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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曰：牛皮条，用啥做，用老牛的肉皮做；牛角梳，用啥做，
用老牛的弯角做；牛肉包，用啥做，用老牛的腿肉做；角板筋，用
啥做，用老牛的蹄筋做。老牛老牛赶快跑，藏到家后旮旯角，天
天我送一筐草，老牛给我干相好。

牛，作为大牲口，是过去乡村里干活出力的好帮手。牛蹄子
坚硬无比，力负千斤，时间久了，也会磨损变形。牛蹄一变形，便
会影响出力，也易扭伤牛腿，要请兽医来给牛修蹄子。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家里还开着客店，生意还很红火。听老
人说，自我曾祖父从外地移居到这个叫作小路口的村子始，就靠
着开旅店、卖茶水立足、度日。

小路口是个历史颇为悠久的集市，规模不小。逢集的前
一天傍晚，店里就开始来生意了。记得当时有个常年住店的干
瘦老头，好像姓张，五十多岁，个不高，皮肤黑。他老家是河南
滑县的，家里没什么人，因为会劁猪、切牛蹄子，常年在外，混口
饭吃。

那年月，我家里，喂着头大牛，牛蹄子就是老张给切的。当
时，我就蹲在一边看。爷爷牵着牛，老张从我家堂屋里搬出个凳
子，从褡裢里拿出一柄锋利的钢铲，将铲把夹在腋下，将牛蹄放
到凳子上，一点一点地、细心地用铲子把牛蹄铲平。铲几下，就
照量照量。

牛好像知道老张是来给它来解除痛苦似的，老老实实地配合
着。四个蹄子切完后，老牛头朝天“哞”的一声长啸，好似脱掉了
一副重担一样。老张吸旱烟，并且烟瘾挺大。爷爷吩咐我给他

拿了些烟叶，算是报酬。
20世纪 80年代，我老奶奶去世后，店不开了，老张走了，不

知去了何方。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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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北宋是一个名人辈出的时期，而且，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时期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文化名
人，他们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这与当时宋太祖重
文轻武的政策有关。北宋时期的菏泽地区，属于京东
路，“路”相当于如今省级行政区，菏泽地区内的县级行
政区分属于曹州、济州、宋州等。因为临近北宋首都东
京开封府，当时菏泽地区一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出现
了王禹偁、戚纶等一大批文学名人。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他的家在当时的济州
巨野县，出身农家，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中
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王禹偁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被分配到
与家乡巨野相邻的成武县任主簿。在任职之前，他的名
气就已经非常大了。史书中记载他“九岁能文”。由于
聪明好学，小小年纪就已经远近闻名。北宋宰相毕士安
年轻时在担任济州团练推官的时候，听说王禹偁是当地
的“神童”，便召见他。听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就让他以

“磨”为题作诗。王禹偁张口而出：“但存心里正，无愁眼
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听后很赏识他，
就将他留在推官官署，和官员们的子弟一起学习，并亲
自教授他写文章。自此，王禹偁成为毕士安的门人。

当时，毕士安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来对待，直
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毕士安才真正看重了他。毕士安
的曾孙曾在《丞相文简公行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济
州太守有一次邀请毕士安去参加宴会，太守养了一只会
模仿人说话的鹦鹉，太守视之如宝。在酒宴上，太守以
鹦鹉为题出了一个对联，对不上的罚酒。太守出的上联
是“鹦鹉能言争似凤”。在座的文人雅士抓耳挠腮，不是
对不上就是对的不工整，太守很不满意，就连毕士安这
样的进士也没有对出下联。回来后，毕士安就把这副上
联写到家里的墙壁上，时时提醒自己。过了一段时间，
闲暇的毕士安又面对着墙上的对联在那里苦思冥想。
正巧王禹偁路过此处，看到了墙上的对联，随口就说：

“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听后大惊，认为王禹偁很不简单。于是，送给他
了文人才穿的冠带，用客人的礼节来对待他。从此，王禹偁声名更大了。

