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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古称曹州，是中华武术的发源地之
一，素以“武术之乡”而闻名于世。曹州人向
来崇文尚武，武术门类繁多，奇功异效，风格
各异。其中的典故和人物，也比比皆是，数不
胜数。

菏泽尚武名人辈出，近代当数一代宗师杨
士文。杨士文（1899年－1952年），号子彬，今
鲁西新区丹阳街道办事处耿庄社区人，是梅花
拳十五世著名武师，被誉为清末民初时期曹州
武术界的一面旗帜。

近日，我驱车前往耿庄村，欲寻觅杨士文
的人文轶事。沿城区振兴街来到“耿庄社区”文
化广场，看到几位正在演练梅花拳路的人，走向
前去寻问。一位名叫杨建立的物业管理人员
说，他是杨士文的堂孙。他告诉我，杨士文的儿
子杨铁成已于几年前去世了。早年，他听叔叔
杨铁成说过杨士文的传奇经历。

杨士文年幼时家境贫寒，没有进过学校。
自幼喜欢练武，苦练基本功。七八岁时，就拜
本地武师、号称“黄河大侠”的李福田为师，习
练梅花拳。十四五岁时已拳脚精练，刀枪纯
熟。十七八岁时，他力气过人，以“铁板桥”“叠
罗汉”功夫见长，躺在地上，手脚并用，能支撑
起 2000多斤石磙。还能抱起 200斤巨石，绕庭
院数周。杨建立带我来到社区内，看到了杨士
文年轻时练功用的方形巨石，我搬了搬，未能
挪动。

杨建立又带我去了“耿庄武术文化传承中
心”，见墙上挂满了图文和照片。据《菏泽市
志》载，1919年，杨士文去济南“国术传习所”，
拜马良为师。马良见杨士文身材高大，武功扎
实，特别疼爱，向他传授了摔跤、散打、气功、硬
功等武技，使其功夫大增，集数技于一身。后
来，杨士文随马良组队赴上海公演，以达在上
海立足、开办“精武馆”为目的。当时的上海，

政府腐败，洋人横行，民不聊生。广大民众看
了杨士文等人的表演，倍受鼓舞，说是“真正长
了中国人的士气！”

一天，杨士文又去“上海大世界”表演。一
日本武士长得膘肥体壮，气势汹汹地闯入，无
理上台要与中国人比武，还大吼“东亚病夫”，
肆意挑衅。杨士文见状，义愤填膺，怒不可
遏。征得师傅同意，一个旱地拔葱登上台，拱
手示意，愿与其比试。

日本武士见杨士文身材魁梧，欲先发制
人，两个直拳接连打来，凶猛异常。杨士文则
镇静自若，左格右挡，上架下压，一一化解。几
个回合后，杨士文看出对方破绽，施展功夫，眼
疾手快，一个“穿裆靠”，连托带架，将日本武士
举在空中。

这时，台下的观众大声呼喊：“摔死他！摔
死他！”只见杨士文两手一交力，将日本武士摔
下，当场毙命。此举激怒了日本领事馆，向中
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杨士文。在著
名武术家王子平的掩护下，杨士文被秘密转移
去了青岛。

在青岛期间，一次武林大会，杨士文应邀
进行气功表演。他双手将一辆开动的小汽车
后厢掂起，使得小汽车不能行驶，顿时博得众
人喝彩，赢得“千斤神力王”的美誉。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全国武术
国考擂台赛，各地武者众多，强手如林。菏泽
师范校长李俭斋给杨士文写信，邀他返回故
里，代表家乡参加比赛。经推举和选拔，最后
确定杨士文等 5人代表菏泽参加此次擂台
赛。杨士文在比赛中，始终保持精神饱满，动
作利落，力挫群雄，赢得了国术最高荣誉甲等
奖。

南京比武后，杨士文返回家乡，国民政府
菏泽县长朱经古设宴款待。为助推菏泽武术

事业的发展，让杨士文创办“曹州国术馆”，出
任馆长，兼总教习。自此，“曹州国术馆”为家
乡培养出众多的名手、拳师。在全国的武术比
赛中，有多人多次获得多个奖项，这其中饱含
了杨士文的大量心血。

