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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姬发是一个闲不住的
人，继承了他父亲周文王的王位
后，又把他的顶头上司纣赶下了
台。并建立了继商朝之后的又一
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周朝建立后，为控制被征服
的广大地区，周武王分封姬氏宗
亲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分封的实
质是：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
利。周武王的弟弟叫姬旦，姬旦
的儿子叫姬伯禽，姬伯禽被他大
爷周武王封于鲁，姬伯禽被称为
鲁公。鲁公的封地即为鲁国，鲁
国的国都是曲阜。鲁国先后传二
十五世，经三十六位国君，约有
八百多年的历史。

鲁国传到第十五代国君鲁隐
公的时候，是公元前722年。这
一年的春天，鲁隐公派他最信任
的人姬费伯来微山湖考察。姬费
伯在微山湖考察期间发现了一块
沼泽湿地，这里不但草木茂盛、
有山有水，而且还经常有野兽出
没其间。姬费伯心想：这样一个
山青水秀、物华天宝的地方，如
果能建一个狩猎的场所，该是多
好的一件事情啊。于是姬费伯把
他的想法告诉了鲁隐公。

姬费伯的这个想法，得到了
领导鲁隐公的同意。根据其功能
和政治地位，鲁隐公命名这个地
方为郎囿。按《古汉语大词典》
解释：郎 ，从邑，表示与行政
区域有关；囿，养动物的园子。
《左传》载：“鲁隐公元年（公元
前722年）四月，费伯率师筑郎
城”；明万历《滕县志》载：“盖
囿郁声讹，今俗呼为有，士人呼
郁郎，一呼有郎，皆囿字之讹
也”。

姬费伯在得到鲁隐公的财政
拨款后，连夜赶到微山湖畔，为
了郎城的修建早日完工，姬费伯
三年没有回一趟家。

郎城建成后，鲁国的国君和
“贵族们”前来狩猎、游玩，大
家都对这里的旅游环境赞不绝
口。鲁隐公也非常高兴，对姬费
伯赞赏有加，封姬费伯为郎邑食
客。姬费伯的子孙在郎城定居
后，以邑名为姓，世代相传姓
郎。

郁郎是鲁国的一个下邑，没
有政治地位、没有军权。随着郎
囿的名气越来越大，郎囿的建设
越来越完善，这样一个美丽的地
方自然成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
互争夺的地方。为了应付突如其
来的战争，郁郎逐渐有了独立的
部队。有了独立的部队以后，郁
郎国作为鲁国的一个附庸国而存
在。传说，郁郎国的国土面积最
大的时候，以郁郎为中心，向西
延伸至现在的古运河边。又传
说，现滕州滨湖镇驻地岗头村是
郁郎国练兵的地方，奎子村是郁
郎国的兵器库，稻屯村是郁郎国
的粮库。

据史料记载：郁郎国存有
300多年的历史。郁郎国虽小，
但是这里区位优越，交通发达，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
记载的四次诸侯国之争都发生在
这里。

沧桑巨变，事过境迁，郁郎
国现已变为村落，隶属于滕州市
滨湖镇。

郁郎国传奇

■ 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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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衡先生是上世纪中叶的齐鲁名
人，一生勤于经史研究，著述甚丰，以

“析证诸子，衡量百家”自命，在国学
界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先生晚年却对
一本民间医案青眼有加，他索求善本，
工笔抄录，考证注释，直到逝世前仍念
念于心，并以山东省人大常委和政协常
委的身份，嘱托省中医学院，整理刊
行。该书便是成书于清乾嘉年间，在鲁
西南民间传为奇书的《孔氏医案》。

1988 年该书由山东中医学院委托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山东
中医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但是许多医学
家在惊叹奇书之余，却对此书成书经过
及著者情况不甚了解。为了解此疑团，
笔者专门查阅《山东通志》、《山东中医
药志》、《滕县志》、滕县大家族谱、鲁
南文史资料等大量书籍，对《孔氏医
案》考证如下，以飨方家。

首先，孔继菼、杨黼与《孔氏医案》。
《孔氏医案》作者孔继菼(1748-1820)，字
涵甫，号云湄。孔子 67代孙，滕州(滕县)
人氏，乾隆丁酉年(1777)举人。《孔氏
医案》编撰者杨黼字静存，嘉庆戊辰年
(1808)进士，鲁南名士。孔杨二人都是
儒医兼修的奇人，才略相当，意气相
投，文才和医道具臻化境，民间流为传
奇，称作神医。据《清史稿》记载，鲁
西南一带在乾嘉年间曾多次流行伤寒瘟
疫，死者甚多。孔、杨二人以救世济人
为己任，精研《金匮》、《伤寒论》等
书。特别是孔继菼，甚至放弃了科举
路，专攻 《伤寒论》，竟然“别有神
悟”。当伤寒肆虐“死者枕籍、医者束
手”的时候，他查考古今医书，精心配
制了药剂，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得以活
命，人们称为“八仙活命饮”。也获得