后来，王禹偁中进士后先是到成武县任主簿，最后被贬黄州，世称“王黄
州”。虽然他的仕途总是遇到波折，但王禹偁是一个非常忠君爱国的人，他和
老师毕士安一样，对于发现的人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国家推荐。戚纶就是其
中一个。

戚纶（954-1021），字仲言，是宋州楚丘县人（今菏泽市曹县安蔡楼镇榆
林集村人）。他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和王禹偁一同考中进士，两人是
同年出生，又是同榜进士，家乡又相距不远，互相惺惺相惜。

其实，戚纶的家庭在鲁西南地区的读书人中也很有名声。戚纶的父亲叫
戚同文，是北宋早期的教育家，他出身贫苦，却读书好学，成为当时的教育家
杨悫的学生。杨悫是当时的名儒，创办了“睢阳学舍”，许多读书人在这里求
学，他的名气很大。杨悫去世后，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学生中中进士
的就有 56人，“睢阳学舍”成为当时中原一带的学术文化教育中心。后来，学
舍发展成为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戚同文有两个儿子，长子戚
维，次子戚纶。因此，作为读书人，王禹偁对戚纶的家世应该是很了解的，或
者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巨野曹县只隔着一个成武县。

戚纶中进士后被分配到沂水县任主簿。在主簿任上，他发现该县有不少
逃户，虽然有户口，但是却没有上交赋税。于是，他亲自到乡间去访查，结果
有不少逃户是虚报的，他按册核定查找，把虚报的人口都澄清了，给县里增加
了赋税。因为这个政绩，他被提升到泰和县（今安徽省太和县）任知县。

根据《宋史》的记载，他在调任太和县知县不久，他的父亲戚同文就在湖
北随州去世了。因为戚纶的哥哥戚维在随州任从八品的节度掌书记，戚同文
跟着戚维生活，所以，戚纶得知后，就按照丁忧制度去官步行千里之遥去了随
州。不长时间，朝廷下发任命，让戚纶兼任大理评事，负责案件的审理判决。

在泰和县，他发现长江以南的百姓，性情凶暴强悍，民众之间经常发生诉
讼官司，影响生产。于是，戚纶写下《谕民诗》五十篇，利用当时的风俗和本地
发生的民间事情，来教育老百姓要互相理解谦让，当地的老百姓很多人都在
传诵这些诗句。

为了感化百姓，戚纶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与监狱里的囚犯约定好，让他们
回家祭祀祖先，与家人团聚。囚犯们受到感化，都按期返回，因而当地的诉讼
案件慢慢就下降了。 张长国 朱琳

宋江湖位于郓城
县东北部、程屯镇冷庄
村外，东邻济宁市梁山
县马营镇的辛兴屯、杨
屯和江屯。占地面积
1000多亩，其中水上面
积 800余亩，距郓城城
区20余千米。

宋江湖是八百里
梁山泊遗水。梁山泊在
北宋时期是一个湖泊，
郓城县（当时叫郓州）和
济宁市（当时叫济州）的
梁山县（当时归郓州管
辖）各有一部分水面。
当年的梁山泊水域套用
今天的行政区域，大致
在郓城县东部、南部，巨
野县北部，汶上县西部，
梁山县中南部，呈肾状
弯曲。而现在的宋江
湖，就在古梁山泊的西
北部。

北宋末年黄河河
道南迁后，梁山泊逐渐
缩小、北移、干涸，成了
现在的宋江湖，现在的
宋江湖就由湖面而演变
为宋金河的河道，依然
接纳广济河的水流，向
北注入大清河（1855年
黄河改行山东入海后成
为现黄河河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对宋金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宋金河在李
楼筑坝截流，大坝以南的水流改为经过郓城河
入淮海，宋江湖也就成了一个独立的湖面。