1930年，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
菏泽，特招杨士文到军门“御前花厅”，观看了
曹州国术馆的表演，赏赐现洋 500元。1931
年，菏泽遭涝灾，杨士文带领国术馆队员，到济
宁、临沂、江苏、安徽等地进行募捐义演，将所
有收入用以赈灾，赢得社会好评。

1935年，为推进菏泽的武术事业发展，杨
士文将国术馆长推让给菏泽县长，以利国考和
选拔高手。自己改任副馆长，主持具体馆务。

1938年，日本占领菏泽城，曹州国术馆被
迫停办。杨士文率馆员同南华中学师生一起
南撤，后来到了衡阳，经故旧介绍，在国民党马
子治的部队任副团职武术教官。

1940年，杨士文返回家乡，隐居曹州城，专
心授徒。其中，贾龙生就是他的高足。他见贾
龙生颇具武功潜质，便亲手调教，将自己的绝技
尽数传授于他，使其成为梅花拳十六世名家。
1952年，杨士文因病卒于家中，享年52岁。

1985年，弟子贾龙生为弘扬杨士文尚武

的文化传统，在菏泽创办了“曹州武校”，并把
“杨公士文纪念碑”立在武校的大门口。2017
年，耿庄社区为发扬光大杨士文的尚武精神，
将杨士文曾经使用过的大刀，捐给了丹阳街道
民俗博物馆。 邓文献

轧 场
儿歌曰：大石磙，吱吜吜，拉磙

用的老实牛。轧下麦子百十篓，剩
下麦糠车拉走。麦糠豆料细拌扭，
放到了槽里喂实牛。实牛实牛你吃
饱，明天轧场得起早。

以前，没有农业机械，麦子割了，
从地里拉到场里。解开草绳，将麦稞
摊开，趁阳光正毒的时候，翻晒。晒
干了，便套上牲口，开始轧场。

轧场用的石磙重四五百斤，两
头牛拉为一套，也可一头牛拉，一个
把式可同时掌管两套牲口。牛跟
驴、马比起来，虽然干活慢些，可温
顺得多，好驾驭。

多年前的乡下，麦收时，将牛喂
饱了牵出来，套上已经磨得很光滑的
牛套。一个个年轻的、年老的把式，手
里拿着鞭子，背后背着个粪箕子，将牛
缰绳牵了，就开始围着场转着圈儿轧
起来。

刚学活的小牛拉石磙，全凭把
式招呼，就要费点力气。自由惯了
的牛犊子刚上套，不老实，不听招

呼，要训，用口令、用鞭子翻来覆去
地说。必要时，要用鞭子抽打。这
牛学活跟人一样，要慢慢来，急不
得。遍数多了，水到渠成，慢慢地就
将要领记在心里了。

牛拉石磙的同时，人也不能歇
着。要将轧不着的麦子用扫帚往里
扫扫，这叫收边。还要翻场，因为麦
子摊得厚，怕轧不透，要将下面的翻
上来，上面的翻下去。趁着翻场，老
牛就在一边树荫凉下歇会儿。

轧场，可是个力气活儿，又脏
又累。头上是如火的骄阳，耳边是
聒噪的蝉鸣，嗓子眼儿常觉火一般
焦渴。很多时候，连一丝风都没
有，身上汗流不止。轧场时，常常
见一个个晒得黝黑的脊梁，蹲在场
边牛饮。

一场麦子摊开约二三百个平
方，上午半晌时开轧，下午半晌停
止，三五个劳动力一天没有空闲的
时候。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自清末以来，定陶的黄
店一直是一个较大的集
镇。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
远在百余年前，就是一个四
方来客、商贾云集的地方。
有一个叫张惠的山西人，当
时就在黄店集开了一家张
家典当店。

当店的老掌柜张惠，原
籍是山西绛县，年轻时随其
父来定陶经商。在游遍了
定陶的所有集镇后，经再三
思忖，选中了黄店集，乃于
清道光辛卯年（公元 1831
年）确定在黄店建一典当
店。他首先花巨资在黄店
集大街正中路北买下两亩
半地皮，后又在距黄店西一
里许，马庄村北买地 5亩做
建窑基地，用以烧制上好的
青砖。据说，张惠为了避免
烧成的砖被磨去棱角，影响
美观，全部由人工转送到工
地，夯实地基时谁能打一下
夯就赏给谁一个鸡蛋。因
此，才确保了他盖好的房子
既美观而又坚固。

