的情
况下，在专家帮助下我们医院也能开展！”

正如小品叙述，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陈鑫
元一样的老领导、老同志与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倾情付出，才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筑起了安
全的防线，它像一道道彩虹映红了天，
也照亮了我们推动新时代卫健事业高
质量发展前行的路……

文/图 记者 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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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他怀揣青春梦想，作为上海来菏泽的大学生，把异乡作故乡，生活了六十五载。从医生到院长，他为许多患者

解除了病痛折磨。日前，由他来菏支医经历改编的小品《忘不了》被搬上舞台，向人们讲述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 中中 ））文武三进士家族探秘文武三进士家族探秘

陈鑫元陈鑫元：：那记忆里的一道彩虹那记忆里的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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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上新建的八梁庙旧址上新建的八梁庙

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村刘海墓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村刘海墓

陈鑫元老人翻看获奖证书陈鑫元老人翻看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