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鸡作为
家禽的形象，不仅首次出现在《国风·王风·君子
于役》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之句，
而且其中三首诗重点描写雄鸡打鸣。诗中的鸡
鸣声声，颇有意味和情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
烂。”这是《国风·郑风·女曰鸡鸣》中的诗句。诗
句以夫妻对话的形式来表现，妻子说，公鸡已经
打鸣了，天亮了，该出去做事了。丈夫打趣说，天
还没亮，不信你起来看，星星还在闪光。接着，妻
子劝丈夫说，宿巢的夜鸟都要飞走了，你赶紧去
芦苇荡里射野鸭大雁，回来做成美味佳肴，我们
一起饮酒，过夫唱妇随、琴瑟和鸣、白头偕老的
生活，岂不更好？丈夫一听连忙说，我知道你是
真心对我好啊，我要送你美丽的佩玉，来回报你
的爱！诗中，妻子会哄，丈夫晓事，夫妻晨起的软
言温语，活脱脱一副勤劳恩爱的画面，一支家庭
生活温馨的乐章。

《国风·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
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
归矣，无庶予子憎。”这首诗也是以对话的形式，
表现妻子对丈夫的劝勉。但此诗中的丈夫，远不
如上首诗中的晓事。诗中的妻子说，听见鸡叫唤
啦，朝里人该满啦，告知丈夫该上早朝了。丈夫
却说那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叫。过了一会儿，妻
子又说东方已蒙蒙亮了，上早朝的人已到齐了。
丈夫则以“月出之光”来搪塞。“虫飞薨薨，甘与
子同梦”，像是丈夫一半是装傻，一半是温爱的
痴话、情话。妻子这会儿似乎有些急了，因为时
间已经推移到“会且归矣”。但情急中流露出的
也还是温爱，怕他因为留恋床第而遭人议论。诗
中，妻子德操贤淑、深明大义、不沉湎儿女私情，
与丈夫的俏皮、慵懒、贪图享受形成鲜明对比。
诗人对这对夫妻，也许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调侃，
但正是这种善意的调侃，溢出一种富于人情味
的幽默情趣。

《国风·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
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
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
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一首脍炙人
口的写离情的名篇。“凄凄”，寒凉之意。“潇
潇”，急骤之状。“如晦”，言昏暗如夜。“喈
喈”、“胶胶”，都是鸡鸣之声。诗中，风雨
声，鸡鸣声，嘈嘈切切，错综交织，构成一幅
萧索凄凉的有声画面。一个女子怀念情人凄恻
徘徊，久思欲病的情状，透过“风雨凄凄，鸡
鸣喈喈”的景色，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而
后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云胡不瘳！”

“云胡不喜！”意思是说，盼望到了亲人，我的
心怀怎么还不平静，心病怎么还不痊愈，心头
怎么还不喜欢！字里行间充满了这个女子与情
人相会时刹那间爆发出来的喜悦情感。诗中的
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
之人盼而不至，无不相互映衬，契合无间。诗
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尤耐人寻味。
人们多用“风雨如晦”比喻社会黑暗、前途艰
难；用“鸡鸣不已”比喻在如此黑暗的环境
中，君子仍不改自己的气节。画家徐悲鸿抗日
战争期间画的《风雨鸡鸣》，就是借“风雨鸡
鸣”的诗意，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画中立于
峻峭巨石上的一只冠红似火的大雄鸡，挺胸昂
首望天长鸣，石旁象征民族气节的墨竹丛生，
背景为“风雨如晦”的漫漫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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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
志，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
展起来的。历史上的滕州城，不仅在
鲁南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更是一座历史厚重、文明发祥的千年
古城。池莲四面是当年滕州古城的一
大美景,被人们誉为古滕八景之一。

滕州扼鲁南、苏北的门户，亦称
“九省通衢”，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鲁
南重镇。地处兖 （州）、徐 （州） 之
间，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十分便
利。据民国 《滕县续志稿》 记载：“滕
错壤山湖间，幅员四百余里，上达燕
冀，下接江淮，冠盖通衢咽喉重地，
南北一大关键也。”故有“九省通衢”
之称，具有重要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
势。