在建房所需的物料全
部备齐后，他又专门从外地
雇请了技术好的建筑师和
工人，领班的是马岭祥与刘
桂五。历时一年多，建成了
楼房 40余间。紧靠大街的
是五间楼房，一楼是营业
室，二楼是办公室和理财室
（理财即兑换）。整座大楼
共分三进院，第一进院有正
厅三间，东西楼房各五间，

当中有圈门（圆门）一座；第二进院有过厅五间，东西
厢房各三间；第三进院有堂楼五间，东西排楼各四
间，整个当店形成了气势雄伟的建筑群。

当店开张后，经营范围广、数量大。据说典当店
内有价值上万的珍珠、玉器和古玩，还有价值几百两
白银的古字画，这也许是店主为炫耀其资本雄厚的
意图。但价值几两、几十两的衣物和家具等一般的
粗糙之物，却是真实的。当店所当之物是按物议价
利率不等，有一分、一分五、二分、二分五、三分等几
个档次。所当财务的当期一般为一年。个别特殊当
物的当期也不超过 3年，若期限已过或当票丢失，则
作为“死当”，所当之物原主不得再赎回，而由当店自
由处置。

据当地年长者回忆，相传张惠当时在黄店经营
当店的资本约计白银 3万余两。开业后只用了三
年，即将建房置地所需全部赚回。又十数年后，张惠
因故回山西原籍，带走大部分银两，将房产及余资交
由本族兄弟张逊经营。然而，张逊却不善理财，致使
生意日趋惨淡，至光绪年间，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
步，终至光绪二十九年倒闭，就将房屋卖给了西台集
村的何家。后来，所留下的房子渐次被拆除。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黄店供销社暂用的一座
大厅，就是唯一存在的原典当店建筑旧址。

王义尚 张礼端

项羽完全听从叔叔项梁的意见。于是，项梁
告诫项羽在门外等候，项梁重新进门对殷通说：

“请你让项羽进来，让他受命找桓楚。”从这里看
出，殷通作为太守，为了自己的安全，保卫他的卫
兵也是很多的，没有他的命令，项羽也不能随便进
门。就这样，殷通答应了项梁的请求，项梁就召唤
项羽入门。须臾，项梁向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
以行动了。”项羽迅速拔剑斩首了殷通。项梁拿着
太守的头颅，佩戴了太守的印绶。殷通的手下大
惊，乱作一团，敢于反抗的，被项羽杀死近百人，其
他的人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项梁召集原来相熟
的豪强和官吏，向他们说明这样做是为了起义的
大事。于是，发动吴中的兵力，让人收拢下面各县
的兵力，得精兵八千。项梁又让原来熟悉的吴中
豪杰当了军队的各级军官。项梁成了会稽太守，
并任命项羽为将军，迅速占领了会稽下属各县。

在《史记》中，司马迁没有对项梁的起义行为
作出评价。可能他也觉得项梁杀殷通这件事有
些心狠手辣。毕竟，殷通是要让他当将军的。但
是，项梁是干大事的人，从他急于复仇的心态来
看，他必须要亲自掌握一支武装力量才能完成这
个心愿。给殷通当将军，是受制于人，可能他也
了解殷通并不是雄才大略的人。而且，项梁是熟
读兵法的，信奉“慈不掌兵”。相比之下，项羽比
项梁在这方面就心软了许多。例如在项梁死后
的“鸿门宴”上，项羽放走刘邦，出卖曹无伤，对通
风报信、护卫刘邦的项伯没有作出任何惩罚，之
后气走谋士范增；最后，轻信刘邦鸿沟为界的谎
言，导致兵败身死。从项梁的所作所为来看，他
也不愧将军世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杀伐决断

