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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 天 狗

近期，单县徐寨镇芳桂集村热闹
了起来，男女老幼津津乐道、奔走相告：
善德坊耸立大街中央、吴家祠堂修缮
一新、红色史料正在整理……一个古
老村落的历史文化业已“复活”。

芳桂集史称方桂集，曾因种植大
量的桂花而更名，距今已有500余年的
辉煌发展史。

原有的吴氏功德牌坊矗立于芳桂
集村的南北大街，为单县史上百座牌
坊中唯一旌表官员功德的石坊，可惜
的是“文革”期间被推倒、砸毁、掩埋。

历史上，芳桂集村才俊辈出，有记
载的先贤就有数十人。《吴氏族谱》记
载，吴克明是清乾隆时期的冀州五品
官员，其为政清廉，深得百姓拥戴。乾
隆皇帝为褒奖其品德功绩，旨意立坊
树传，颂扬后世。

咸丰年间，石念洪官至归德府府
尹，其廉洁为民、不屈权贵，地方污吏指
使地痞盗其官印，迫使石念洪含恨吞
金自尽，留下一世清明和故土的破屋
老宅，至今仍被后人称颂和保存。

抗战爆发后，单县早期共产党员
吴立本被党组织派回家乡组建了中共
芳桂集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秘密

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作为芳桂区
党政军驻地，芳桂集的吴家祠堂、芳桂
寺、关帝庙、洛城河桥等都是党组织主
要活动场所和情报传递驿站。

如今，芳桂集村的党员干部群众
继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和时代文明建设，赓续讲
述“桂花芳香的故事”。

近年来，徐寨镇党委、政府积极扶
持芳桂集村实施“文化复兴工程”，吴姓
族人联系单县及其周边地区同族本姓
后裔捐资捐物，重修功德牌坊，新命名
为“善德坊”，赓续传颂先祖功德，倡树
时代风尚。他们特邀单县楹联学会联
家张贵祥、王运才专门为善德坊撰写
了4幅联作，雕刻于石坊之上：仰先祖，
咸钦于国尽忠，于家尽孝；期后昆，犹记
以和为贵，以德为邻。一坊淑德，百年
垂范；三让高风，万古流芳。自太伯开
宗，瓜瓞连绵，千秋昌盛；由克明继嗣，

德功显赫，四海尊荣。喜德业长昭，物
华竞秀；看英才辈出，兰桂腾芳。

此联作分别讲述了芳桂集村厚重
的文化底蕴及其先辈美好的道德风
范、创立的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代继承
先人遗志，弘扬前辈德业，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光宗耀祖，流芳千古。

吴家祠堂经历170多年的风摧雨
蚀，顶部、墙体破损严重，难以为继。芳
桂集村群众筹资筹劳、倾力倾情修缮
一新，并重建了山门、院墙，加固了遗存
的西厢房，使古老家祠重现昔日恢宏。

他们还组织重修族谱、村志，并将
在祠堂的正堂内布展先人遗物、先贤
功绩、家风祖训及其革命英雄事迹等，
使其成为崇文尚德新时代文明建设的
重要场所。

目前，芳桂集村已成为红色文化
旅游乡村，文化复兴工程将有力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文/图通讯员刘厚珉

吴起（前 440一前 381)，卫国左氏（今山
东定陶）人 。吴起是战国初期与孙膑齐名的
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师承儒家代表曾子、
子夏，同时又是兵家与法家的代表人物之
一。

吴起一生为名利所扰，可以说是一个有
着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据记载，吴起一生
组织的大型战役有七十二次，小型战役无
数，竟无败绩。而且，分别在魏国和楚国都
主持过改革活动，其政治才干也颇引人瞩
目。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孙
子兵法》《孙膑兵法》已然名扬海外。但是，也
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在同时代的中原大地
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不败的将军和一部足以
与前两书比肩的兵书，那就是吴起与《吴子
兵法》。

