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长风

2020年是元代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诞
生750周年。在他的家乡济南，举办了一次为期半天
的张养浩学术研讨会，此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纪念活
动。除了数年前张氏后人在昔时张养浩云庄别墅(位
于原张公坟村，现天桥区北园街道柳云社区)遗址，
为他建造一尊半身雕像，他的纪念设施在济南仍然
是空白，而这仅存一方荷塘的别墅遗址，据媒体报
道，已规划为住宅区将要开发。

近几十年来，柳云社区之外，济南增添的与张
养浩有关的文化设施，似仅有趵突泉观澜亭上一副
楹联“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尝吼半天雷”可算。楹
联是济南籍书法家武中奇1996年所书，内容却是张
养浩七律《趵突泉》的颔联。书写者没有写明联语出
处，很容易让游人误以为撰句与书写皆是落款之
人。不提张养浩倒也罢了，要紧的是，楹联所书文字
还有误。张养浩定稿、其子张引刊刻的元代《张文忠
公文集》，以及当代各种版本的张养浩诗文集，“尝”
皆作“常”，“天”皆作“空”。

张养浩是济南最为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他的墓地还在柳云社区，他是天桥区最为著名的历
史人物。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济南名士
文化，怎能不重视张养浩？而实际上，这些年在纪念
设施方面，我们几乎什么事情也没做。许许多多济
南人并不了解张养浩。

张养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许不如宋代
济南乡贤李清照、辛弃疾，但是讲元代，其文学上的
代表性和重要程度，或许只有伟大戏剧家王实甫、
关汉卿等数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当代凡上过中学的
国人，有谁没学过张养浩的散曲名篇《山坡羊·潼关
怀古》呢？

特别是张养浩写有大量描写济南山水风物的
诗文，趵突泉、金线泉、大明湖、华不注山、历下亭、
舜祠、华鹊村等，在张养浩诗歌散曲中皆有呈现，佳
作众多，难以列举。而文赋便有《白云楼赋》《济南路
改建三皇庙记》《翠阴亭记》《重修会波楼记》《云庄
记》《处士庵记》《复龙祥观施田记》《游龙洞山记》

《游紫金山记》《游标山记》。
在张养浩的济南诗文里，不仅有“鸟飞云锦千

层外,人在丹青万幅中”(《登汇波楼》)，“风烟谁道江
南好，人物都传海右高”(《历下亭》)，这样描绘与歌
颂的丽辞美篇，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比如《复
龙祥观施田记》即是现存最早记载五龙潭的古代文
献，据此可知五龙潭的形成与得名，均在金朝已经
覆灭、元朝尚未建立的蒙古时期，约1240年左右。如
此明确写济南的诗文，在李清照、辛弃疾作品中是
找不到的，唯有李清照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
暮》，似写她年轻时在济南的生活，但也不能完全肯
定。因此在济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养浩不在李辛
之下，而在地域文学写作方面，更是高居其上。

在张养浩之前，写济南的名家，如李白、杜甫、
欧阳修、曾巩、苏辙、晁补之、元好问、赵孟頫，皆是
外地人。若论本地人写济南，无论时间之早，还是作
品之精，张养浩当是名家中的第一人。地域文学写
作，对一个地方自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对于
河南而言，豫剧或比京剧更有价值。张养浩写济
南的作品，是济南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独特的文化
资源。

张养浩还是元代著名政治家，他任堂邑(辖域位
于今山东聊城市)县尹写的《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
写的《风宪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写的《庙堂忠
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官德思想和从政理念，明代
时被合为《为政忠告》(亦称《三事忠告》)广泛刊布，
是历代官箴类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

幕会的记者会上，新华社记者问温家宝总理：“今年
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请问总理，您如何评
价自己的工作？”温家宝总理答道：“在最后一年，我
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
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
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
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
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入则恳恳以尽忠，
出则谦谦以自悔”，即引自张养浩《为政忠告》中的

《庙堂忠告》。
曾任日本外相和首相，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

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平正芳，
自学生时代就对《为政忠告》(日本安冈正笃翻译书
名为《为政三部书》)爱不释手，尤喜读《庙堂忠告》，
并以其整个政治生涯认真践行。晚年在日本政坛政
治对立十分严重的形势下，他常与友人谈论《为政
忠告》，常用毛笔书写“任怨”“分谤”，甘愿以“任怨”

