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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
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被
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其思想涵盖
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而广泛。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上，咏庄诗词体量巨
大。翻阅诗词选集，查阅网上文献，真切地感
到，无论古今诗家，咏庄诗词皆是发自作者心
底的吟唱，是诗人用“心”悟《庄》的结果，反映
出的是庄子无边无际的影响，其艺术魅力、思
想特色袒露无遗，一个高远绝尘的智者形象也
跃然纸上，加上诗家赞庄、悟庄、解庄，警句频
出，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

咏庄诗词对庄子的褒扬

揽书名篇名入诗。《庄子》又称《南华经》，
《汉书·艺文志》著录为 52篇，今存的 33篇，由
西晋玄学家郭象整理。《诗人眼中的庄子——
中国历代咏庄诗词选》收录的诗词中，诗人把
《庄子》篇名纳入诗中，以之表达自己的思想观
点，阐释篇目意涵，展现读庄感受，评介庄子作
为。宋代文天祥的“齐物《逍遥游》，大抵蒙庄
意”、元末刘崧的“手把《南华经》，闲来看《秋
水》”、明代谢元汴的“逍遥《齐物论》，读之心魂
彻”、清代成鹫的“何时过我东林下，共爇松灯
读《让王》”，就把《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

《庄子》的篇名揽入其诗。
引里籍故里入诗。庄子的里籍在哪儿？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
也。”因为“蒙人”这个“蒙”，庄子就有了“蒙叟”

“蒙庄”“蒙吏”之称等，他的家乡也被称作“蒙
邑”，这在咏庄诗词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如：东
晋支遁“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南北朝庾
信“蒙吏观秋水，莱妻纺落毛”，宋代刘克庄“蒙
叟达观鹏鴳，子云自视蛇龙”，明代邢云路“蒙
庄一语疑千载，欲学游仙恐浪思”，近现代庞
俊“放翁老卜龟堂隐，蒙叟闲看蜗角忙”等等，
皆属这一类。

执寓言故事入诗。借寓言故事阐述自己
的思想，表达其对自然界的理解和对道的诠
释，是《庄子》一书的写作特色，司马迁称其“著
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故，爱庄、咏庄、
释庄、论庄者成文吟诗都离不开庄子眼中的寓
言故事。《庄子》的开篇是《逍遥游》，它塑造的
鲲鹏形象，历来被人推崇备至，“鹏程万里”“鲲
鹏之志”“鲲鹏展翅”等成语即源于此，这在咏
庄诗词中也常被提及。

咏庄诗词对《庄子》的阐释

关于“养生”。《庄子》对生命是珍爱的，在
《养生主》《达生》《至乐》篇里，创用了“养生”“卫

生”“尊生”“长生”“全生”等概念，在《骈拇》中直
言反对“伤性”“残生”。他的养生观，重在精神
层面，即卸除世俗，心情愉悦，活得自在，主张以

“心斋”“坐忘”的方式实现修身养性。咏庄诗词
中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些思想观念。如：南北朝
庾信“心斋悯昏垫，乐彻怜胥怨”，顾欢“达生任
去留，善死均日夜”；宋代方岳“正尔梅蒸苦翳
霾，翛然清庙得心斋”，李洪“能安寂寞兴何长，
自觉无机称坐忘”，陆游“赖有铭心语，南华论坐
忘”，陈深“应解庄周学，全生不近刑”；元明间陈
谟“林下散樗难大用，道旁苦李得全生”，明欧大
任“玩世山中榻，尊生意独偏”等等。

关于“无为”。《庄子·至乐》：“天无为以之
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
生。”“无为”是庄子政治观的核心，这一思想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政治、自然、
人生方面影响深远，极富现实针对性和普世
价值。这在咏庄诗词中都有反映。南北朝江
淹“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李谧“周孔重
儒教，庄老贵无为”；金元时期李道纯“损之又
损无惩窒，绝学无为入圣基”，薛季宣“无为四
时行，天游有真乐”；明代陆西星“君子蒞政，
莫若无为”，胡布“我有无为治，清已式天下”；
清代姚燮“要约五千归抱一，分明帝治尚无
为”，近现代胡朴安“南面治无为，重华名垂
后”等皆属此。

