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东

伏羲传说为三皇之首，始创八卦，结网捕鱼，驯养
家畜，尝草医病，东汉班固《汉书》将伏羲列为帝王，即
炎帝、黄帝、伏羲。现存著名的伏羲庙有甘肃天水的羲
皇庙，河南淮阳的伏羲庙和山东微山的伏羲庙，

微山县两城镇刘庄有一座伏羲庙。坐北向南，背
依凤凰山，庙后有六个山泉，最大的泉称羲凤泉，四季
不凅，浇灌农田，庙台为大条石砌筑，东西长41米，南
北长35米，高约6米，伏羲殿东西长17米，南北长9米，高
约13米，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滚龙大脊，单华拱，三
下昂，七铺座，殿内8根大木柱，墙内12根八棱石柱。大
殿后面有女娲殿，女娲殿两边原有关帝殿、魁星殿，庙
台下边有三圣阁、禅堂、钟鼓楼、三门，门前有石坊，上
世纪60年代为了建学校拆掉了许多建筑。

伏羲庙始建于东汉，为小型建筑，北魏《魏书·地
形志》载伏羲庙为地理名胜，晋代《帝王世家》、唐代

《十三道图》皆载此庙。庙上原有唐代修庙碑记和宋代
熙宁十年重建三门碑记。现存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重
修碑及明代万历四十一年修庙碑，碑阴刻捐资人名。
1995年省里拨款，我主持修庙工程，见大殿西北角坍塌
处露着的石内柱上刻着宋代、元代文字，就想其他内
柱上是否也有刻字？搬梯子沿着各个石内柱的位置扒
开墙缝，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东北角的内柱上发
现宋代熙宁七年刻字，赶紧拍照作拓，砌上墙缝。

这12根石柱可能都刻宋代年号及捐资人名，由
于转向原因没能全部找到。可以说，几百年来古人没
见过这几处宋代刻字，后人也没权利和胆量再拆庙
扒墙。12根石内柱的高度和型制很统一，均为八棱，
刻字为宋代熙宁七年(1074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那
年。石柱是重建三门时施主捐资施舍的，其中一根石
柱上刻“大宋国兖州仙源县长福乡白塔村”郭氏全家
名字，“都知兵马使部勍”，郭勍是京都卫戍部队首
领，仙源县即今曲阜市。此柱的另一棱面有元代中统
五年(1264年)刻字，记载当时大旱，弹压、千户、提领、
都监、招抚、教授、鱼台县主簿等官吏来庙上祈雨、捐
助，刻铭记之。另一石柱上刻管勾等十余人捐石柱一
根，管勾是宋代地方税官。这12根石柱是三门的建筑
构件，明代扩建大殿时三门已塌，便将这些石柱挪用
为框架的内柱。宋代建筑构件且有明确纪年，在山东
仅此一例。大殿的八根通天木柱下边的石础为高鼓
状，尺寸相同，但年号不同，刻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
施舍木柱的人名，可能大殿的主体木结构在明代因
多种原因而历经多年才陆续完成。

清康熙年《兖州府志》《鱼台县志》对庙貌及周围
环境有翔实记载。1988年，济宁市文物局请北京的古
建筑专家祁英涛考察伏羲庙，他认为斗拱有元代明
代的，瓦件是明代的，大框架是明代风格。

遥想千百年前这处伏羲庙已是亭台楼阁、晨钟
暮鼓、碑碣林立的完整庙院，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统治
北方，利用宗教信仰治理民心，修寺建庙，元代大德
年间诏令统治区内广建庙堂，伏羲庙在金元时修缮
几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殿堂尚存，古柏亦在，殿堂
当作学校教室，后来村里改善校舍，拆了许多建筑，
砸了许多古碑建了新校舍，古柏也伐倒排船。

微山还有一座伏羲庙，微山伏羲庙东北20余里的
邹城郭里镇也有一座伏羲庙，俗称爷娘庙，1929年被军
阀梁冠英部队焚烧，上世纪50年代郭里公社拆下砖石
建炼铁炉、修桥、修水库，伐倒柏树建办公室。从遗址
上现存的殿基、石柱、碑碣、面积上看，气势远远大于
微山伏羲庙，建筑年代从碑文上可上溯至唐代，元代
大修。由于这二处庙宇皆属古兖州，都地处凫山山脉，
距离较近，有的文献只笼统说凫山伏羲庙，因此带来
一些纷争、混乱。万幸微山伏羲庙的大殿完整保留下
来，上级文物部门拨款修缮现存建筑，2013年国务院将
微山伏羲庙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肃天
水、河南淮阳的伏羲庙虽然规模宏大，但皆是明代始
建，远不如微山伏羲庙的年代久远。