来到当年杀声阵阵、刀光剑影的梁山泊水
域，远远地就能闻到扑鼻的荷香。站在湖畔，只
见杨柳绕岸，荷影满塘；极目远眺，是一眼望不尽
的芦苇荡，风来蒲动，荷摇凫飞，一片天然的生态
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湖中波光粼粼，白云倒映，时有鱼儿露头嬉
戏，吹几个水泡，荡几圈涟漪。荷花深处，荷花探
出头来，如娇羞少女，又如浣纱西子，淡雅而不失
娇艳。置身其中，吟咏“粉尖花色叶中开，荷气衣
香水上来”，“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等文
人墨客的名句，更有一种仙人般的感觉。此情
此景，如诗如画，让人忘却自己，忘却凡尘。

宋江湖深处，有成片的芦苇与小岛把湖面
分隔成大小不等的水域，有的水道悠长狭窄，有
的水面宽阔，还有的曲曲折折，迂回盘旋。岛上
挺拔着杨柳，间或有一朵或几朵野花，或黄、或
白、或粉，点缀其间，给小岛带来生机，也增加了
几分神秘。游人乘舟入荡，想象岛上的情形，聆
听着芦苇荡中小虫的合奏之声，很能感觉这岛
的神秘与幽静。繁茂的芦苇与蒲草中，一只只
蒲棒宛若藏身于苇丛中好汉的兵器，捍卫着这
一方水土。此情此景，让人联想到水浒英雄们
当年穿行在八百里的水泊之上，与天地为伍，与
自然为邻，驶一叶扁舟，竹篙轻点，泛湖水上，或
渔或休，或饮或啜，是何等洒脱、何等惬意。

宋江湖不愧为生态经济区域，湖中的生苇
产莲，喂鱼养虾。近年来，郓城县越来越注重它
的旅游价值，植树修岸，建亭立碑，疏通水道，把
这一自然水域打扮得更加亮丽多彩。

当年水浒好汉出没于烟波浩渺的梁山泊
中，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那是动乱年代惊天动地
的壮举。其后800多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留
下这片静静的湖水，供人们回味英雄的故事。

如今，宋江湖，这个曾供英雄们叱咤风云
的“江湖之地”，已成为和平年代供人们旅

游休闲的“娴静之水”。
魏建国

近期，看到菏泽多家媒介和群体谈论最多一
个话题，就是“明朝铁面尚书李秉”，就其籍贯和故
里、政绩和功过、人格和操行、罢官和辞官等议点，
发表了诸多的观点和看法。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和关注，便广泛进行阅读和查对资料，又经过多处
寻访和考证，提供给大家去探讨。

据《明史·李秉传》《曹州府志》《新修菏泽县志》
载：“李秉，字执中，万乾里人。”万乾里，即菏泽西南
马岭岗镇的万乾集村。据《曹州志》《曹县志》载：“李
秉，字执中，号迂斋，曹县人。”即曹县古营集镇北李
庄村。在《村庄概览》中，记有“李秉为解元集人”。
由此看，对李秉的籍贯说法有多种，似乎矛盾。

在《新修菏泽县志》中有一注示：李秉“曹州旧
志为万乾里人，而府志贯属曹县者，盖其通籍在正
统元年时，犹未割制曹州也。”意思是在李秉早年，
曹县还未升州。复置曹州是明正统十一年，州治
迁至旧址（今菏泽老城），当时李秉 36岁，在京城做
官。还有一点，通常籍贯有祖居或出生地两层意
思，因此说李秉籍贯的几种说法并不矛盾。

查其《李氏族谱》，又据菏泽市档案馆考查证
实。李秉太高祖（李杰），最初居住于万乾集村，后
高祖（李安）迁入，死后都葬于碱集（今解元集）。李
秉之曾祖（李宣），因黄河水患，携家搬至曹县普连
集庞庙，曾祖死后葬于此。之后李秉之父（李整），
又迁居大黄里（今古营集镇北李庄），死后葬于此。

李秉出生于北李庄，幼时生活于北李庄。后
辞官返乡回曹州定居，死后葬于北李庄，应该是守
父茔之故。李秉其六子（李述），最后定居在碱集
（今解元集），有其守祖茔之故。碱集改名为解元
集，也是由于李秉的声誉，为解元和吏部尚书而名，
现解元集的李姓多为李秉六子（李述）的后裔。