历史上的滕州，由于这里东接沂
蒙山区，西连微山湖，山洪频发，屡
遭水患，因此不得不屡次迁城。唐代
元和年间，县城又东移二里，建在了
南 依 南 梁 水 ， 东 挨 黄 山 ， 近 靠 古 驿
道 ， 环 境 优 美 、 交 通 方 便 的 龙 脊 之
地。新城位于山水之间，地理位置十
分优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重
要的战略要地，从此之后一千多年再
也没有变动。

一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
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条件、
雄厚的经济基础。唐代建设的新城规
模不大，周长不过五里多，有六条街
十二条巷。但由于交通发达，商贸活
跃，这里一直都是滕州城的驻地、鲁
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滕州城从开始建设就不断地完善
和发展。明洪武二年 （1369 年），指挥

（军官名） 唐某奉令开始修筑城墙，将
土城墙砌以砖石，使城墙得以加固加
高。明成化八年 （1472 年），又把城墙
增高二尺、拓宽三尺，并建了女墙、
垛口、望角楼和二十四个城堡，还在
四 个 城 门 上 各 建 一 个 门 楼 ： 东 曰 宗
鲁 、 西 曰 怀 古 、 南 曰 迎 熏 、 北 曰 望
阙。城墙高三丈五尺、宽一丈五尺，
城河深一丈五尺、宽三丈五尺，城河
上设有吊桥。明正德七年 （1512 年），
又修筑城郭以保护城外四关，周长十
余里，并建了四座门楼，东曰清尘、
西曰怀古、南曰迎薰、北为迎恩。清
康熙七年 （1668 年） 六月十七日，郯

城发生 8.5 级罕见的大地震，地震震波
波及滕县城。据县志记载：“地大震，
有声自西北来，如奔雷，又如兵车铁
马之音，地若舟浮水面，掀荡于危涛
惊 浪 中 ， 崩 城 郭 ， 坏 庐 舍 ， 人 民 多
埙，城东地陷，涌出水有泥沙，前史
所未闻也。”

一场地震将城乡面貌全部改变，
房屋倒塌，桥梁冲断，道路不通，大
部 分 城 郭 毁 于 一 旦 。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1767 年），县令陈诏才又奉上级的命
令对县城进行重修，加固城墙，对毁
掉 的 设 施 重 新 修 复 ， 根 据 城 市 的 发
展，又新增十三条街，三十一条巷。
到了咸丰和光绪年间又几次对城墙进
行修复，增加新的设施，还在城墙外
侧建立了两座炮台，使城市的基础设
施更加完善。

明朝初年，滕州知州薛原义修筑
南梁水坝堰，从前洪村引河水注入护
城壕。之后，结束了城壕经常干涸无
水的历史，在冷兵器时代，这宽阔的
护城河无疑就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
外碧波荡漾，水围城转，城在水中，
不仅增加了城市的防御功能，更是增
加了城池的灵性。

南梁水进入护城河之后，人们在
城壕内种植莲藕，转眼间，团团翠绿
生满壕沟，碧叶红花满城秀。春末的
护城河内，新芽吐秀，满河清香，一
片生机和活力；夏日，白莲如雪，红
荷如霞，水光在楼，花色在水，花香
袭人。出城纳凉的城里人与附近的乡
民共同陶醉在荷花争奇斗艳、荷叶围
城的景色里。秋季护城河内虽然没有
了 盛 开 的 荷 花 ， 风 儿 寂 寂 ， 鸟 儿 寂
寂。但是秋季荷叶还挺拔地相互簇拥
在荷塘的中央，虽然荷叶周边已经泛

黄，有的已经变成褐色，筋脉暴露，
弯 了 腰 ， 断 了 梗 ， 甚 至 扑 倒 在 池 塘
里，但却别有一番韵致。冬季来临，
护城河内一片凄凉，莲花把自己的身
段隐藏在泥里，白玉通透的莲藕给人
们提供美食。藕节在冰雪的掩盖下，
抗风寒、战严冬，春来之日重抖擞，
绿叶再茂花儿开。