□刘邦治

11月初，惊闻欧阳中石先生仙逝，十分悲痛。
回想前几年与先生交往之事，尤其是先生不顾年
高体弱，身体力行地倡导并奔走中华传统美德进
万家活动的场景，历历在目，令我感慨良多，我将
一些片段草就成篇，以彰立显示先生树人之风，
亦慰思念心迹。

我最初认识中石先生缘因一次大赛。1996年6
月，山东艺术学院承办了一次全国戏曲新歌大
赛，我当时在济南铁路局宣传部工作，被承办方
邀请参加。中石先生是大赛聘请的首席评审专
家，也是我负责接送车站的贵宾。先生当年七十
岁左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比较瘦弱，头发
稀疏，两鬓斑白，步履蹒跚，手拿一根木拐杖，但
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先生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的教授，对书法和戏曲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对京
戏也有兴趣，大赛期间特意去听先生的戏曲讲
座。先生以朴素的语言，娓娓道出戏曲的专业知
识，比如京剧唱腔的“气口”和演员上场的“程式”
等。大赛结束后，我陪主办方负责人送先生返程
回京，与先生的初次见面时间虽短，但仍有如沐
春风之感，虽慕先生书法家大名已久，但不好意
思求之墨宝，实为当时一桩未了心愿。

1998年6月，我调到济南铁路机械学校任党委
书记，当时中石先生正在济南，我向一位同是京
剧票友，也爱好书法的领导提起，有一桩向中石
先生求写墨宝的心愿未了，这位领导当即答应，
替我向先生求写。没过几天，我就拿到了先生给
我题写的书法。书法精致二尺长，一尺宽，正文内
容“天下平”三个大字；双落款，邦治先生、中石字
及印章。书体笔美圆劲、平和蕴藉，结体宽绰舒
朗，端庄洒落，风神俱足，书意按字揭意，引经据
典。通过先生题字，可看出先生不是简单地写书
法，抄写一些人们熟知的诗句或名言，而是据名
写意，文以载道，书以焕彩，作为中国第一任书法
艺术博士生导师名不虚传。

2000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济南铁路机
械学校由中专改为大专，改名为济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这是学校历史发展的大事。2001年是学
校建校50周年，我决定编辑一本总结办学50年的
书，书名为《春华秋实～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五十年回眸》。对于书名，我反复考虑应由欧阳中
石先生题写，一是为书增彩，使纪念办学五十年
回眸更加厚重，二是先生题写书名后，可用于更
改后的校名。为办好这一举两得的好事，我通过
友人先向中石先生做了介绍，先生答应后，我和
学校工会副主席李明到北京拜访先生，李明是当
代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的长孙。

先生当时住在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家属楼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老式砖楼，他住在二层
一户旧式的三居室，比较简陋。书房比较小，中间
放一张小写字台，后一排书柜，桌前放两把椅子，
没有常见的会客沙发。见到先生，寒暄了几句就
热情交谈起来。

李明作了自我介绍，谈起苦禅先生，中石先生
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与苦禅先生结识多年，可
谈之事俯拾皆是。我一直尊他为师，情同故旧。苦老
多年来一直呼我用字‘中实’。朋友告诉苦老用字有
误，可苦老执意如此。在苦老心里，我一直就是诚实
敦厚之人，所以一直用‘中实’这两个字。”谈到正题，
先生从身后的书柜里取出一张纸卷，展开就是《春
华秋实～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五十年回眸》十九
个字。四大余小，排列整齐，字体匀称，笔力劲锋，美
妙典雅。李明随即掏出润笔费，敬递先生，只见先生
脸色一沉，拒绝收钱。我们多说也无用，只能拱手叩
谢，并与先生合影留念。离开后，先生那一身山东老
乡厚道重情的风范，一直萦绕脑海。

欧阳中石先生在世人看来是一位书法大家，其
实先生也是教育、逻辑、书法、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
有精深造诣的著名学者。先生常常自喻是个“教书
匠”。在晚年，他对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现象十分忧
虑，向社会呼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自2006
年以来，他与同为山东籍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
任继愈先生共同编纂指导《中华传统美德丛书》。为
宣传中华传统美德，他不顾八十高龄，身体力行，多
次到全国各地学校、企业、军营、监狱赠送《中华传

统美德丛书》。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痛陈
了有些高校近几年连续出现的失德现象，最早提出
了学校教育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观点，并在任教的
首都师范大学开展“弘扬中华文化、践行中华传统
美德”活动。

