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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多年前，孔子的优秀弟子在冠县万善乡不幸病故

冉子墓埋着带病讲学的圣贤
文/片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马固、田平、孝子哭、王段，冠县万善乡的这
四个村子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联系，可很少有人知
道它们的名字却都与孔夫子的弟子冉子讲学生病有
关。冉子是孔子优秀弟子中著名的“十二哲”之一，
是《论语》主要辑录人。冉子庙曾坐落在万善乡，保存
至今的 6 块石碑默默地诉说着那段传奇故事。

传说>> 路过冉子庙文武官员都参拜

10 月 20 日，万善乡前庄子村
的一个宽敞院子里，工人们在生
产板砖。万善乡文化站长崔怀龙
指着院子说，这里就是冉子庙遗
址。院子的南北各有一排破旧的
砖房，院里树木林立，阳光射进
来，显得宁静自然。几位村民见有
人在这里拍照，都围了过来，“又
有人来拍照了，冉子庙啥时候能
重建？”村民好奇地问。

崔怀龙说，这里经常有人来
访，村民都很关心冉子庙的情况，
冉子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说上几
句。77 岁的村民侯安详说，冉子庙
周围占地有四亩多，庙有上门，上
门有三个门，三块石碑靠着马道，
门后有块透龙碑，周围都是高大
的松树，冉子像在大殿里。“日军
侵略时想把冉子的泥塑像搬走，
在泥像的后背发现一块铜镜。庙

的后面有冉子墓，墓比电线杆子
还高。”

村民刘子玉 73 岁，他说，以
前村里流传一句话：“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意思是古时候凡是有
当官的经过这里都要进冉子庙拜
拜，“他是孔子的弟子，很受尊
敬。”刘子玉说，冉子庙在文革时
遭破坏，有人来挖冉子坟，挖到底
都见水了，也没挖出什么东西。

遗迹>>

精美石碑现只存 6 块

冉子庙消失了，难道一
点印记也没留下？崔怀龙说，
2003 年村里修路工人推土时
无意间发现了 6 块石碑，石
碑拉到附近的中心小学里保
护起来。

现在，6 块石碑竖立在小
学东面的一片果林里，中间
一块个头最高，两边的 5 块
按大小个排列。“冉子庙后来
变成中学，叫‘冉子中学’。”
52 岁的村民李科粮说。

6 块石碑中，最高的那块
保存最完整，中间竖写着：
“先贤薛公冉雍之墓”，右边

竖写：“赐进士第冠令浮光胡
之彬重修刻石”，左边竖写：
“崇祯岁次戊寅孟春吉旦”，
其他 5 块的年代从左至右依
次为：同治年间、光绪年间、
嘉庆年间、光绪年间、乾隆年
间。“冉子名雍，春秋鲁国人。
最高的那块在 2006 年被评
为‘全国名碑’，它也是石碑
中年代最早的，石碑中数清
朝的多。”

其中一块石碑的碑头上
刻有双龙戏珠的图案，四个
篆体文字：“薛公墓碑”排列
在碑头的中下方。

感人>>

讲学病逝村民服孝痛哭

崔怀龙说，他当了 6 年
的文化站长，乡里最重要的
文化遗址就是冉子庙，这几
年他整理了很多资料。“流传
有很多版本的故事，流传最
广的一个是，冉子来冠县讲
学，到了马固，突然感到身体
麻木，所住的村子取名叫‘麻
木’，后来谐音改成‘马固’；
到了田平病情加重，村子因
此取名‘添病’，后演变成
田平；又到了一个村子，不
幸病亡断气，村民就叫‘亡
断’，后来变成‘王段’；
冉子病逝后，附近一村子的
许多村民像孝子那样服孝痛
哭，村子就叫‘孝子哭’，后

来冉子就葬在这里。老百姓
为了纪念这位圣贤，还重修
了冉子庙和冉子墓，石碑上
也都有记载。”

崔怀龙告诉记者，现在
马固、田平、孝子哭、王段四
个村名沿用至今，马固村有
四个：东马固、西马固、南
马固、后马固；田平村有三
个：北田平、前田平、后田平；
王段有五个：马王段、高王
段、张王段、王王段、崔王段。
“冉子的传说现在已经成为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
正在申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应该好好保护起来。”

冉子(前 522 —前 489)，春秋末鲁国人，亦称冉
有、冉求、有子。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得意门
人，以政事见称，少孔子二十九岁。历代王朝均景仰
冉子的德行与学识，加以追封：唐赠薛侯，宋赠下丕
公，后又赠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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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怀龙和几位村民在读石碑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