“神医”、“灵仙”的称号。更为可贵的

是孔继菼为人看病时，精研病理，发幽
阐微，效仿汉时苍公，详记病案，“书
其原委收其得失之验”。日久积多，便
成为极有价值的案头巨牍。后来，孔继
菼精选其中90篇题名《医鉴草》，又名
《一见草》即《孔氏医案》。孔将书稿送
杨黼审阅。杨看后认为“以韩苏之笔，
发岐黄之论，警快绝伦”，给予极高评
价，并劝他刊行于世。便慨然相助，自
出资金，亲为修改、整理并作序，于嘉
庆十五年 (1810 年)出版，题名 《医鉴
草》。全书分四卷九十案，约十余万言。

《孔氏医案》的版本及流传。据考证，
迄今为止，《孔氏医案》 共有四种版
本：嘉庆十五年(1810)，杨黼先生为出
首版，印量有限，除一部分赠与亲友、
同道外，据说被一徽商购去，带到江
南，曾在江浙一带流传。孔继菼的儿
子，因其父虽为“神医”却一贫如洗，
无遗留财留给子孙，愤而毁其遗书。因
而，倒是孔氏家乡一带在晚清对《孔氏
医案》只传其名，不见其迹。第二种版
本是嘉道年间抄本，字迹工整，颇有章
法，但仅收医案 82篇，序文署名是沛
县叶风翠所作。第三种版本是民国 21
年 (1932)，题名 《一见草》，仍为 82
篇。第四种即刘子衡大师之手抄本。抄
本采于何处无从考，但刘大师奉为至
宝。当时虽已高龄，且任山东省人大常
委与政协常委，仍不辞劳苦，工笔抄录
全篇医案，字迹工整，清晰如刻，并有
著名书法家陆维钊先生的跋语和题鉴。

《孔氏医案》的价值。作为一种民
间著述，初为自赏之作，而不想鸣于世，
后来却自发传承，深受医家推崇和学者
青睐，究其原因，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
是精深细密、点击不凡的学术价值。《孔
氏医案》很像前清中医名家喻昌的《寓

意草》，都是倡导先论病机，再定治
法。但《孔氏医案》更向前迈进了一
步。孔继菼作为儒医，更锐于论病，他
注重的是技法与医道，细节与过程，循
理法、察变化。主张治病施治循因求果，
但不泥古法，对各种复杂变化的病症，都
能“详细分析其纤毫之微，以其平衡阴
阳，协调升降，以配天地气机之变化”。在
医案中多次提到遇有疑难病症，孔继菼
与杨黼互相推敲论证的例子。二人都精
通《内经》精义，“神医”大名各擅一方。孔
料病周详、谨慎；杨识见精辟，一针见血。
但二人不执己之见，共议病机，入精入
微，见仁见智。许多疑难病症都是二人
共同研诊看好的。同时孔谦诚求实，对
成功的经验客观分析，对失败的教训和
失误也坦诚以告，认真总结。二是济世救
人的儒医精神。杨黼《孔氏医案序》通篇
盛称孔氏为“儒医”、“良医济世”，此言不
虚。孔继菼“少负奇才，肆志经史，欲经论
宇内”，并于 29岁中举人。但当时“瘟疫
横行，危殆者多”，他亲见“医者各见所
见，于病若无见也”。于是抱定济世救人
之心，弃儒从医。不到数年，成为驰名苏
鲁冀三省的“神医”。他成名后，并不以此
渔利，而是汲汲于治病救人。他为贫穷人
治病从不收钱，为富人治病遇有馈赠，则
劝其做功德济世人。虽一生“全活人甚
众”，却自守清贫一生，所谓“臣门如市，
臣心似水”，真有古儒之风。先生到死一
贫如洗，死后由曾为救治过的病者数百
人捐资修坟建墓。故而杨黼先生赞叹：良
医济世，岂在先生乎?三是《孔氏医案》文
笔精湛，语言流畅，结构严谨，析理透彻，
叙事引论，生动活泼，是医古文中的佳
作。孔继菼科举到举人，博学多才，诗
文功底深厚，尤其古文方面他屏弃八股
文风，刻意于秦汉诸子及柳宗元、王安石
笔法，与桐城派南北呼应，有异曲同工之
妙。就此而言，《孔氏医案》也是一部极有
文学价值的古文力作。

综上，《孔氏医案》虽为一民间医书，
但其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和闪耀着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儒医精神将是不朽的。

趣话民间医学奇书
■ 胡鹤鸣 岳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仙坛山为沂蒙余脉，在京杭大运河

之北群峰之中海拔不算是最高，但之于
鲁南峄地却是地地道道的“名山”。峄地
无论是缯、承、兰陵时期，还是后来的峄
州、峄县，历史上曾“三改城垣”，始终不
离其左右，在注重风水的封建时代，作为