“分谤”的精神承受各种政治非难，即使临终前病卧
床榻，仍然写下这四个字以自励，而这正是《庙堂忠
告》第六、七两篇的篇名。大平正芳读过的《为政忠
告》如今仍保存在他家乡观音寺市大平正芳纪念馆
的文库里，供人阅读。

张养浩还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古今“道德家”
一词皆有多种含义，这里用以言说张养浩的道德风
范丝毫不输于其文学贡献。他为官清廉，尽心任事，
不畏权贵，直言真谏。当看到官场权力斗争激烈，自
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不恋官位，不随时流，飘然
返乡。居乡八年间，朝廷七次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
等要职征召，张养浩皆拒绝不出。而当关中大旱，饥
民相食，张养浩却不顾年高体衰，奉命千里赈灾，行
前尽散家财与乡里穷者，到陕仅三个月即因日夜操
劳病逝任上。这样崇高的品德，古今几人能及？正如
元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苏天爵来济南任山东肃
政廉访使时，为张养浩故宅作《七聘堂记》所言：“斯
其胸中所蕴，岂寻常者能窥其万一哉！”张养浩自应
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对照的镜鉴。

今天，名人纪念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一个
城市的文化含量与文化品位，具有极为重大的意
义。比如成都最著名的景点，便是年已久远却岁有
新意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如同成都的双眸，光彩
照人。

在济南，李清照纪念堂和稼轩祠，虽然如今规
模以及展陈的内容与形式已略嫌落伍，不尽如人
意，但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何以谈人文济南、名士
济南？即使我们为李清照、辛弃疾写一千本书，作一
万场报告，也不可替代李清照纪念堂和稼轩祠。同
样，若不筹划建设张养浩纪念设施，我们侈谈文化
济南，是不是略显言辞空泛和诚意不足呢？是不是
愧对先贤张养浩和这方水土呢？

张养浩西行时，济南城内住宅的新堂刚刚落
成，他去世后，其门生、元代第一个汉人状元、后为
编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的济南人张起岩，名之“七
聘之堂”，从此济南人皆以“七聘堂”称呼张养浩城
内故宅。“七聘堂”位于今省府前街北段东侧，明清
时改为张文忠公祠(张养浩谥号文忠)，民国年间尚
存。因张养浩曾任礼部尚书，“七聘堂”东侧的一条
小街，自清代名尚书府街，1967年将其与南头的皇亲
巷，合称玉环泉街。希望济南在古城将军庙、百花洲
一带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重建“七聘堂”，以作
张养浩故居纪念馆。

在纪念张养浩诞辰7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曾
写七律一首，末两句为“济南今日多楼厦，何栋比高
七聘堂？”千年之后，中华史册上必定仍然记载着

“七聘堂”，而那时今天济南所建的哪座房屋，还会
被后人以崇敬的语气说起呢？所以，千万不要让“七
聘堂”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消失的。

如何安放对张养浩的纪念

【窗下思潮】

□周俊芳

此猫名曰馒头，但它还有好多个名字，王英俊、
王阿咪、周旺财、王如花……总之，一猫兼多职，充
当各种角色，扮演多重身份，而毫无怨言。因为，于
它而言，名字就如同空气一般，任你怎么唤，它都爱
答不理，除非饿了。

馋、懒，是猫之本性，如同人性的自私与贪婪。
馒头猫到我家快5年，从当年捡来只有手掌大小，到
如今肥硕，跑起来浑身乱颤，曾经也经历了多次极
瘦阶段，甚至我每次都担心它一定会把自己饿死。
但生命就是这样，春风吹又生，何况猫有九条命，它
之顽强也让人咂舌。

刚养猫时，有回出差久了，馒头被寄养到我母
亲家一段时间。等接回家就一改往日活泼样，恹恹
的，吃得极少。一周时间都处于半绝食状态，躺在阳
台沙发上，见我回来，也懒得动一下。一副看破红
尘，了无牵挂的病态样，与之前，一见我回家就扑过
来喵喵叫，大不相同。大便也越来越少，走路开始打
晃，上网查了说可能是肝病，可能是肾病，各种紧张
难过。大中午，抱着去看了两三趟医生，抽血化验，
检查清洗，都说没事回去吧。