在曹县古营镇北李庄东南，还有李秉的墓地，

至今保存完好。墓封土高 1.4米，直径 6米。墓碑
高 1.65米，宽 0.42米，厚 0.25米。碑正面楷书“赠
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之墓”11个大字。墓南有神道，
据村民说，原两旁还列有石马、石羊、石狮各一对，
石碑 3座。现只见石碑，其半载埋于地下，正中碑
头为透雕二龙戏珠。

再者，多部方志均记载，在曹州城（今菏泽老
城）中，东大街上有个“李尚书府”，在街的东端有个
隅首，人称“李隅首”。从中大街到东大街，还连续
有四座牌坊，依次为“解元坊”“进士坊”“都宪坊”

“冢宰坊”，人称“李家牌坊”，又习称“四连坊”。这
四座牌坊是曹州老城中最早的牌坊，都是为明朝
吏部尚书李秉而立。

“四连坊”是李秉的历程丰碑，是其不懈奋发、
步步登高的四重奏。李秉声望之高，登科之荣耀，
对家乡有着深远的影响。李秉为明朝中期名臣，
官至左都御史、吏部尚书。为官清正，执法如山，不
畏权贵，人称“铁面尚书”。

李秉（1408年－1489年），幼时丧父，立志向
学。明宣德十年（1435年），领山东乡荐第一。正
统元年（1436年），登进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初
任时，遇一恶豪诬告良民为盗，后霸占其妻。李秉
查明，依法予以严惩，不料反被诬陷而下狱。后经
省提刑按察副使审理，为之昭雪，自此名声大振。
后召入都察院理刑，继而改任户部郎中。

景泰二年（1451年），李秉协助户部侍郎督理
宣府（今张家口）军饷，大胆揭发了侍郎的侵贪之
罪，侍郎被罢免。朝廷荐升李秉为右佥都御史，代
其督饷。次年兼理宣府巡抚，并提督军务，查理粮
储，清核屯田。先后弹劾了都督等人怠忽边备、贪
酷纵法的罪状。遂后抚恤戍军边民，组织恢复生
产。任事数年，边境无虞，军民乐业，使宣府成为西

北雄关。
天顺初年（1457年），英宗复位，李秉改督江南

粮储。次年，又受命巡抚大同，查出都指挥和总兵
都贪腐，罢其官。却没有料到，二官联手，罗织罪
名，上奏朝廷，疯狂对李秉进行攻击和陷害。英宗
竟以“专擅”罪，将李秉下狱。由于未查出犯罪事
实，被削职为民。三年后，朝廷证实李秉是遭人诬
陷，阁臣又一再推举，方被复职。

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立，李秉进右副都御
史，复巡宣府、大同、辽东。是岁秋，抵大同边备，正
赶到北兵入境，李秉率军接战，取得了凤凰山大捷，
宪宗亲降玺书嘉奖。成化三年（1467年），朝廷又
命李秉以左都御史衔提督军务，率军征讨女真部，
从抚顺关出塞，攻至建州，大获全胜。宪宗劳以羊
酒，赐一品麒麟服，加衔太子少保。

同年，宪宗提名李秉继任吏部尚书。任职后，
李秉痛感仕政腐败，吏治不清，庶职不称，监生杂
冗。于是，从整饬仕路入手，对 3000名监生严格考
核，认真选任，罢黜了庸劣不肖者数百人。这里面
有大臣的乡故，也有权贵的门生，致使怨谤纷起。
李秉遭到一些人的上疏弹劾，被罗织了 12条罪状，
说他专擅不法，揽权结党。

宪宗召集廷议，薄责李秉，削去太子少保之
衔，以吏部尚书致仕。天下举子正在京师会试，听

到李秉被奸人所陷，都愤愤不平，集结一起，欲公车
上书，被李秉劝阻。他深知朝中有一股倒李的暗
流，其凶险莫测。便具疏引咎，略不自辩，听候发
落。李秉离京，官属饯送，十里不绝，皆欷歔有泣，
李秉慷慨拜揖诸人，乘柴车出都门而去。