“镇邑之山”，充分说明了这座山的重要。
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当

淹浸着它的海水渐渐退去，在水去陆显
的那一刻，东西南北突然飞来千只天
凤，盘旋栖落于崮顶，于是仙坛山便有
了“千凤山”的美名。

关于“仙坛山”名字的由来，在当
地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古人修道时选
中此山设坛，历经数年修炼，终乘鹤而
仙去，因而山峰上仙气不断，被乡人奉
为神明。至今每到夏日，悠然的雾气飘
在山峰，乡人便互相告知，雨马上就到
了，因为“坛山戴帽，雨要来到”是乡
人们世世代代总结出来的农谚。二是因
名于历代地方官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在山下设社稷、神祗、先农三坛
祭祀天地、山川和五谷之神。无论是神
怪传说，还是野史杂记，均为“仙坛晓
翠”成为“峄县八景”之首蒙上了神秘
的色彩，加上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的积
淀，使“仙坛山”的名字不胫而走，而
且愈来愈焕发出时代风彩。

“坛山腰里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
督”。智慧的乡人总能给自然风物以合
理的想象。仙坛山为青石山，造山运动
的遗迹给大山留下了三道明显的印痕，
因此，又叫“玉带山”。山左姑嫂诸山
逶迤而东，山北裴山如仆侍其而后，山
右白马诸山随其而行，山南天柱诸山屏
其而前，唯仙坛山“体端峰秀，形如华
盖，植被葱郁”，俨然是端坐着的“腰

缠玉带的谦谦君子”形象，被堪舆家奉
为大福大贵之地，必能“地灵人杰”。

果不其然，数百年来，峄地确也出
了“娘娘”和“都督”。明代永乐皇帝
的朝鲜族妃子权氏，伴驾亲征，凯旋途
中香消玉殒，御用的风水先生看中了仙
坛山西的一块宝地，给峄地留下了“娘
娘”的遗骨。明代隆庆年间，居于冠世石
榴园腹地的贾泉村，走出了“乡试省魁”
的一代高风贾三近，以文功武略，被举荐
为“兵部右侍郎”（俗称“都督”）。

据地质学家考证，仙坛山的山体为
海相沉积岩，在数亿年前的造山运动
中，分三次浮出水面，在逐步抬升的漫
长岁月里，被海水冲刷出三道“玉带
式”的印痕。沧海桑田的变化，三道褶
皱叠印出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仙坛山又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山。元
代王遹曾到仙坛山吊古，留下了“今日
吊古迹，俯仰今古同。万事滚滚来，过眼
烟云空”的历史长叹。明代陈尔昂题《兴
国寺》留诗云：僧去云随衲，人来石作床。
明代滕县文人龙为党造访仙坛山，概叹

“白云山径远，黄叶寺门深”。我的文友
康亮先生当下又秀出新章：郁郁葱葱林
成海，闲将云气望蓬莱。清风明月本无
主，山门始终为君开。

仙坛山现已是省级森林公园，成为
人们登山揽胜，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山后
的温泉小镇、山前的仙坛苑广场为仙坛
山披上了时代的新装。

曾是一片菜地的仙坛苑，经城市建

设者妙手改造，成为小城人的“会客
厅”，喷泉、花架、绿地、画廊、大屏
幕电视装扮着现代生活。仙坛苑周边的
府顺花园、凤鸣山庄、辰睿首府在大写
着小城的历史高度。沿坛山路边的八根
大理石龙凤抱柱，“势承九重天，力注
一方土”，巍然耸立，吉祥无比。夜幕
中的仙坛苑华灯璀璨，歌乐阵阵，造型
变幻的喷泉“漫将天雨向人来”，激情
绽放中，演绎着绚丽多彩的盛世映象。

有山必有水，这就如自然界阴阳乾
坤一样均衡对等，和谐共生。如果一定
要把仙坛山比做“伟男子”的话，那么那
道自沧浪而来、相抚相拥的承水河便是

“奇女子”。承水河不断舞动着身姿，搅起
风霜雨雪来装扮着这一方土地，与顶天
立地的仙坛山一起书写着春耕夏种秋收
冬藏，共同养育着这一方百姓……

大山的性格，水样的情怀，刚毅中
蕴含柔情，朴实中不乏浓烈，是为峄地
百姓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乡人们在力田
的同时，崇文尚武之风浓厚，“耕读传
家”被诸多名门望族奉为家训。

仙坛山雄居于苏、鲁、豫、皖四省
边联，界于徐州、临沂两大名城之“黄
金分割点”，北秉齐鲁风韵，南承楚汉
精华，南北文化交相辉映。峄地汉、回等
多族杂居，风俗迥异，却能相融并包，儒、
释、道百家争鸣，不仅酿生出风格独具的
将相奇才，更塑造出标新立异的乡土俊
杰。山门牌坊右侧，安葬的便是峄地早
期的同盟会烈士张文源先生。

■ 孙忠强

乡关寄情仙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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