关于“游世”。庄子的主张既非真正的“入
世”，亦非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游世”。他是游世思想的鼻祖。他处理进与退
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我国历代知识分子的
榜样。“齐生死，一物我”是他游世思想的理论基
础。许多咏庄诗词中涉及到这一问题。如：宋
代杨时“游世在虚己，浩荡与时俱”，吕本中“人
生浪游世，世网未易触”；元代侯克中“醉梦齐生
死，闲身任去留”；明代李学一“火传见真性，游

世见天行”，胡一桂“游世若是，体道其昭”，彭孙
贻“早卜行藏宜遁卦，难齐生死问南华”，清初陈
恭尹“虚能游世事如何，齐物庄生古未多”，朱昆
田“大笑蒙庄子，物我安能齐”等等，都对庄子的
游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阐释。

咏庄诗词对《庄子》价值的描述

祛病疗疾。南怀瑾先生曾说“道家文化很
像药店”，又有人称《庄子》是“失意者的《圣
经》”“中国文人的精神后花园”，庄子被人称为
心灵的导师。事实上，庄子“逍遥游世”“随遇
而安”的思想，确实是一剂治愈心灵疢疾的药
方、一剂疗疾祛病的养生“善药”。

清醒处事。庄子的处事观对后世有很大
影响，他冷眼看功名利禄，保持本真之性，提出
警惕名累、物累、情累，斩断名缰利锁诱惑的忠
告，极有警醒意义。诗人眼中这些方面的思考
同样不少。明初胡布“烈士有名累，不耻贫贱
时”，王称“惟应屏物累，可与悟玄机”；清代张
象津“爰有达生人，空洞无物累”，郭之奇“拟将
情累向时除，尽遣聪明绝羡馀”；近现代王蘧常

“只愁凿齿还名累，得似王骀悟道尊”，都有涉
及。

老庄换位。庄子与老子并称“老庄”，在道
家思想发展到巅峰的魏晋时期，称“庄老”者盛
行，而后二者并行不悖，这一现象在咏庄诗词
中也有体现。如三国时期嵇康“猗与庄老，栖
迟永年”，唐代张祜有“昨日偶拈庄老读，万寻
山上一毫釐”，宋代范仲淹有“熙如揖庄老，语
人逍遥道”，梅尧臣有“始慕老庄术，终厌道德
贫”，明代苗蕃有“亳蒙灵异江淮聚，庄老仙风
威武家”，清代王士祯有“晋贤名理宗庄老，,祖
印西来得未曾”等等，说明庄子虽然继承了老
子，但庄子的历史地位并不逊于老子。

萧若然

抬 新 娘
儿歌曰：新媳妇，分量重，大嫂二嫂抬不动；新媳妇，脸红红，香

粉胭脂抹一层；新媳妇，辫子长，甩甩搭搭腚垂旁；新媳妇，模样好，
羞羞答答吃半饱；新媳妇，腿怪粗，腰下挂着俩肥猪；新媳妇，模样
丑，捂着盖头不撒手。丑媳妇，俊媳妇，能过日子就是好媳妇。

结婚，娶媳妇，图个喜庆，有很多讲究，尤其在乡村。娶媳
妇，不光是一家人的事，全村人都当喜事、大事办，家家户户能
帮忙的都尽量帮忙。迎亲的、写贴的、待客的，村里有专门的红
白喜事会，村干部亲自坐镇指挥。

