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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杨建东

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书法名
碑和重要艺术石刻，严禁拍照传拓，重点保
护，其中就有隋开皇六年造桥碑。此碑原立在
微山县马坡乡石里村的石里沟子，不知何时
移入村内“三教堂”。这块艺术名碑存世千载，
历经磨难，多次损毁，自古至今录入许多书
籍、书法教材。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石里村沟河交
错，逢雨季沟满河平，村民出行艰难，仲思那
等40名佛徒积德行善，捐资在村南的河上建
桥一座，竣工后立碑记之。碑上部刻二层佛
像，中部刻建桥经过，下部刻捐资人名。159年
之后，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诏灭
佛，此碑的上层佛像被乡民砸烂。清代乾隆年
间的史官闻知石里村有隋碑便前来考察，被
碑文的书法水平所吸引，便登记上报，热爱金
石艺术的高官钱大昕、阮元、武亿和陆增祥先
后趁出差机会考察此碑并作拓录入各自的金
石文集。

民国年间，鲁迅出资让人收集山东的汉
画像石拓片，其中就有此碑拓片。上世纪70年
代，山东省书协会员邹金奎住在三教堂内，床
铺靠着此碑，每晚用手指摹写笔画。后来拖拉
机撞断此碑，村民将碑角搬走砌墙。1979年国
家将此碑列为全国名碑，邹县文化局与微山
县文化局协商将碑运到邹县，理由是国家文
物局的文件中注明石碑所在地是邹县，微山
县文化局解释说，1958年石里村划归微山县，
此碑归微山所有，接着，县文化局通知马坡乡
文化站立即将石碑运回县文化馆收藏。

1991年，北京的《文物》月刊发表我写的
考证此碑的文章，石里村的王振军偶见此文，
说家的墙上就有这个碑角。我接到电话兴奋
又诧异，因为碑的年号、地名都在这个碑角
上，次日便赶赴140里到马坡，和乡政府人员
骑自行车又赶十多里找到王家，通过讲解《文
物法》，振军同意扒墙找碑角上交。虽然补齐
碑角，但碑的上两行文字仍无踪迹，好在上世
纪50年代邹县文化馆作了一幅完整的拓片存
档，也就是说残碑在微山县，完整的拓片在邹
县，仿佛一个被毁容的美女在婆家，而美丽的
玉照在娘家，终不能聚在一起。

此碑残高126厘米、宽74厘米、厚13 . 5厘
米。立在原野千年，风吹雨淋，色呈棕黄，下部
文字风化严重。碑文记载，隋开皇六年二月八
日，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40人见村南
多条河沟汇集成大水，阻隔行人，在河上建石
桥一座，采来像荆山一样的好石，请到像周随
一样的名匠。此桥竣工，但愿秦王越海那样的
气概镇住水患，长保平安，惟愿两岸花香，蜂
蝶竞集，天上的织女、江妃二仙女来此与牛
郞、交甫游玩长谈。

石里村南没有大河，石桥也不大，应为几
个桥墩上平铺石板的普通石桥，由于石碑移
位，谁也说不清古桥的位置。

碑文中涉及地理变化，高平县是汉代的
县治，石里村古属高平县，北齐天保元年(公
元551年)撤高平县，石里村划入邹县。立碑时
高平县已撤35年，撰文者沿袭旧称仍称高平
县。碑文书写者是民间高手，自始至终书写工
整，一丝不苟，楷书字体保留着南北朝的魏体
遗风，刻碑的石工亦是高手，一刀一凿不能改
变书法者的风格，真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
人名都冠以“维那”，“维那”是管理寺院的事
务知事僧。文中有十位仲姓者，皆为孔子门生
仲子路的后裔，西汉末，仲氏族人自泗水县全
族迁至微山县仲浅村，在石里村以西十多里，
仲姓也有后迁石里村的。石里村古称石里沟
子，里，是大村，隋以前就叫石里村，今天仍叫
石里村，是罕见的千年古村。

隋代兴亡37年，所遗文物皆为珍品，有的
省、市不见一块隋碑，而微山县就有开皇六年
造桥碑和1989年夏镇大官口村薛河底出土的
隋大业二年造桥碑(齐鲁晚报2017年2月26日)，
是隋代河流、地理、气象、建筑、宗教、艺术的
珍贵史料。

□王繁荣

古明水城，疆所虽小，名人甚多。然时至今日，
乡人能尽言其事者，寥若晨星，更有雌黄氏张冠李
戴，误导后人。如今明水古城复建正酣，其中必有
涉及名人故居者，今将五百年前明水古城三位名
人略加介绍，以资工匠备览，亦求方家指正。