在人们心目中，荷塘、荷花、荷
塘月色，是小城的骄傲，是小城的一
景。当夕阳西下，朗月升起，画舫里
亮起灯笼，歌声流荡在水面，置身芙
蓉世界的游人，恍若安家落户到西子
湖中。这美妙的佳境，引得不少文人
骚客赋诗作画，清朝滕县县令王政吟
诗赞美“池莲四面”的盛景曰：“置身
曾到凤凰池，又睹芙蓉艳锦陂。漫诩
河阳春色满，恰欣玉井夏风披。回环
面面三千朵，净植亭亭十二时。沼上
不禁怀中一，南熏琴韵正相宜。”

从城墙上向下望去，更是一番别
致的景色，水城相依，水中倒映着古
城的背影，城上氤氲着水汽的温润。
宽阔的护城河，泛着粼粼波光，犹如
一条晶莹的玉带紧紧地环绕着古城。
让 人 耳 目 一 新 ， 心 旷 神 怡 。 放 眼 远
眺，古城坐落在一片碧绿红花之中，
犹似天然的碧水托起了一尊华严、尊
贵的宝岛，使从古驿道过往南北两京
的达官贵人，对被誉为“善国”的滕
州城更加青睐和肃然起敬。

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县城一度
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1938 年 3
月中旬，台儿庄大战前夕，日军向滕
县发起猛烈进攻，驻守滕县的国民革
命军第 122 师进行了英勇抵抗。侵略者
以重炮对县城南墙进行轰炸，驻守官
兵大部分阵亡。为了牵制日军，为台

儿庄主力部队布防争取时间，师长王
铭章抱定决心，誓与县城共存亡，决
心死战。3 月 17 日下午，日军从炸开
的南城墙豁口攻入城内，用机枪对我
军进行疯狂扫射。王铭章师长亲自指
挥 残 部 进 行 巷 战 。 由 于 日 军 火 力 猛
烈，我军伤亡惨重，王铭章师长壮烈
殉国，滕县县长周同坠城殉职，县城
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的坦克大炮摧毁了县城，滕
县 城 受 到 了 毁 灭 性 的 破 坏 ， 城 墙 倒
塌，房屋摧毁，那美丽的四面池莲也
被倒塌的城墙所掩埋。池莲四面的景
观到建国初期已经荡然无存。随着城
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墙和城壕被夷
为平地，池莲没有了再生的条件。

古城像一位长寿老人，背负着数
不清的岁月和伤痕从历史的地平线尽
头蹒跚走来。那一度繁华的古驿道随
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被遗弃，城内的文
庙、铁牌坊、钟鼓楼、状元坊、跻云
桥、皇恩浩荡碑等文物古迹也退出历
史的舞台，只留下一座千年龙泉宝塔
叙说着那一段段往事。

如 今 ， 千 年 古 城 焕 发 了 勃 勃 生
机，虽然池莲四面不再重现，但是一
座现代化的生态之城已展现在人们面
前。滕州市积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铸造墨子、鲁班品牌，建设了墨子纪
念馆、王学仲艺术馆、汉画像石馆、
墨砚馆、鲁班纪念馆、博物馆。优美
的河湾公园，富有诗意的沿河石刻画
廊，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把几千年
的古滕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今
日的滕州处处皆是莲花满池秀、杨柳
迎风摆的美丽景致，呈现着“不出城
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
之致”的古城特色。

千年滕州古城

九省通衢之地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
户使耕牛。”此时，阳气回升，大地解冻，
春耕将始。然而在京杭大运河沿岸的
鲁 南 地 区 却 有 着 二 月 二 祭 河 神 的 习
俗。运河两岸有句民谣：“二月二，把河
开。”这天，在出船前，船民们把公鸡血
洒在船头上，以此祈求河神保佑远行的
人万事顺利、全家大小一年平安。

汉族民间早有对河神崇拜的传说，
而且各地特点各异。在中国发现的岩
画中，有许多祭祀河神的图像。柳宗元
在《柳州峒氓》中，曾有"鹅毛御腊缝山
罽，鸡骨占年拜水神"的诗句。据说龙舟
竞渡的古老意义也是祭河神。祭河神
与古代人们傍水而居有关，在日常生活
中，大河能给人类带来财富，也会给人
类带来灾难，所以说祭河神同样反映了
人们对滔滔河水的尊敬和畏惧。