的能力，这是项羽所不能比拟的。
项梁在秦末风云中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

星。他起兵后，广陵人召平为陈胜去占领广陵，没
有攻下，听说陈胜被秦兵打败，秦兵快到了广陵，
为了解围，他渡江找到项梁，假传陈胜的命令，封
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并说：“江东已经平定，赶快领
兵向西攻击秦兵。”项梁就带着八千人渡江向西
去，路上听说陈婴已经攻下东阳，就准备联合他一
块西去击秦。陈婴这个人原来是东阳的狱史，为
人忠厚，东阳的数千名青年起义后，让他当了头
领，兵力很快达到两万人。但他自知能力有限，当
项梁的使者来到后，他对下属的军吏说：“项氏世
世当将军，在楚国很有名，如今要干大事，必须让
他当将领。我们依靠名门望族，一定能灭亡秦
朝。”于是，大家听从了，把兵力都归属了项梁。项
梁领兵渡过淮水，在这里的黥布、蒲将军也领兵归
属，兵力达到六七万人，驻军下邳。

项梁真正的首战是与秦嘉的战斗。秦嘉也
是反秦起义军首领，但没有什么背景，兵力也不
多。当时许多起义军互不隶属，陈胜为了统一军
令，就派了武平君畔去当首领，统一指挥小股的
起义军。但秦嘉却想自己干大的，自称大司马，
不听从陈胜的号令，并且假托陈胜的命令，把武
平君畔杀了。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年）正月，
陈胜兵败身死，这下秦嘉更是膨胀了，他把原楚
国贵族景驹立为楚王，自任楚国上将军，驻军彭
城东，抵抗项梁北上。秦嘉原以为立了楚王，就
可以号令楚人了，但是他这样做没有得到大家的
承认，而且，擅立楚王，就把项梁放在了一个尴尬
的境地。对此，项梁是不认可的。这年八月，项

梁准备消灭秦嘉，对部下说：“陈王先起兵反秦，
战事不顺利，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如今，秦嘉背
叛陈王而立景驹，是大逆不道。”于是，出兵进攻
秦嘉。秦嘉兵败，项梁兵追到胡陵（今江苏省沛
县龙固镇一带），秦嘉又与项梁军战斗了一天，被
杀，部队全部投降项梁。景驹走死梁地（今成武
县南鲁集镇范张庄一带）。这一仗是项梁起兵后
的首战，虽然对手不是正规军，但拿秦嘉练手，却
也彰显了项梁的军事能力。

之后，项梁在胡陵驻军，准备西去。这个时
候，秦军大将章邯的军队已经来到胡陵附近。项
梁派别将朱鸡石、余樊君出战。朱鸡石是秦嘉军
刚刚投降过来的将领，余樊君是项梁的老部下，派
他们迎战章邯，项梁是有考虑的。朱鸡石也是反
秦的义军首领，有自己的部队；余樊君是自己信任
的老部下，派他们两人，一则可以试试朱鸡石的忠
诚，也可以借刀杀人，减弱朱鸡石的影响。二则派
余樊君去配合，可以监督朱鸡石。可能项梁也有
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却没想到开战后余樊君战
死，朱鸡石大败，并逃回胡陵。项梁了解情况后，

感觉秦军势大，不能硬碰，就带兵撤到薛城（今山
东省滕州市东南），并追究责任，诛杀了朱鸡石。
从这里看出，项梁的治军手段是非常强硬的，从不
拖泥带水，这是他的侄子项羽不能比的。

在薛城，时间已到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得
知陈胜确实死了，就召集在外的项羽等将军来计
议下步的计划。这时候，刘邦已经在沛地起兵，
也领着百余人骑马来参加。项梁看到刘邦的兵
少，便大手一挥，拨出了五千人归刘邦指挥，并且
给他配备了五大夫级别的将军十人。从这里看，
项梁的实力与气魄是很大的。如果不是项梁早
早去世，后来的楚汉战争谁胜谁负还是真个未知
数，甚至刘邦还不一定有底气与项梁一争天下。

张长国 朱 琳

“问我祖先来自何处？山西洪洞
大槐树。”这是在郓城县流传已久的
民间谚语。

据调查，郓城全县现有 1368个
自然村，由于战乱、迁徙、合并等原
因，明代以前的老村庄只有 74个，如
春秋时期的老陈庄、仪滨庄，战国时
期的梳洗楼，汉代的子房墓等。