明水古城，有康李两大姓氏，明水康，枣强人，
金代避乱走章邑，初居小康庄，明洪武年间卜居明
水。康字拆解有“广袤水田”之意，时明水周边水田
纵横，正合康意，故择居明水，康姓较别处发展更
旺，显宦辈出，最著名者当数保定知府康迪吉；明
水李，定居明水稍晚，丁口也少，然李氏亦不可小
觑，出过云南右布政史李冕，且二人为姑表亲。

李冕，字端甫，号脉泉，明弘治三年(1490年)出
生。自幼囿于困顿，因而读书勤奋，十三岁考中秀
才，深受章丘著名宿儒郑鸾的器重，并以爱女许
之。在岳丈的精心培育下，26岁考中举人，但第二
年赴京会试时却落榜。此时，李冕已婚，并育有子
女，家境本来贫困，长期读书无暇顾及生计，有时
竟靠郑夫人典当嫁时簪珥衣裳维持全家生活和供
其读书。后苦读十年，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36岁时
考中进士，官授河北魏县知县。

因出身贫寒，李冕特别能体恤民情。上任之始
就遇连年饥荒，为救民于水火，李冕冒死开仓赈
饥。县上存粮不足，又为民请命于郡守，力促从国
库中发粮4000石，保住魏县饥民的性命。祸不单行，
不久漳河又发大水，数百户人家面临灭顶之灾。胆
小的官吏纷纷弃民而逃，唯李冕奋然而前，组织人
力截水流。水灾过后，为恢复生产，他单枪匹马遍
访全县各乡，竭尽地方父母官之职，深受魏县人民
爱戴。在魏县期间，他不但改革了以往不分贫富均
徭纳税的弊政，还十分重视教育，培养了很多品学
兼优的人才。李冕施政，仁厚宽和，事事崇尚节约，
上面官员来往，仅以饭相待，并不奉送地方特产，
竟迫使那些以巡视为名沿途勒索财物的公使大臣
们“相告不行经魏县”。李冕对其家眷要求甚严，绝
不许他们倚杖权势。有一次他出发远行，家中粮食
吃完了，郑夫人索遍宅内上下家眷，竟没能凑起买
1斗米的钱，这在封建官吏中确实罕见，离任后，魏
县人民为其立“去思碑”作为纪念。

由于在魏县卓有政绩，明嘉靖十年(1531年)李
冕被提拔赴京任内台(即都察院)御史，后任杭州知
府。在杭州任职期间，李冕廉正自束，改革了许多
于国于民不利的弊端。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李冕的母亲康氏病故，
他回家守制三年。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服满，被授
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处州矿产非常丰富，因管
理不善经常发生盗矿井事件，钦派官员也曾被杀
害。李冕严厉法度，恩威并施，在任期间没再发生
矿变。境内有两条堰塞三百余年的大水渠，在李冕
的督导下也重新修复使用。之后晋升河南按察司
副使，兵备大名(今河北大名)，参予镇压有名的红
罗女起义。越三年，又晋升为陕西参政，与常常干
预地方行政的明王朝宗室进行过斗争。因有功，曾
获御赐银币之殊荣，特晋升为陕西按察使，后晋升
为山西右布政使、贵州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等
职，终因他在多年秉公执法过程中得罪了奸佞小
人，又不会逢迎当朝权奸，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被
迫以老而有病之名辞官还乡。

李冕在明水期间，睦族笃亲，对于明水李姓人
家，即使出了五服，也当一家人看待，平常出行，骑
瘦马，坐破车，衣食俭朴，如同贫寒之士一样，让人
不会想到曾是官居二品的高官。李冕宦游三十年，
足迹遍及河北、北京、河南、江苏、浙江、陕西、山
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半个中国，实属历朝中少
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病逝于家，享年73岁。乡
人感其盛德，敬奉为神，建祠纪念，“乡人禳灾祈祐
亦将有赖矣。”祠堂建在现李家大院东百米处，坐
北朝南，为一独立院落，内有松柏、石碑，历时四百
年香火不断，可见乡人对李冕之崇敬，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为区公所、大队部、派出所驻地，房屋保持
尚好，2006年公园扩建时惜被拆除。