“它都一周不好好吃东西了，瘦得一把骨
头……”

“那就考虑换个猫粮，不行买点营养膏、冻鹌
鹑……”

原来，它是闹情绪，一是换了环境有些应激反
应，二是馋了，要吃点好的食物。于是，开开心心抱
着回家，一连买了三四种猫粮、零食，试着看喜欢吃
哪种。老话说，从哪儿惯从哪儿来，它的嘴越发叼
了，身量苗条，气质高冷，并没有成为传说中“十个
橘猫九个胖，还有一个压倒炕”。

养一只猫，和养一个孩子，有些时候是一样的。
孩子会一天天成长，终于有一天会上学、上班、独立
生活。而猫需要陪伴，无论是小小一只，还是大大一
坨，都会赖在家里，出没于卧室、客厅、阳台和一切
能到达的，且温暖的地方。很多时候，给它买的所谓
的猫窝，不过是个临时宾馆，以它自由散漫的性格，
应该唱着“喇叭拉姑”，四处流浪更适合。可惜，我不
敢放它出去，怕是再也回不来，见不到，缘分尽了。

我家馒头喜欢晒太阳，窗台、阳台沙发最爱，到
雨雪天气，一冷它就拼着命扒拉着要钻被窝。否则，
就整个房间乱窜，关门是万万不行的，它会用爪子
挠门，发出尖锐的声响。为了睡个好觉，为了家庭和
谐，只好委曲求全，好言好语，哄着进被窝去睡。那
副得理不饶人，牛烘烘的架势，真是让人又气又好
笑。

“你养了人家，就要好生待它。”爱人的理论常
常让我偃旗息鼓，一次次认怂。

比如掉毛这件事，每每抱怨时，恨不得赶出去
了事。嘴上说着，心里却舍不得。絮叨几句，爱人还
是那句“是猫就会掉毛，养它就要接纳它，馋、懒、掉
毛、铲屎、洗澡……”是啊，养它从为了便于撸猫，变
成了一份责任，包含着诸多谅解的宽容和爱。

馒头不吃肉，不吃鸡蛋，不吃鱼虾，不吃营养膏
和罐头……总之，除了猫粮，偶尔吃奶片，喝一点羊
奶。就是猫粮也是需要不停换，家里陆陆续续剩下
一堆猫粮，可它就浅尝辄止，勉强不饿死。有段时
期，连肋骨都能摸见，只能再买，档次越来越高，价
格越来越贵。可人家并不领情，不爱吃的照样不给
面子。

到后来，买猫粮都有了心理负担，不知买回来
吃不吃，买到一款馒头爱吃的猫粮，还颇有些成就
感。再也不用为剩下猫粮倒掉而心疼，看到能吃到
盘底朝天，无比开心。

不过十几日，新的烦恼如期而至。明显的，猫的
分量沉甸甸的，有种好多天没抱孩子，突然抱上的
不适应。如此短的时间，它怎么从一个飞腾跳跃的
凌厉猫，变成一个肚子圆滚滚的胖墩？莫非是皮球！

吃饱喝足，晒太阳，是馒头的幸福生活。没有风
雨奔波之劳苦，没有蜚短流长之烦恼，伸伸懒腰，上
蹿下跳，任时光一点点消磨，真是岁月静好的典范。

我有时很羡慕它，可以我行我素地活，野性难
驯地作，它并非以温柔虏获芳心，也不是以凌厉行
走江湖，甚至不是以勤劳获得幸福。它有时甜美，有
时无赖，有时聪慧，有时忧郁……一只猫，独自，不
靠才华，不靠本领，不靠诡计，单单靠自己本身，就
可以所向披靡，令人爱恋，且无怨无悔，是多么不易
的事。

这个世界，不乏被驯化的，惯常讨好和摇尾乞
怜的，譬如狗。而人性之光芒，不该是自由阳光，舒
展率真的吗？做自己，像只皮球猫的样子，瘦可特立
独行，胖可神气活现，不仰人鼻息，不笑人褴褛，如
此，甚好！

一只皮球猫

【有友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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