以前，新娘子坐的是牛车，后来变成冒烟的拖拉机，现在变
成了小轿车。不管用啥当喜车，新娘子下车后脚不沾地的习俗
从未改变。一般是找把椅子，椅子上铺块红布，找两三个本族
气力大的嫂子、婶子负责抬。眼看着喜车就要到了，抬媳妇的
人选就固定了，椅子已提前备好。新娘子顶着红盖头，穿着红
艳艳的结婚礼服，坐在椅子上，由力气大的嫂子或婶子抬到院
子里拜堂。有时，因两边用力不均，新娘子猛地往一边一歪，吓
得新媳妇嗷的一声，赶紧抓住椅子把儿。

也有的地方，不兴抬新媳妇，而是由新郎官从车上把新媳
妇抱下来，一路抱到院子里拜堂。条件好的、讲究些的人家，还
在地上铺一层大红地毯，从大门口直铺到院子里，甚至大街
上。再请上一个响器班，吹吹打打，热闹一番。

结婚仪式上，抬媳妇、拜天地、新媳妇改口喊爹娘、撒喜
糖……每一步，每一环，都有不少故事，都让人充满期待。

看见娶亲的喜庆场面，容易引起我对根脉的怀想。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在浩瀚历史文化长河
中，湖西流动剧社无疑是一
朵绚丽的浪花，被一个时代
深刻记忆。

1938年初，薛怀玉、王东
海在当时所属湖西区的丰县
城南马路口一带的古庙内组
建曹州梆子科班，收徒 30余
名，民众又称“薛家班”，闻名乡
里。

次年冬的一天，应湖西
抗日根据地单县终兴集开明
人士刘洪奎的邀请，曹州梆
子科班携带服装道具，当夜
赶到单县，受到抗日民主政
府的接待。从此，在单县一
带曹州梆子科班为当地军民
作流动演出，得到湖西地委
及军分区的重视。

1941年春，中共湖西地
区委员会传达上级指示，将
曹州梆子科班直接划归湖西
行署领导，更名湖西流动剧
社：社长薛怀玉，指导员刘大
篙，总队长王东海；下设三个
分队，待遇与部队相同，发放
军装，配备枪支，跟随领导机
关活动。群众称赞他们既是

宣传队又是战斗队。
湖西流动剧社经常在苏北的沛县、铜山、丰

县，鲁西南的嘉祥、济宁、鱼台、金乡、单县、成武、
定陶、巨野等抗日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活动，宣传
我党抗日救国主张，配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1943年，日本侵略军实施大扫荡，根据地情
况恶化。湖西军分区责成沈惠民到鱼台县五台
村与爱国绅士樊照坤协商，将剧社拉到了敌后，
以演戏为掩护，保存这支宣传队伍。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驻冠县时，湖西流动剧
社越过敌人 9道封锁沟和 3条交通要道，渡过黄
河，为边区党政军干部会议演出了《血泪仇》《斩
颜良》等剧目。杨勇司令员接见了剧社全体演职
员，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随后，剧社在黄河北一连演了一个多月。演
出间隙，演职员刷标语，搞宣传，帮助群众搞生
产，深受部队官兵和群众的欢迎。

湖西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非常重视剧社的工
作，司令员郭影秋亲自主持编排了《颂水桥》《十
二道金牌》等剧目。剧社经常上演的剧目有《韩
信拜帅》《单刀会》《黄鹤楼》等。此外他们还配合
党政军鼓舞抗战士气，编排了《不当汉奸兵》《不
做亡国奴》《消灭日本鬼》《觉悟反省》等抗战宣传
剧目，配合动员群众参军宣传的《送夫参军》《参
军光荣》《送子参军》等剧目，配合反霸斗争的《血
泪仇》等剧目。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湖西流动剧社一部
分演职员参加了部队、地方武装和政府工作，另
外 20余名演职员由薛怀玉带领随军撤到阳谷县
的土山寺一带，继续演出并辅导群众学习文化，
逐渐衰落。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湖西地委委派刘
宝玺负责湖西流动剧社的恢复工作，召集原剧社
失散的演职员，又招收了单县戏班和业余班社的
部分演员，重组湖西流动剧社。