何为河神？龙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
化中的一种河神动物。传说它不仅具
有飞升于天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影响云
雨、河泽变化的本领。随着龙王地位的

确立，龙甚至被视为主宰各方水域之
神，举凡中国大地上的江、河、湖、海、
渊、潭、塘、井，凡有水之处莫不驻有龙
王。而各地龙王庙的大批出现和经常
举办的祭祀龙神的活动，更标志着人们
对龙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据地方志记载，从济宁到台儿庄这段运
河沿岸就有大小龙王庙一百余座。济
宁汶上南旺汶河和运河交汇之处始建
于明永乐年间的龙王庙，经明清多次
扩建，规模宏伟，气势壮观，是山东
运河沿线较大的一座龙王庙。它坐南
向北，是一座以龙王庙为主体，附以
禹王殿、宋公祠、观音阁等综合性的
庙宇,在运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价
值，凡过往商贾游船，达官显贵，文
人墨客无不在此停棹游览，拜祭龙王
庙，就连康熙、乾隆皇帝也曾多次在
此驻驾。光绪版 《峄县志》 卷十“祠
祀”曾对此庙记载道：“……又龙王
庙，在台庄可风桥西。雍正元年漕宪
张大有、知县张镜倡修。”

当然，让人们尊崇的河神还有人类
自身的英雄。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
通 过 自 身 的 力 量 整 治 江 河 、 疏 浚 沟
渠，减少或避免水旱灾害。如大禹等
治水英雄带领人们降伏水患、造福世
人。后来，治水英雄逐渐成为人们崇
拜祭祀的对象。大禹是华夏民族最为
崇敬的治水英雄，他的治水功绩和治
水精神可歌可泣，历代传扬不衰。人
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治水足迹遍布
的 神 州 大 地 上 修 建 了 许 多 纪 念 建 筑
物，如建在韩庄运河下游南岸禹王山
顶的禹王庙等。

民间祭河神要简单的多，船家渔
民 ， 在 自 家 的 船 上 或 者 岸 上 的 堂 屋
内 ， 安 上 供 桌 ， 请 来 神 位 ， 摆 上 果
品 、 点 心 等 贡 品 ， 倒 上 白 酒 ， 点 上
香，作揖磕头而拜，祷告道：“龙王
爷、禹王爷，小的给您烧香磕头了，
请 大 王 保 佑 我 家 风 调 雨 顺 ， 大 风 大
浪 ， 逢 凶 化 吉 ， 老 幼 平 安 ， 万 事 如
意。”而官府衙门祭祀河神则要复杂得

多，又称“开河大典”。仪式一般在运
河 边 的 龙 王 庙 或 禹 王 庙 前 举 行 。 这
天 ， 香 客 云 集 ， 群 贤 毕 至 ， 场 面 浩
大 。 香 案 之 上 ， 肉 山 酒 海 ， 果 食 飘
香。八面大鼓擂响，鸣炮奏乐，丝竹
悠扬。司仪诵读祭文：“……云行雨
施 ， 月 皎 星 辉 ， 泽 被 四 方 ， 江 河 安
澜，扶风息浪……佳肴珍馐，奠酒上
香 ， 敬 慰 告 拜 ， 源 远 流 长 ， 厚 礼 洁
诚，伏维尚飨。”伴随着司仪阴阳顿挫
的 诵 读 声 ， 主 祭 人 手 持 香 案 上 的 公
鸡，神情肃穆，走到运河水边，用利
刃割开公鸡喉管，将鸡血淋在码头边
上。在一阵阵鞭炮声中，成坛的贡酒
浇在河里，祈求河神享用，保佑河道
风平浪静。这时只听“轰隆隆”几声
巨 响 ， 水 门 缓 缓 开 启 ， 船 只 依 次 划
出，驶向远处，船上的贡酒也纷纷倒
入河水中，酒香悠远。入夜，岸上的
人 们 载 歌 载 舞 ， 唢 呐 声 声 ， 龙 腾 狮
跃，高跷旱船。河面，渔火点点，歌
声十里……

二月二祭河神

明清时期老滕县城墙

古
城
角
楼

满池荷花

围
炉
品
读

□

梁
文
俊

文化寻根 □郑学富

鲁南乡土 □马西良

3副 刊 2017年2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