吴起的第一个人生高峰，恰恰是在三晋
之地魏国开始的。战国之初的魏文侯在经历
了李悝的改革之后，国富兵强，大有傲视群雄
的姿态。李悝看上了吴起的用兵才能，将他
推荐给魏文侯，成为魏国的上将军。吴起任
职伊始，便拔秦“五城”。公元前 389年，秦惠
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吴起亲自率
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
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吴起一战成名。
最终，在翟璜的推荐下，成为魏国西线军事的
总指挥——西河守。这是吴起获得的第一个
重要的政治军事职位。

魏文侯去世后，吴起继续辅佐魏武侯。
此时的吴起不仅军事才能得到发挥，而且还
进一步拜正在西河设教的子夏为师。于是，
便有了吴起与魏武侯著名的“西河晤对”。

魏武侯执政的第二年，到西河进行了一
次军事检阅。当时魏武侯看到山河险峻，感
叹道：“河山这样的险峻，边防难道不是很坚固
吗？”大臣王错在旁边附和道：“这就是魏国强
大的原因。”此时，吴起却有不同意见说：“刚才
君侯的话，无异于是亡国的论调，你竟又来附
和，这就更加危险了。”刚执政不久的魏武侯听
后十分不悦，于是质问道：“你这话是何道理？”
吴起从容地说道：“河山的险固是不能完全依
靠的，霸业也从来不因为山河的险固而产
生。过去三苗居住的地方，左有彭蠡湖，右有洞庭湖，岐山居北面，衡山处
南面。虽然有这些天险倚仗，可是政事治理不好，结果大禹流放了他们。
夏桀的国家，左面是天门山的北麓，右边是天溪山的南边，庐山和峄山在
二山北部，伊水、洛水流经它的南面。有这样的天险，但是不实行仁政，结
果被商汤击败了。殷纣王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漳水和滏水，面
对黄河，背靠山。虽有这样的天险，然而不实行德政，遭到周武王的讨
伐。再说您曾经亲自率领我们占领、攻陷了多少城邑，那些城的城墙不是
不高，敌兵不是不多，然而能够攻破它们，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政治腐败，不
修道德的缘故吗？由此看来，依靠河山险固，怎么能够成就霸业呢？”一番
话说得魏武侯心悦诚服，连忙赞叹道：“我今天才听到圣人的言论啊，河西
政事都委托给你了。”

去魏仕楚，可以说是吴起的另一次人生高潮。因为当时的楚悼王
将“令尹”（相当于国相）的地位给了吴起。或许是因为一次次被谗臣陷
害，使得吴起再也不相信能够通过人格魅力与道德修养来实现自己的
政治抱负。于是，他转向了战争与变法。吴起变法最直接的指向就是
贵族和权臣的利益，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这些人的物质享受，将主要的
财力用于扩充军事力量。进而，就是整顿吏治，肃清官场中以私废公、
残害忠良的风气；明确法令，让那些阴暗的政治阴谋无所遁形。在他推
导的一系列变法和战争中，楚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当时诸侯畏惧的对
象。

然而，对于原有贵族的冲击与剥夺，也让吴起给自己树立了足够多
的仇敌。楚悼王一死，便是一场浩大的宫廷政变。虽然吴起此时已经
难逃厄运，但已然深谙法家权谋的他，也有了让人可怖的心机。他在全
无胜算的情况下，故意逃至楚悼王的尸体旁，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
王”。贵族们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肃王继位后，
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
的有七十多家。这些贵族最终没有逃过吴起的算计，成为陪葬。一代
战神也就此陨落。