此时，薛怀玉从黄河北带领演员和部分服装
道具回到单县，湖西地委、专署将鱼台县杨传坤、
董玉华、张朝云等主演调来，于 1950年成立湖西
人民剧社，演职员达到 80余名。

1951年秋，湖西地委吸收从河南商丘来的“十
二云”，成立了湖西大众剧社。1953年，湖西专区
撤销，湖西人民剧社、湖西大众剧社同时划归济宁

专区人民剧社，湖西流动剧社由此隐入历
史尘烟，早已不为世人所知。 刘厚珉

熊心和宋义交谈后，发现宋义是个人才，非
常高兴，就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次将，范
增为末将，其他的将领都归属宋义指挥。一时
间，宋义的风头无两，时人号为“卿子冠军”，并统
兵去解救被章邯所围攻的赵歇。本来，宋义是项
梁的下属，地位并不比项羽高，现在熊心提拔宋
义作为项羽的领导者，又掌握军权，被架空的项
羽心中是不服气的。但他还是压住火气，配合宋
义出发了。

军队来到安阳（今曹县古营集镇安仁集村），
宋义忽然命令军队宿营，一直在这里停留了 46
天。心中焦急的项羽对宋义说：“我听说秦军现
在正围攻赵王于巨鹿，应立即带兵渡过黄河，我
们攻击外围，和赵歇里应外合，一定会打败秦军。”
宋义说：“不是这样。用力拍打可以打死牛身上
的牛虻，但不会打死牛毛中的跳蚤。如今秦军攻
击赵歇，如果战胜了，秦军会很疲惫，我军可以乘
着秦军疲惫攻击他；如果秦军败了，我们就带兵
大张旗鼓地向西攻击，一定会攻克秦军。所以，
不如先让秦、赵两军先互相战斗。”本来，宋义的意
思是让秦、赵两军相斗，最后得渔翁之利。说了
也就说了，但宋义却又讽刺了项羽，接着又说：“穿
上铠甲、拿着兵器冲锋陷阵，我不如你；但是坐在
这里筹划计谋，你不如我。”讽刺也就讽刺了，但宋
义又堵死了项羽的后路。宋义在项羽进谏后又
下令军中：“勇猛如老虎、狠劲像羊、贪如狼、强硬
不听从指挥的人一律处斩！”这明显就是针对项
羽的，宋义一点不讲情面，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飘飘然了。他忘记了，项羽
是有前科的，他曾经杀了无冤无仇的太守殷通，
难道不会重操旧业吗？而且，宋义现在所统领的
军队都是项氏叔侄一手创建的，这让项羽如何在

士兵中立足？矛盾就此产生。
然而，宋义又做了一个决定，他让儿子宋襄

作为使者去出使齐国，还亲自送到无盐（今山东
省东平县一带），组织了军队里的高级将领饮酒
作乐。这时，时令已到深秋，天寒又下大雨，军队
的粮食快吃完了，士兵们又受冻还挨饿，这些士
兵大部分是楚人，和项氏叔侄一路血海冲杀出来
的，这让爱兵如子的项羽看不下去了。项羽说：

“大家合力攻秦，长久留在这里不走。如今年成
不好，百姓贫苦，士兵只吃野菜拌杂豆，军队没有
看得见的粮食，你还饮酒聚会；不带兵渡黄河到
赵地去寻找粮食，与赵歇军共同攻击秦军，还说
什么‘等到秦军疲惫’。以秦军的实力，攻打新成
立的赵歇军队，势必会把赵军打败。赵军被打败
而秦军会强盛，哪里会有疲惫的机会可乘！而
且，我们（项梁）的军队刚刚被秦军打败，怀王坐不
安席，把所有的军队都归属于将军去攻秦，国家
安危，在此一举。如今不体恤士兵而徇私情，这
不是国家的忠臣。”这段话司马迁没有说项羽是
对谁说的，但从文中的口气来看，应该是项羽对
宋义说的，这也代表了士兵们的意见。至此，两
人的矛盾更加激化和公开化，项羽动了杀心。

