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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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709—785年)，唐代杰
出的书法家、政治家，曾任平原郡
太守，后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
师，世称“颜鲁公”“颜平原”。

如今的德州市平原县虽然不
是唐代平原郡治所在地，但也是
平原郡的治域，因而颜真卿在平
原受到长久的敬仰和爱戴。

唐代天宝十二年，颜真卿担
任平原郡太守，当时平原郡土地
贫瘠，还有山贼匪患，在平原郡，
颜真卿“废苛政、黜奸小、除奸诡、
进忠良”。

任平原郡太守期间，颜真卿
创作了大量书法精品，尤其是唐
代天宝十三年的《东方朔画赞碑》
成为传世名作，《东方朔画赞碑》
是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也被称
为“颜子碑”。

在平原郡，颜真卿抗击安史
之乱，在河北各郡纷纷投降的情
况下，他力挽狂澜，成为抵抗叛军
的中坚。当唐玄宗得知颜真卿依
然固守平原郡时，当即发出了“朕
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
此”的感慨。

有关资料表明，全国各地的
颜鲁公祠不在少数，在德州市境
内，历史上至少有过三座颜鲁公
祠，其中平原县的颜鲁公祠，其遗
址位于平原县政府东侧。据民国
二十四年续修的《平原县志·重修
颜鲁公祠碑记》记载：“是祠也，肇
建于前明弘治十五年，有祠三间
及大门。明万历十六年，知县刘思
诚重修，增建东厅三间，每年春秋
仲月上戊日致祭。”

平原县的颜鲁公祠曾在清乾
隆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同治九
年、光绪十一年相继重修。“颜鲁
公祠”不但得到多次精心修缮，周
遭环境也曾得到精心维护。

2007年12月下旬，平原县历
史文化研究专家王玉杰先生与王
洪哲先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在城南杨庄村南、平原县原看守
所西，发现了三截残碑，将三碑刻
对接仔细辨认，发现碑刻内容是
清光绪三十一年，山东抚院对平
原县颜鲁公祠护祠禁事执照的批
示，其中有“不准擅自入庙饮酒、
闲游以及庙院拴系牲口，任意作
践。尚敢故达，一经觉察或被告
发，定即拘禁，照例惩办，决不宽
贷”的字样，措辞非常严厉。

从碑文内容可以看出，此事之
所以惊动山东抚院，在于碑文里
所说的两点，一是关于礼：“颜鲁
公祠，累代崇祀，由来已久，春秋
致祭，载在典章，固宜洁静，肃以
安神灵。”二是关于教化：“良善者

多自惭无裨益教化，惟此先贤遗
迹昭示，来兹最足以资，观法而兴
起英贤。则该生此举，所以系乎阖
邑人心风俗者。”

平原县还有一座“颜鲁公
祠”，民国二十五年《续修平原县
志》记载：“旧志载，闲道书院久
废。嗣於嘉庆初年，经邑人、温县
知县张予定、贡生赵其容、举人董
芸、监生萧谦、生员黄学敏创修景
颜书院。因城中有颜鲁公祠，故
名。”这座书院一直持续到清光绪
年间，清末新政后，全国书院改制
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景颜书院原置有官亩地六顷
十一亩八分七厘七毫，年收租金作
为书院经费。光绪二十九年旧址开
办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平原县
知事洪寿昌就院东空地建筑大教
室6间、寝室15间。民国十五年，学
堂内设初级中学，规模宏阔。

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教
育厅”征求平原县政府同意后，决
定在平原县设立一所简易乡村师
范学校，初级中学迁出，其址让与
山东省立第五乡村师范。

2022年8月30日，因景颜书院而
文脉传承二百多年，存续九十多年
的平原师范摘牌，和另外两家师范
类学校合并为德州高级师范学校，
如今这里是龙门中学所在地。

平原郡为秦王嬴政二十六年
所置，设官分职，代有其人。两千
多年来，能称为名宦者仅有七人，
其中唐朝只有一人，即平原太守
颜真卿。清光绪版《济南府平原县
乡土志》记述如下：“颜真卿，字清
臣，琅邪临沂人……举进士，累迁
殿中侍御史。宰相杨国忠恶之，出
为平原太守。迨安禄山反，河朔尽
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从兄杲卿为
常山太守，斩贼将，清土门，十七
郡同日自归，推真卿为盟主，兵二
十万，加河北招讨使，用李萼计，
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等，击
走贼将袁知泰，斩首万级。肃宗即
位灵武，真卿以蜡丸裹书陈事。时
军费困竭，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
相输，用度遂不乏。后入朝，授宪
部尚书，为唐名臣。”