吴起的一生似乎充满着矛盾与悖谬，其结局也让人感慨而唏嘘。
也许这就是战国，在那个充满杀伐与阴谋的时代，有所作为的人总是无
法置身事外。 王义尚

村名，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它不单单是
平面上地理位置的坐标，而是综合了本地或本村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风俗等等各
方面的因素，成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
又让人印象深刻的村名，它承载着一段历史的记
忆，是游子的乡愁、名人的自豪、文人的咏叹，嵌
入每个生长于斯、劳作于斯的村人的基因，它如
同一条无形的丝线，千丝万缕地让每个人与它产
生紧密的关联。就如同一声断喝：“吾乃常山赵
子龙！”一样，一句鲁西南乡音的“俺庄上……”就
让人浮想联翩。地处鲁西南的菏泽，版图上星罗
棋布的村庄与村名，背后都有一段浓得化不开的
历史，而成武县作为千年古县，
许多村名探究起来也让人感到
非常有趣。

数字巧嵌入村名

独门张庄。该村位于大
田集镇西约十里，清乾隆年间
立村，原名张庄。到了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
加上捻军起义，土匪横行，引发社会动乱。在这
种情况下，各村都纷纷修起了土寨自保，张氏族
人也修了一条围村土寨，因村小和人口较少，从
便于防范考虑，就只留一个寨门供村民出入，遂
改名为独门张庄。

二周村。位于汶上集镇西 4里，明嘉靖年
建村。该村是周氏从相邻的大周村迁出而立
村，所以名为二周。

三官庙。位于汶上集镇西北 8里，明初立

村。村旁旧有“三官庙”，内敬“天官、地官、水
官”三位道教神祇，香火旺盛，远近闻名，所以以
三官庙为村名。

四刘庄。位于大田集镇东南 3里。元末明
初，刘氏三兄弟渊、江、海由河南汴梁迁居成武，
刘海在此立村，共建东、西、前、后四个刘庄，统
称四刘庄。清光绪二十一年，从该村迁出的刘
氏后人刘彤光中进士，在该村祖茔前立旗杆一
对，至今仍存。

伍伦集。位于天宫庙镇西北 20里。该村
建村较早，约在宋代就已成村，是周边村民交流
物资和生活用品的集市。因管理集市需要，该

地的五家会首轮流管理市场，故名“五轮集”，后
称“伍伦集”。

李六。位于永昌街道东南 14里。明初，山
西洪洞县李家兄弟六人来此立村，故名李六。

七里口。位于永昌街道东 4里，因距离古
县衙七里，又处于路口处，故称七里口。

八里河。位于永昌街道西南约 10里，明初
立村，该地村前有大沙河。据清《城武县志》记
载，该地是古“澶渊”所在地，水道纵横，在此弯曲
回旋后东流，呈平缓貌，为古河道遗存。因离县
衙约八里而故名。《春秋》记载：“襄公二十年夏六
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
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盟于澶
渊。”到了鲁襄公二十六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
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澶
渊现在注解在河南顿丘，当时属卫地，但当时不

止一个地方叫澶渊，从上下文来看，鲁襄公主持
和曹人会盟，要主持正义，讨还卫国占领的曹人
的土地，他会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吗？不害怕被
扣留吗？会这么头脑简单吗？于是，《城武县志》
撰书者考证，他们会盟的澶渊疑为此地。

九女集。为九女集镇政府驻地，该村建村
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在汉和帝时期，该村的金
老汉有九个女儿，因没有儿子遭到村民嘲笑，九
个女儿相约不嫁，孝养双亲，被官府表彰，村名
遂得名九女集。

十里口。位于县城老县衙东十里处，明初立
村。因距离县衙十里，有南北岔路，故名十里口。

建筑名称来命名

中国传统建筑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在古
代匠人巧夺天工的手艺下，民间曾有不少让人
惊叹的建筑，如亭、台、楼、阁等等，让人过目不
忘。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只剩下了以这些建
筑命名的村落，提起这些村名，可以让人遥想这
些建筑当年的风采。

小桥。位于文亭街道北约 4里，清初立村，
因村前建有小桥，得名张小桥，后称小桥。提起
该村，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元代马致远那
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小桥流水人家”的
传统农村画面呼之欲出。