第二天一早，项羽到宋义营帐开会，“即其帐
中斩宋义头”，出帐号令军中说：“宋义与齐阴谋反
楚，楚王暗中命令让我杀他。”当时，其他将领们没
有一个敢出声的，都说：“首先拥立楚王的是将军
您家的人，如今又是将军您诛杀了乱臣。”大家又
共同拥立项羽代理上将军，统一指挥军队。夺得
军权后，项羽率军北上救赵。十一月，途经定陶，
找到了叔叔项梁的葬处，项羽亲自拜祭大哭，并
命令全体楚军将士每人用战袍兜土，为项梁堆起
了一个巨大的坟丘。因救赵军情紧急，楚军将士

围绕项梁墓挥泪作别。
据传说，楚军将士泪水渗入地面，成为一种拳

头大小的白色“化石猴”。这种石头玲珑别致，和太
湖石一样，具有“瘦、皱、透、漏”的特点，是此地特
产，当地有些文人墨客常常在墓周捡到一些好看
的石头，当做书桌上的摆件，非常雅致。

在20世纪的“大跃进”时期，项梁墓大约还有
十八亩地大小，高出地面约两三米，因烧窑制砖用
土，面积缩小，高度降低，现在已成耕地。当时，村
民挖土曾挖出大量的“化石猴”，洁白如石灰。因当
时物资匮乏，村民拉土没有橡胶轮的地排车，使用
的是旧社会木制的四轮太平车，这种车的车轴是
木头所制，需要不时刷桐油润滑。为保持车轴的
润滑，有人就把“化石猴”碾成细面状，掺入桐油制
作成油泥润滑车轴，省去了天天刷桐油的麻烦，效
果非常好。定陶境内当时的万福、黄店等公社的
群众得知后，纷纷前来，一车一车拉走了不少“化石
猴”，用于制作油泥，现在地面已少见。虽偶见，均
大小如姜，已少有观赏价值。“化石猴”其实是沙姜
石，并不是鲁西南特产，推测应该是黄河决口所带
来的。在群众拉土时，还发现秦汉时期的陶罐等
物，并出土元代高足鼓腹花卉罐及清代成串铜钱，
被有关部门收集。项梁墓的土质特别，在改革开

放前，生产队在墓上土地种植地瓜，煮熟食用后发
现又甜又沙，没有丝筋，成为本地特产，当地公社曾
专门要求用这里种植的地瓜抵交公粮。

历史上的名人对项梁没有过多的评价，只有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经在侧面评论说：“于
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破陈涉，降魏咎，毙田儋，兵
锋所至，如猎狐兔，皆不劳而定。后乃与项梁遇，
苦战再三，然后破之。梁虽死，而秦之锐锋亦略
尽矣。”可以说，项梁为后来的义军扫清了很大的
障碍，作为秦末风云人物，如果不是因为早早牺
牲，后来楚汉战争的局面就会改写，也不会有项
羽在史书中留下的种种悲情故事，让后人浩叹。

历史不能假设。那些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
历史故事已经随风远去，后人来项梁墓前，也只
能感慨“千年遗恨大江流”了。如今，项梁墓已成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常有文人墨客前来凭吊怀
思。 张长国 朱 琳

管赵楼村位于郓城县
的西北部，距县城18千米，
属水堡乡管辖，距水堡乡
政府驻地2.5千米。

明 朝 洪 武 年 间
（1368-1398年）,管赵氏始
祖管仲贤和妻子赵氏，携
家眷自滨州市蒲台县迁到
这里定居立祖。从二世起
跟随母姓，更姓为赵。后
来，五世祖、七世祖又改为
姓管。当时也有继续姓赵
的，所以管姓、赵姓实为一
家。因村内有楼，所以村
名就叫管赵楼。