明代郓城县有 966个村庄，这是
郓城县历代建村最多的朝代。除本
县人建立 184 个村庄和来历不明者
建的 214个村庄外，共有 568个村庄
全是从县外、省外迁建的。其中，从
山西省迁来的有 333个村庄。迁民
年代以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最多，共
535个村庄，其中洪武年间 383个村
庄，永乐年间 152个村庄。

明代新迁村庄，主要有两部分，
一是从山西省洪洞县移民迁来的，共
293 个村庄；二是官府建立的军屯，
约 50个村庄。

宋、元之际，中原各地长期遭受
兵祸，狼烟迭起，战火频繁。据《郓城
县志》记载，这一时期，郓城县一带遭
受了长达 20余年兵灾之乱，导致百
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赤地千里，不
见人烟。另外，郓城地属黄泛区，黄
河决口频繁，百姓死亡难计其数，地
广人稀现象愈加严重。

针对当时地多人少现象，明太祖
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屯田主要有民
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就是把农民从
人多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多的地
方。当时，唯有山西一省没有战祸影
响。因此，明洪武年间至明永乐年
间，明政府几次迁移山西省农民往郓城等地，置屯耕种。

明朝当局曾在洪洞县城附近的广济寺设局驻员，发
给凭照川资，从事迁民业务。被迁民众出发前，都汇集
于广济寺中的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
对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鹳窝印象深刻，作为告别家乡的纪
念。所以，就有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历史渊源。

凡移民屯种，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三
年过后亩纳税一斗。据不完全统计，明代迁居郓城的新
村 966个，民屯占近 900个。民屯政策不仅增强了农业
生产力，而且稳定了社会秩序。

军屯是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据《郓城县志》记载，
自明朝洪武初年，丞相徐达奏设济宁、临清等卫。郓城
县属济宁卫的村庄有：唐云登屯（现唐官屯，属郭屯镇）、
扈岩屯（现扈官屯，属南赵楼镇）、吕月屯（现吕月屯，属随
官屯镇）、王文光屯（现大屯，属郭屯镇）、张尔略屯（现张
武屯，丁里长街道）、张光裕屯（现张官屯，属张营街道）、
修奉义屯（现元庙集，属随官屯镇）、丁国都屯（现丁官屯，
属郭屯镇）、随遇隆屯（现随官屯，属随官屯镇）、陈有功屯
（现于官屯，属随官屯镇）、膊腾蛟屯（现付官屯，属郭屯
镇）、李隆屯（现徐屯，属唐塔街道）、彭荫绪屯（现车楼，属
郭屯镇）。属临清卫的有：高彦屯（现归嘉祥县）、刘官屯
（现刘官屯，属张营街道）、张问屯（现王官屯，属随官屯
镇）。这 16 屯，目前有 15屯在郓城县境内。

现在，郓城县以“屯”命名的村庄共 50个，除以明初
迁郓定居的 15军屯外，其余军屯多是 1403年后，明朝永
乐年间迁来郓城的。

军士屯田以份计，每个军士受田一份（50 亩），有的
地方按亩授田，每一屯军户只许二份。军屯的耕牛、种
子、农具由政府供给。屯军按份纳税，由于亩大赋轻（一
亩二分算民田一亩），大大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

明代移民及土地开垦（包括民屯、军屯），意义是重
大的。明初，郓城垦荒每年多者几十顷（明朝一顷大约
100亩），少者几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土地
数为 997顷 55亩，同年，全县税粮 5324石（明朝一石大约
75公斤）3斗 5升，丝棉 54两 8钱，棉绒 482斤 14 两。到
永乐 10年，全县土地数为 1054 顷零 3亩，年收税粮 5668
石零 8升，丝棉 57斤 10两，棉绒 551 斤 12 两。土地开垦
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带来了劳动力的增加。洪
武二十四年的人口为 12429人，永乐十年（1412年）为
12529人，成化 18年（1482年）为 21504人。比元朝极盛
时期人口还多，土地开垦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
财政收入，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同时还使阶级矛盾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魏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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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新建的““耿庄社区耿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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