高台庙。位于文亭街道北约 4里，清初立
村，鲁西南的传统中有“无庙不立村”的说法，该

村村东有一高台，台上有一小庙，远远看去，非
常显眼，故名高台庙。

宋楼台。位于孙寺镇北约 10余里，清嘉庆
年间立村。据传说，该村有富户为防匪患，在村
里准备修寨盖角楼，但刚盖好楼台，因家族分家
资金不足停工，因而得名宋楼台。

前苗楼。位于汶上集镇东南约 14里，该村
为元初立村。因村里建有一高大楼房，故名苗
楼。该村有元代苗氏先茔碑，是元代著名农学
家苗好谦的故里。现该村已整体搬迁。

歇马亭。位于孙寺镇东南约5里，该村历史
可追溯至汉代。据传说，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在

此拴马休息；也有传说是东汉末
关羽曾在此歇马。但当地不少村
民把“亭”读为“厅”，故疑为汉代
基层治理机构“乡、亭、里”中的

“亭”，如刘邦曾任“泗水亭长”，不
是传统建筑学中的“亭”，但不排
除该地曾有亭类建筑。

刘池堂。位于苟村集镇西
北约 6里。该村名得名于清初，并不是因有池
塘得名，而是当时有个名叫刘池的人来此居住，
看到村中的庙堂年久失修，于是作为发起人，把
庙堂进行了整修，一时香火旺盛，为纪念此事，
村名改为刘池堂。

张瓦房。位于文亭街道北约 3里，明万历
年间立村。因当时该村富户张氏盖有一浑砖瓦
房，成为当时新闻，故得名张瓦房。由此可以想
见明代农村经济状况。

马阁。位于孙寺镇东约 6里，明嘉靖年间
马氏迁此立村。因村里盖有玉皇阁，远近闻名，
取村名为马阁。

毕石门。位于党集镇西北约 4里，明
初毕氏迁此立村。因村有古代石门，取
名毕石门。现该村已整体搬迁。

张长国

儿歌曰：扫扫天，扫扫地，天狗天狗回家去。跺跺脚，
拍拍手，天狗天狗快快走。打打鼓，敲敲锣，天狗听见挪一
挪。天狗天狗闪一闪，快把日头还给俺。

赶天狗是一种民间风俗，它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传
说中，目连之母在尘世做了许多不明事理之事，死后变成了
一只恶狗，被禁闭在地狱里。当逃出地狱后，恼恨未消，就窜
到天庭去找玉帝算账。在天上找不到玉帝，更恼羞成怒，恶
狠狠地去追赶太阳和月亮，想将它们吞吃了，让天上人间变
成一片黑暗世界。这只恶狗没日没夜地追呀追，她追到月
亮，就将月亮一口吞下去，就是所谓的月蚀。追到太阳，就将
太阳一口吞下去，就是日蚀。不过，恶狗最怕锣鼓、燃放爆竹，
受到惊吓后，恶狗会慢慢地将吞下的太阳或月亮一点一点再
吐出来。太阳、月亮获救后，又日月齐辉，重新运行。

每逢日蚀或月蚀之际，不少城乡百姓便拿出铜盆、铁
桶、锣鼓等一阵猛敲，并拿出笤帚、铁锨等物，一边摇晃，一
边大声吆喝，惊吓正吞吃太阳或月亮的天狗，直到太阳、月
亮复原为止。冲动的人们，酣畅淋漓地表现着自己的正义
和担当，也为圆满的结局而欣慰。

后来，人们知道日食、月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太阳、地
球、月球三者恰好运行到同一条直线上时，便产生日食或月
食。每当出现日食或月食，人们只是驻足观看，不再干那些
杞人忧天的事了。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唐塔社区位于郓城原县
城北部。据《郓城县志》记
载：唐塔社区金代为盘沟村，
大定六年（1166年）原郓城县
城（现张营街道政府驻地附
近）被黄河水淹没，紧急迁到
这里建立县城。明代县城按
方位设四关厢，并在城区设
置四关厢里，因该关居北，故
称北关厢，后简称北关。