据《始祖管公墓志》
（明朝万历 11年立）记载：
为了逃避繁重的兵丁和徭
役，管氏姓氏改为母姓赵
姓，后来又改回管姓。因
为当时子孙繁衍的情况已
登记在册，只能部分改管
姓，其余继续姓赵。从此
后，管、赵两姓的后代就分
别延续管、赵的姓氏，但世
世代代都知道管、赵是一
家人，是一个祖宗。

明清时期属郓城县大
丰乡，清末属章华寺里。
1928年隶属郓城县七区
（刘口）化民乡（乡驻地管
赵楼）。1940年归郓城县
七区，1946年隶属郓北县
七区，1949年又属郓城县
七区，1952年为十区（玉皇
庙区）管赵楼乡管辖。
1958年初属水堡乡，同年
秋建管赵楼大队，下设18个生产队，归陈坡公社。1976年
冬，管赵楼大队分为赵前（辖新赵楼）、赵北（辖黄洼）2个大
队，归水堡公社。1984年赵前、赵北2个大队改称赵前、赵
北村民委员会，1987年，赵前村民委员会又分成赵东南、赵
西南两个村民委员会，管赵楼自然村就有了赵北、赵东南、
赵西南3个村民委员会，都属水堡乡管辖。

据《管赵家谱》记述，八氏祖赵光鳞临危受命，舌战群
敌，其事迹至今被传颂。

赵光麟，字符尼，赵氏八世祖，著名学者。他博古通今，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因能言善辩、妙语连珠而声名远扬。清
朝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湖方（绰号一只虎）在江南领兵
造反，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一时声势浩大，攻城掠地，势
如破竹。大中丞相兵部司马高委领圣旨到江南平乱。司马
慕名赵光麟才华，行军途中转道管赵楼，特聘赵光麟为随军
参军。大军渡过长江后在南京附近安营扎寨，准备向叛军
发起攻击。赵光麟向高司马请战，愿阵前说服湖方等叛军
息兵。高司马因担忧赵光麟独闯虎穴，有生命危险，拿不定
主意。赵光麟再次请求，高司马终于允许，叮嘱安全第一。
赵光麟只身一人来到两军阵前，三天三夜未离鞍马，对湖方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两军交战，会伤及无辜百姓，生灵
涂炭，永落骂名。最终胡方被说服，说：“有你赵光麟，我一
只虎永不反叛。”自此息兵罢战，使江南一带百姓免遭战乱
之苦。司马高委奏明皇上，御封赵光麟为赞画都司、两湖参
军，官居正四品。

赵光麟无视高官厚禄，借故家中二老年迈，不愿在外为
官，请求返归故里，孝敬双亲。此举震动大江南北，皇上下旨
封赵光麟为忠孝都司。各州府使官、名士纷纷到南京“晴川
阁”为赵光麟庆贺饯别，找画师为赵光麟画像，赠送诗赋字画，
以资纪念，车水马龙十几日不散。江南百姓也纷纷赶来跪拜
致谢，感恩戴德。汉阳孝廉李昌祚为纪念这一盛况，特写下
千字序言，取名：“晴川阁序”。这册序言、赵光麟画像及所赠
诗词，赵家后代保管至今还完整无损，历久弥新。

管赵楼村有管、赵、刘、朱、李 21个姓氏。除管、赵氏
外，其余姓氏都是在明清时期从本县迁来的。各姓氏和睦
团结，互帮互助，是远近闻名的精神文明村。

管赵楼是郓城县西部大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
有商铺、作坊24家。现在的管赵楼，村内工厂机器轰鸣，车
来车往。村中高楼林立，超市应有尽有。人们牢记“晴耕雨
读”祖训，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魏建国

湖
西
流
动
剧
社

●
菏
泽
地
名
前
世
今
生
●

管

赵

楼

管

赵

楼

诗 人 笔 下 的 庄 子诗 人 笔 下 的 庄 子

风 云 际 会 话 项 梁风 云 际 会 话 项 梁（（五五））

项梁墓土中的项梁墓土中的““化石猴化石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