《颜鲁公文集》是颜真卿创作
的文集，南宋以后，陆续有沈氏编
本、宋敏求编本、留元刚编本及明
万历中真卿裔孙允祚刊本。

《颜鲁公文集》明万历年间
平原县重刻版本即沈氏编本。沈
氏，名沈侯，宋代吴兴(今浙江湖
州市吴兴区 )人。明万历年间平
原县令刘敞“履封怀古，遂购《鲁
公文集》重刻之”，作序者有河南
道监察御史、邑人赵焞，吏部尚
书杨一清。

《鲁公文集》收录了明万历和
清乾隆年间的《平原县志·艺文志》
里，凭吊和纪念颜真卿的诗词就有
18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族英
雄文天祥所作《过平原作》，诗中
说：“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
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江以北
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
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
长驱入咸京……公死于今六百年，
忠精赫赫雷当天。”

明万历十八年，平原县令刘
思诚请东莱书法家任仲，将文天
祥所作《过平原作》诗刻于石上，
立于颜鲁公祠内。1996年，此石在
平原县政府院内出土，2004年移
入平原县图书馆保存。

“死而不亡者寿”，颜真卿不愧
为名垂青史、万古流芳的名臣、名
家。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平原县
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
学会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
德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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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一区担架队，于1946年
9月初组建，由3个中队、9个分
队、354名民工组成。在大队长郭
兴茂的带领下，转战南北，参加
了傅山口、泥沟、宿北、鲁南、莱
芜等著名战役，胜利地完成支前
任务，荣获“陈毅担架队”的光荣
称号，受到鲁南行署、鲁南支前
司令部、鲁南二专署通令嘉奖和
部队、支前兵站多次奖励。陈毅
元帅在1959年青岛地方戏曲晋
京汇报演出座谈会上讲过：“我
陈毅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
人民对我们的支援。他们在战斗
中做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鲁南平邑一区担架队就是一
个范例……”

1946年8月，国民党开始向
鲁南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军队
打过来，那些外逃的地主就会跑
回来，抢我们刚刚到手的土地。”
平邑一区许多男青年决定报名
参加担架队。很快，平邑一区组
织起了354人、68副担架。之后，
这支担架队奔赴前线，跟随华东
野战军南征北战，做出了巨大贡
献。

鲁南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担
架队员们在苍山县(今兰陵县)前
线抢救伤员，最累的时候连续两
天转运伤员四次，队员们三天两
夜没合眼，两天只吃了两顿饭。
一中队150名队员，因为没时间
吃饭，一天喝了九锅水。“路长无
轻担”，更何况还要抬着伤员。可
是在转运伤员的途中，担架队员
们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先保证
伤员吃上三餐。有些重伤员大小
便不方便，高启文、陈照本、岳文
斌、赵永楷等队员就用自己的茶
缸、毛巾、帽子给伤员接屎接尿。

更可贵的是，队员们还要用
生命去救护伤员。鲁南战役的傅
山口战场，高启文带领二中队负
责火线抢救。他自己带一副担架
隐蔽在战场最前沿的瓜棚下，战
斗中一颗炮弹落在瓜棚上，高启
文被埋了起来。等他挣扎出来，不
顾自己的伤痛，根据一个战士的
指点，到一条隐蔽的沟里寻找伤
员，可到沟底才发现，那位同志已
经停止了呼吸。高启文帮烈士整
理了军帽，又掏出裹煎饼的包布，
擦干净烈士脸上的血和手脚上的
泥，才抱起遗体向担架队走去。回
程途中遇到另一个伤员，高启文
只好放下怀里的烈士，脱下褂子
给烈士盖上。那位伤员说：“同志，
你刚才做的事，我都看见啦，真是
亲人啊！”高启文却说：“我来迟
了，让你多受了罪，实在对不起你
啊！”那位伤员把毛巾递给高启文
让他给烈士蒙面：“把你的褂子替
下来穿在身上暖和，咱们还得继
续打仗啊！”