唐塔社区共有李、刁、魏
等 14 个姓氏，688 户，2405
人，总面积 5.8平方千米，6个
小区，8个家属院，900多个商
铺。

刁氏始祖刁偕琳，原籍山
西洪洞县，明初迁至这里。刁
氏三世祖刁骏，明朝永乐年间
酉科举人，曾任扬州府宝应县
知县。李氏祖李吉奄，在明朝
万历年间，由济南市长清区
迁至此处。其后裔李文铿，钦
点御前侍卫，升任衢州、严州
总兵。魏氏十一世祖魏珩，由
唐塔街道魏路口村迁居这里。

唐塔位于唐塔社区南
部，在原观音寺内，为大佛寺
塔，又名观音浮屠，占地面积
约 80平方米。建于五代后唐
末期，施工期间后唐被后晋
灭亡，工程也随之停止，以后
很长时间没有能力续建，就
被人们叫作荒塔。唐塔为八

棱四门楼阁式砖塔，上层周长 40米，下层周长 42米，原有
7级。因明朝正统 13年（1448年）黄河决口，县城被淹，下
面二级被淤没，现在地面上有 5级，高 32米，海拔约 72
米。1993年对唐塔进行了全面修缮，唐塔是郓城县现存
的最高大宏伟壮观的古代建筑，是郓城县最著名的标志。

郓城县东南方向的巨野县和济宁市金乡县，也各有
一座和唐塔形状相似的古塔。三塔比较，郓城的最粗，巨
野的居中，金乡的最细。三座古塔都比较矮，三塔合一却
像一座完整的塔。所以，民间有了一些离奇的传说故
事。一种传说是：“一夜西北风，将唐塔上截刮到了金乡，
中截刮到了巨野。”另一种传说是：“唐塔北面住有一户人
家，户主是任疯子。任疯子讨厌唐塔太高，冬天遮阳、夏
天挡风。他日夜研究《奇门遁甲》这部天书，终于得到了
真髓。在一年麦收后的一个夜晚，任疯子用麦收后场里
的麦糠打绳作绠，调动郓城县和其他四邻之县的耕牛，神
不知鬼不觉地把唐塔的中截和上截分别拉到了巨野县和
金乡县。

据查，唐塔施工半途而废，砖缝和架孔没有堵上，很多
燕子在里面栖息。因为砖缝和架孔较深，即使寒冷的冬天
在里面也很暖和，燕子们省去了南迁北返的辛劳，所以很多
燕子来这里巢居。燕子们在洞穴里居住时间久了，燕爪开
始退化，只有前爪没有了后趾。这种特殊的燕子落在地上
不能起飞，翅膀像燕子，头部及腿脚像蝙蝠，出窝后靠滑翔起
飞。不落地面，不落树枝，不往远处飞，只围绕唐塔，滑翔出
穴，飞闯入巢。人们称它们为“土燕”或“云燕”。每到夏天早
晨和黄昏，唐塔四周有千余只云燕上下翻飞，往返如梭，鸣声
啾唧，唐塔四周，漻儿洼碧水环绕，岸边绿树垂荫，如诗如画，
人们无不叹为观止。自古“荒塔燕子”就是郓城十大景观之
首，是郓城县绝妙神奇的一景。

五代唐塔，像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目睹了郓
城饱经沧桑的过去,俯看着郓城日新月异的现在，
并注视着郓城蒸蒸日上的未来。

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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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善德坊新建的善德坊

修缮过的吴家祠堂修缮过的吴家祠堂 山门与厢房之间的台阶山门与厢房之间的台阶

有 趣 的 成 武 村 名 （（ 上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