李秉为官 30余年，诚心守道，秉忠为国，居官
介然，天下众望。虽辞官归家，但每天出入里巷，与
故旧谈笑游乐，为人所敬仰。家居 20年，朝野累荐
十余次，未被起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
即位，诏进光禄大夫。弘治二年（1489年〉，李秉逝
世，享年 82岁。朝廷追赠太子少保，遣官按例赐祭
葬，谥号“襄敏”。 邓文献

民间传说，某个朝代，有一皇姑流落
今日单县李新庄镇一带，于通衢高阔之处
开办客栈。

某年，黄河泛滥，万物沉没，唯有客栈
幸存，百姓认为此处为福寿之地，敬而仰
之，称誉“高乡店”，遂声名远播，众人聚集，
渐成村落。

史料记载，至秦朝时，高乡店已成为相
当规模的重镇，汉代设置为高乡郡，为全国
三十六郡之一。唐武德元年，设置高乡县，
4年后县址南迁至今单县南旧关一带。

据说，望族母氏、高氏自东汉末年至今
一直居住高乡店一带，其后裔游走四方，说
起故土，皆言：“无论何州县，唯知高乡店。”

1967年开挖红卫河（今东鱼河）所出土
遗迹佐证，高乡店旧址中心位于今天的高乡
店村西北角，民众惯称此处为“庄户顶”，曾

经挖出宋代初年著名战将高怀德、高怀亮兄
弟之墓冢群，大量的石碑、石桌等被民众垒
成了猪羊圈栏，后又被砸碎用于打机井。

当年的目睹者说，高氏墓室考究，南北
走向，长 5米、宽 3米，石板罩顶，设有石门，
两侧各有耳房，内置锅、铲、瓢、盆等炊具，
还可见少儿骨骸及环锁脖子的铁箍，出土
的元宝、玉器均下落不明。

1965年春，人们挖出一口圆形棺椁，
弧形青砖垒砌，呈雨伞大小，其中一口陶土
烧制的小棺柩，与现在的骨灰盒大致相仿，
双曲拱形顶盖，装有骨灰，上扣一撇口大
碗，碗的内壁底刻有 6个豁口。当时经县
文化馆工作者王凤阁鉴定为北宋时期的墓
葬，至于陶棺所葬骨灰，是否为非正常死亡
埋葬，抑或为一种殡葬形式，无从考证。

高乡店村西北角有一座香严寺，占地

约 5000平方米，其中高台约 2100平方米。
高台坐落正殿、东西厢房，正殿高 11米，大
厦云檐，五脊六兽，蔚为壮观。正殿大梁上
有二梁，通体绘有莲花、祥云图；释迦牟尼塑
像端坐正中，正堂中壁绘有“黑龙戏水”，两
侧绘有“十八罗汉”；东壁绘有瘦虎、瘦叟、瘦
柳“三瘦图”，西壁绘有《登鹳雀楼》风物图及
全诗字样；东西厢房绘有彩画，门柱刻有楹
联：保四时风调雨顺，佑八方国泰民安。

香严寺院门前右首有龟驼碑，碑文显
示为魏元帝旨意而立。碑的背面刻有寺院

建造者的姓名，多为蒙古族人。碑前为南唐
公主开挖的砖壁水井，后称“皇姑井”，现已
加盖保存。抗战期间，香严寺设为小学，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殿堂释迦牟尼塑像
被拉倒。1958年，寺内梵钟被粉碎炼铁。“文
革”期间，香严寺大殿被拆除，龟驮碑被砸碎，
后来出土的刻有石猴和“大中祥符五年九月”
字样的石门被文物贩子低价收走……

迄今，高乡店一带的人们对历史风物、
民间传说依然津津乐道，以自己的家乡而
倍感骄傲。 文/图 刘厚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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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州县无论何州县 唯知高乡店唯知高乡店

高乡店旧址高乡店旧址““庄户顶庄户顶””遗址遗址现已加盖保护的现已加盖保护的““皇姑井皇姑井””

浅 论浅 论““ 明 朝 铁 面 尚 书 李 秉明 朝 铁 面 尚 书 李 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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