战后，新四军“〇一”部队总
兵站召开会议，对平邑一区担架
队进行奖励，授予“模范担架队”
奖旗一面；向平邑担架队的高启
文、陈照本、孙克厚、刘东文、刘
洪章、丁自成、公茂才、刘起顺等
人颁发了英雄模范奖状；全队72
人立一等功，175人立二等功，40
人立三等功，其余均受到表扬。
总兵站副站长田井说：“平邑县
一区担架队是坚决完成任务的
模范，在前线服务中，做出了很
多别人难以做到的模范事迹，创
造了宝贵经验，是大家学习的榜
样。”后来，鲁南行政公署通令嘉

奖他们，并颁发奖旗。山东野战
军八师给他们写来了热情洋溢
的慰问信。

战争仍在继续，担架队员们
也一直紧跟部队迁移。1947年2
月的莱芜战役，担架队从家门口
经过，尽管队员们已离家很久，
但为赢得时间，全体队员严守纪
律，无一人离队。

胜利完成急行军任务后，担
架队接近莱芜战场。一天下午，
他们接到一个特急命令，为按时
到达指定地点，必须白天行军。
白天行军的最大威胁是敌机空
袭。宿北战役的时候，担架队曾
遭受敌机轰炸，11人受伤，3人牺
牲。此后担架队每逢白天行军，
除做好伪装之外，还会派一名队
员作“瞭望哨”，担负瞭望敌机、
发信号的任务。这次二中队的

“瞭望哨”叫林传德。
林传德参加担架队是哥哥

林传江的遗愿。林传江就是担架
队在宿北战役中牺牲的三人之
一，他牺牲前说：“为了打退蒋介
石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就应
该老爹战死了儿子上，哥哥战死
了弟弟上，前仆后继地支援前
线。告诉我弟弟，我死后，要他到
前线来替我继续战斗!”就在哥哥
的追悼大会上，林传德和村里16
名汉子报名参加了担架队。

林传德和高启文走在队伍
最前面。走到一个村边场院时，
突然从东南方向飘来几个小黑
点。林传德和高启文马上吹起防
空哨，就地疏散隐蔽。三架敌机
围着村庄盘旋了两圈，随即俯冲
下来，扫射了一阵机枪，又扔下
两颗炸弹。要紧的是，草垛燃起
的大火威胁着场院上放着的九
辆独轮小车，上面全是弹药箱。
高启文、林传德、刘起顺三人顾
不上轰炸的危险，推着小车就
跑，其他队员们奋不顾身地扑
火，很多人脸上烧起了燎泡。在
这次保护弹药行动中，有六名队
员牺牲，四名队员重伤。

整个莱芜战役，一区担架队
紧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浴血奋
战，除胜利完成转运伤病员的任
务外，还积极参加战斗，3天抓获
俘虏215人。战役结束后，鲁南支
前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第一号嘉
奖令，称：“……平邑一区担架队，
在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中完成
了艰巨的任务，创造了辉煌成绩，
荣获了‘陈毅担架队’的光荣称
号……”担架队354名队员集体记
大功一次，高启文、刘起顺、郭继
龙、于清云等十人被评为模范担
架队员，担架队领导人邵泽成、郭
兴茂各记特等功一次。

之后，一区担架队服役期
满，光荣返乡。他们中的大部分
队员后来又参加了平邑县组织
的支前常备担架营和常备运输
营，于1947年3月重返前线，先后
参加了鲁中、泰安、沙土集、宿县
等十多次战役，直至淮海战役结
束。特别是大反攻开始后，他们
随军外线出击，两过津浦路，三
跨陇海路，一渡黄河，绕过冀、
鲁、苏、豫、皖五省，行程9620里，
未丢掉一个伤员，先后荣获“陈
毅担架营”和“陈毅运输营”等光
荣称号。担架队员高启文被评为

“华东支前担架英雄”，刘起顺等
13人被评为鲁南地区支前担架
特等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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