我们也聘请先生为德育导师，当时先生正在
研究如何在职教领域推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问题，
所以爽快答应。2011年10月，山东职业学院举行建
校60周年庆典，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不顾年老体弱，
亲赴济南，出席我校校庆纪念大会，并在庆典仪式
上接受了我校的聘书。当时的场面令全校师生感
动。先生受聘我院德育导师，不是徒挂其名，而是
为学校出谋划策，要把我校建成弘扬中华文化，践
行中华传统美德的“样板田”。先生还亲自为学院
撰写校训。2011年上半年，我们将学院的校训草案、
办学方向、育人标准等书面报告先生，请先生画龙
点睛。先生收到后，仅用三天时间就反馈了为我们
撰写的精辟校训，并用他潇洒厚重的书体写出来，
即“知能共进，德道同优”。先生把知识、能力的并
进，品德和技术的同优作为校训，高度契合了我校
的办学传统和办学宗旨，凝练了我校育人理念和
目标，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认可，并成为全体师
生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

欧阳中石先生还倡导了中华美德进万家活
动，并为活动书写标旗。2012年5月，《中华传统美
德警句名言》主编殷昭俐向学院赠书。他向我讲
述了一件事，这本书出版前，《中华传统美德丛
书》主编季羡林先生在审此书时，对他和中石先
生交代：“这本书很好，要给家乡赠送一部分，不
要钱，由他和中石来办，相信你们能办好。”殷昭
俐说，“如今季老走了，中石先生也跑不动了，这
项任务我要继续完成。”

因美德教育结缘，我与先生往来增多，常随先
生参加活动，深受道德文化熏陶。2011年6月，我跟
随先生到运河山东段开展中华美德进万家活动，
先生为运河监狱捐赠中华传统美德图书，为监狱
干警和被改造的犯人作了崇德守法的报告，还为
监狱题写了“立德为本，育能树人”的改造工作理
念。许多人对先生不顾年高体弱奔走美德活动不
理解，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和山东的
几家媒体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欧阳中石先生，我们
学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进万家活动的组织者陪
同先生接受采访。在谈到“开展立德树人、中华美
德进万家”活动时，先生说，“我们山东有很多古
代圣贤，他们代表儒学文化，是讲美德的，‘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我们这些人要把美德传承给我
们的后辈，后辈们再传给他们的后辈，这样代代
相传，这是我们民族的责任。”这番话道出了先生
孜孜不倦耕耘中华传统美德的心声。

欧阳中石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
对艺术理论有独到的建树。2011年12月7日，清华大
学时代论坛举办“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
大师对话会。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
宁先生，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著名
诗人和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和欧阳中石先生，四
位大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清华学子分享对于
科学、人文、艺术的理解。我有幸陪同先生与会，亲
耳聆听了先生对艺术和科学的精辟阐释。先生引经
据典，从《论语》到《晋书》，探讨了古人对艺术的概
念。他说，艺术是用想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典
型，属社会意识形态，尽管艺术不能像科学人文那
样直接服务于社会，但艺术之美能使人感悟生命，
给人审美式思维。他举了“神舟八号”飞船成功返
航，称天地对接；天地是否真的相接了吗？没有！这
是修辞上的夸张，是一种想象。但是想象能启发科
学。比如我们喜欢月亮产生了“嫦娥奔月”，可以理
解为科学与神话的美妙结合。如此看来，艺术家应
该有科学家的思维，科学家也应该有艺术家的灵
感。先生态度谦恭，语言朴素低调，娓娓道来，要言
不繁。忽而驰骋想象于九霄之外，忽而又引经据典
于史书，让人陶醉于飘逸的思维之中，美妙神游而
又受益良多，足以显示一代大家学识之丰厚。

先生艺术理论有建树，诗文也颇丰，年已耄
耋，笔耕不辍。2013年1月，先生书作-诗文《中华
颂》，由李肇星作序，殷学仁辑注，中央党校出版
社出版。《中华颂》共九篇，依次为《中华颂》《祖国
颂》《时代颂》《和平统一颂》《国贤颂》《国宾馆颂》

《和谐颂》《泰山颂》《长城颂》，九篇宏文，立意高
远，大气磅礴。或抒爱国之情表赤子之心；或颂中
华山河之壮丽，展华夏民族之精神；或讴歌时代
之风貌，赞国贤志士，彰显精深博大之中华传统
文化。纵观书作雄雅温润，刚柔相济，尽显温柔敦
厚之貌。风神潇洒，气态轩昂，书风柔中寓刚，尽
得中和之美。诗文双绝，展现了书法文化的强大
生命力。我将读后感发表于2013年4月12日《大众
日报》读书版，打印送审先生时，先生予以批注：

“溢美之词太多，小作品只是在生活中写出一点
对自己祖国的一片诚心而已，其他皆不足以论
也”。
中石先生在教育、文化、艺术、逻辑等文科领域都

达到精深的高度，博得社会广泛赞誉。但他一如既往，
继续保持谦恭低调的本性。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德
艺双馨的高尚品格，永远留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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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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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山山县县两两城城镇镇境境内内的的伏伏羲羲庙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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