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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次熬化的铁水，到了上

面就成了铁疙瘩。不仅黄钟寝食

难安，一大帮工匠按照黄钟绘制

的图案，制作的模具无法浇铸，

一个个也是一筹莫展、急得团团

乱转。正当黄钟和工匠们一筹莫

展之时，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

慢吞吞地来到浇铸现场，东看看

西瞧瞧转了几圈。工匠们看到后

很不高兴地指责说：“一边去！

你别在这里给俺添乱。”老人待

理不理，捋了一把白胡须，指指

脖子慢吞吞地说：“我是土拥到

脖子上了的人，不要和我一般见

识。”转眼间，刚才说话的老人

不见了踪影。

黄钟请来的众工匠觉得老者

的举止怪异，话中有话。越琢磨

“土拥脖”三字，越觉得是高人

点拨。大悟之后，众人欢跳起来，

摸筐的摸筐，操扁担的操扁担，

肩挑人抬，从北门外往里运土。

土随着脚手架一直堆到顶，再用

夯夯实，抬高夯到三米筑起平台。

在平台上安炉化铁，昼夜奋战不

停。一炉接一炉，随化随浇，一

气把铁牌坊浇铸成功了。有人说

这是黄钟的孝心感动了上苍，这

是神仙点化，从此在滕州也留下

了一个美好动人的传说。

1989年版《滕县志》记载：“铁

牌坊，位于北门里街中段，始建

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

是进士黄钟为其母李氏所造节孝

坊。设计特点为石铁结构，造型

奇异，国内罕见。其建造方法为

四楹宫殿式，下为石座，基座高

约 0.8 米，上面矗立８根高约３

米之彩花石灰岩水磨石柱，柱呈

方形周长约２米，柱根部装修有

云形石雕支撑。上覆铸铁坊盖，

为现场冶铁浇铸，重檐式飞檐斗

拱，重梁起架，并有“圣旨”等

字样。坊前南北两侧，雄踞两尊

高约２米的石座铁狮子，石座雕

工精细，铁狮子怒目圆瞪，威风

凛凛。牌坊内外几株高大的槐树，

盘根错节，虬枝勃发，郁郁葱葱。

雄踞古滕的铁牌坊，以其造型精

美绝伦，堪称滕县一绝，国内罕见，

更是传承着先人忠孝节义的美德。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从

河南到山东视察，专列停在兖州，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当时的滕县

县委书记王吉德。毛泽东问：“你

是什么职务？”王吉德回答：“我

是济宁地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

一书记。”毛泽东听后，幽默地说：

“噢，那你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滕小国在

哪里？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

没有？”王吉德说：“还有，县

城西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

牌坊。”毛主席听后纠正道：“铁

牌坊是明中承右院御史大夫黄家

瑞的后人所建节孝坊，与孟子无

关，滕文公（周文王第十三子）

请孟子来讲学……”。毛泽东在

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关注滕小

国、铁牌坊，更进一步说明了铁

牌坊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进一步

提升了铁牌坊的知名度。

忠、孝、节、义是建设牌坊

的主旨，传承着中华文明的伦理

道德，并以此昭示和规范民众的

道德标准、思想言行，映射着中

国儒家传统思想及道德文化，反

映了封建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

价值观念。据健在的老人回忆：

1966 年 5 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在滕县全面展开 , 滕县各红卫

兵战斗队各拉山头相继成立，狂

热地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横

扫切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老干

部斗争当权派。滕县城里在解放

前被人们称之“滕县八大家”的

七座石牌坊相继被红卫兵作为“四

旧”拉倒砸烂，石狮子石麒麟被

推倒，只剩下北门里黄家铁牌了，

还安然矗立在北门里。

据滕州一中原校长吕宜坤回

忆：到了1967年春天，滕县一中、

滕县卫校和驻扎在工人文化宫的

红卫兵，及铁路西地球造反团的

红卫兵，高举战斗队队旗，高喊

“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的口号，手拿铁锤、

钢撬向铁牌坊聚集。他们用铁丝

绠系住铁牌坊的顶部，百余众红卫

兵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铁牌

坊拉倒，众人齐上，用铁锤、钢撬

把铁牌坊很快变成了一堆破铁。一

座造型精巧，工艺绝世的铁牌坊被

毁，拉到土产公司买了 600 元钱。

后来，投入练铁火炉中化为铁汁，

变成了一个个大铁块。就这样，世

上罕见的牌坊中的艺术珍品便消失

了，只留下老人们的记忆。

在铁牌坊被毁之前，一些有识

之士恐怕被狂热的红卫兵砸毁，为

抢救史料，偷偷通知当时还戴着右

派帽、蹲牛棚的县博物馆长万树瀛

先生。万先生冒着政治风险用相机

偷偷拍下照片。后来万树瀛恐怕放

在自己手里不保险，就把洗出的照

片交给志同道合的好友刘康世先生

珍藏。文物专家万树瀛已经作古，

1997 年刘康世先生将唯一的铁牌

坊照片和文稿寄往山东省《春秋》

杂志，《春秋》杂志在 97 年第六

期刊登了《“文革”被毁的滕邑“节

孝”铁坊》，世人重新看到当年精

妙绝伦铁牌坊的真容。滕州电视台

为此还专门拍摄了电视片《寻找铁

牌坊》，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到澳门参观，总是要到居

于市中心的大三巴看一看，虽然大

三巴牌坊已经残缺不全，但它的历

史文化价值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它

已经成为澳门的一个历史景点、地

标建筑。滕州铁牌坊国内罕见，它

的建筑艺术、文化价值非常珍贵，

虽然铁牌坊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被摧

毁，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古滕

这一历史文化古迹非常怀念，至今

人们还在鼓与呼，希望早日恢复重

建铁牌坊，为千年古滕重添这一历

史文化景观。

 1967 年春天，在铁牌坊被

毁前，原博物馆馆长万树瀛冒着

风险，用相机拍下来这幅照片。

（照片刘康世提供）■

（作者系滕州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