再介绍一下明水康姓名人康迪吉。
康迪吉(1519-1568年)，字道甫，号右川，自幼相貌

秀异，才智过人。他是云南右布政使李冕的表弟，李
冕的母亲是康迪吉的亲姑，虽是表兄弟，但两人年龄
相差将近三十岁。嘉靖十七年(1538年)母亲去世李冕
回明水守制，一日手指一铁匠铺信口念道：“打铁锤
鸣红火闪开三阵电。”恰好康迪吉归家后听到邻家弹
棉花的声音，便对曰：“弹棉弓响白云震出一声雷。”
李冕大喜过望，称赞道：“圣人云，后生可畏，果不虚
言。”从此时常过问表弟的学业。不久，康迪吉考中秀
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乡试中举，接着于下一年
联捷会试四十八名，殿试第二甲九十二名赐进士出
身，授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康迪吉年轻有为，一入仕便颇有政绩，除户部
主事的政务外，还被指派管理粮仓饷边和督察湖
广粮食储备，一官而兼三职竟各称其任，得到了上
司的信任，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其嘉奖内容在

《康氏家乘》中有明确记载。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
年)擢升正郎，又派他监管湖北漕粮，兼管江浙关
税，他清正廉洁，丝毫无染，以至使一些贪赃而不
能的官员心生憎恨。曾有一李姓知府严刑逼问跟

从康迪吉的小吏，想找出康迪吉的“瑕垢”，但终不
可得。一年后，康迪吉升为户部郎中监管大同边
粮。其时，边防多战事，军中将士骄横狂妄，以功道
自居，康迪吉善于调措，恩威并施，官兵无不钦佩。

三年后，康迪吉出任太原府，正赶上汾河水涨
冲坏城墙一角，他未在衙门坐稳，便亲自绕城墙一
周筹划退水之策。在勘测水情时，他发现防水之堤
高而且薄，堤高则水深，堤薄则易坏，于是马上组
织民工突击修堤，减少高度，增加厚度，水患从此
免除。在太原任职期间，康迪吉首先整肃吏治，端
正民风，修学馆，敦教化，集中精力处理前任所留
遗案，用仁政爱民，使太原为之一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其父病故，回家守制三
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补任保定知府。保定位处
要冲，来往官员络绎不绝，稍有疏忽就得罪权贵。
康迪吉上任之后，以其敏性视事，巧妙周旋，有分
外要求者，决不姑息。曾有一都御史，南行过保定，
康迪吉因为没有像原来的知府那样给予贿赂，使
该都御史心怀不满，以怒斥其随身官员为名而旁
敲侧击康迪吉。康迪吉不畏权势，勃然动怒道：“大
人居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负纪劾百官之责，卑职如
有违法之处，请立即处置。不然，我当以此事为由
上至仕文疏，请皇上钦定。”都御史怕惹出是非，于
己不利，马上换了面孔笑而慰之：“康知府过虑了，
你才到保定几日便百业俱兴，地方尚赖你保障，理
应嘉奖，何出上言耶？”遂灰溜溜地离开了保定。康
迪吉不阿权贵、刚直清正的名声从此大震。

康迪吉在保定任上不足一年，即病逝于官署，
年仅40岁。说起康迪吉，不能不提他留给后世的

“山明水秀”四块奇石。曾有人说这四块奇石是在
保定府民众感其恩德所送，我觉不然，他在保定任
上不足一年，民众不会有如此深的感情，倒是在太
原做知府时极有可能，因为他任太原知府时，明水
的家人正在兴建康氏花园，他不仅千里迢迢为家
乡运来这四块奇石，还派来了一位花匠，专门侍弄
花草，这位花匠不仅有精通花木之法，还会疗毒之
术，其死后住处成为明水的花神庙，这在《章丘县
志》中均有记载。

最后再说一下李开先。
李开先是埠村街道办事处鹅庄人，他是章丘

继李清照之后又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的著名文学家、戏剧家。他多次逗留于明水，且与
康迪吉是儿女亲家，故也算半个明水人吧。

李开先未达前，长居章丘城，亦爱明水山水，
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二十五岁时曾与其好
友淄川孙夹谷，在位于明水东北八里的盘泉寺中
攻读，后连捷举人、进士，罢官归里后更与明水结
下了不解之缘。为保存历史古迹，李开先与当时的
章丘名流捐资重修了龙泉寺，修葺了百脉泉。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他挈妇将妾畅游百脉泉
留下了《吟百脉泉一韵五咏》的著名诗篇，诗曰：

水劲无过济，脉泉更著名。
不霜清见底，漱石寂无声。
颗颗如珠碎，潭潭比镜平。
不能容小艇，只可濯长缨。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东麻弯水忽然变浑，

冒出股股煤气般的异味，致使李开先产生了将有
异灾出现的预感，并赋诗一首《纪异·癸亥冬月》
曰：

盲水净无痕，麻弯乃上源。
如何千古色？忽变一朝浑。
普有熏煤气，略无旧味存。
异灾良有以，怀恻不能言。
此诗，足可作为研究明水水文地质变化的重

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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