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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为曾任浚县
!

年县令

的刘德新拜谒子贡祠堂时所作
"

短短一百多字可谓黎公子贡风

云一生的生动写照
#

怎样评说这

位
"#$$

多年前的风云人物呢
$

说他是孔门高徒
%

精通六艺的大

儒之才或是能言善辩
%

首开战国

纵横之先河的政坛风云人物
"

又

或是富比陶朱的跨国企业大老

板
"

似乎每个称号加在他的头上

都不过分
#

记者曾阅读过许多关于子贡

这位生于浚县
%

葬于浚县的历史

名人的书
"

对他每多了解一分
"

崇敬便也随之增加一分
#

惜墨如

金的大史学家司马迁
"

在他的

&

史记
'

中
"

记载亚圣孟子时仅用

了
"%#

个字
"

而记载子贡的文字

却多达
#$$$

字
#

可见
"

不光是后

人
"

就连司马迁这位大史学家对

子贡也是倍加推崇的
#

!"#$%&'()

怀着对这位
&#$$

多年前的

浚县名人的崇敬之情
"

循着历史

的足迹
"

记者踏上了寻访子贡古

迹之路
#

浚县文物旅游局的赵喜士先

生十分热心
"

他坚持陪同记者一

道前往南大街的端木祖宅
#

路

上
"

赵先生告诉记者
"

端木家现

主要从事建筑业
"

家境颇为殷

实
#

不光如此
"

端木子孙在经商

的同时
"

还不忘研究先祖留下的

儒家道义
"

可谓浚县新一代儒商

代表
#

等到了端木祖宅一看
"

果

然是殷实之家
(

从大门外看去
"

两层红砖楼房
"

红漆木门
"

显得

典雅大方
#

正对着端木祖宅的大门
"

有

一个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
%

深约

六七米的大坑
#

赵先生告诉记

者
"

这个坑被当地百姓称为
)

端

木坑
*#

坑中存水
"

青苔布满水

面
#

坑的边缘还种了不少的串

红
"

与坑沿处绿色的小树相互映

衬
"

别有一番风情
"

使得这座坐

落在整齐民宅建筑中的大坑不

会显得特别突兀
#

端木第
!$

代

孙端木庆国先生告诉记者
"

这个

坑的来历还跟历史上著名的
)

焚

书坑儒
*

事件有关
#

据传
"

此坑为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挖
"

子贡作

为孔子著名弟子
"

其子孙后代当

然难逃被坑杀
%

迫害的厄运
#

这

一残酷野蛮的行为
"

迫使子

贡后裔不得不迁徙他处隐姓

埋名好多年才得以返回故

里
#

看着这个大坑
"

记者的思

绪似乎被拉回到秦始皇年

间
"

在那个暴虐
%

恐怖的时

期
"

多少宝贵的史书
%

典籍在

一场场人为的大火中毁于一

旦
"

真是令人痛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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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问及子贡祠堂时
"

端

木庆国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
"

说
()

就在祖宅西面不远处
"

现在

基本上变为一处废宅了
"

以前浚

县农机厂用着
"

自从农机厂破产

后
"

院子一直空着
"

早已不见当

年的盛况了
# *

端木庆国先生带着记者绕了

几个弯
"

来到一处铁门紧锁的院

子前
"

指着紧闭的铁门痛心地

说
()

这就是当年我们
,

老先生
-

祠堂所在地
#

我也没有钥匙
"

咱

们就在门外看看吧
+ *

震惊不足

以形容记者当时的感受
"

端木

庆国先生是不是弄错了
$

闻名

全国的子贡祠堂怎么是这个样

子
$

从生锈的铁门隙缝向里望

去
"

几座砖瓦房坐落在稀稀拉

拉几棵桐树间
"

原子贡祠堂那
#

间与浮丘山上碧霞宫规模相似

的正房哪里去了呢
$

楷树呢
$

记者心中一连串疑问却不知从

何提问
"

还是端木庆国先生看

出了记者的疑惑
#

他指着一棵

桐树告诉记者
()

那棵桐树处就

是当年楷树生长的地方
"

原祠

堂为宋徽宗年间都水使孟昌龄

所造
#

祠堂坐北朝南
"

共有五

间大殿
"

三道牌坊
"

现在这些

石匾
%

碑刻都已无从寻觅
"

大

概是当年挖防空洞时作为条石

用了
#

上世纪
'$

年代初
)

批林

批孔
*

时又把祠堂的正房拆除

了
# *

1234567

楷树被桐树所代替
"

那么楷

树在哪儿呢
$

端木庆国先生带着

记者又回到端木祖宅
#

端木庆国

打开了仓库的铁门
"

在石棉瓦搭

成的凉棚下
"

他指着一段
(

人合

抱粗的古木说
()

这就是楷树
"

现

在只剩下其中的一截了
"

别看它

外表看起来很沧桑
"

但它的木质

却很结实
!!*

这就是当年子贡

亲手所植
%

历经
&#$$

多年沧桑

巨变的古树吗
$

它曾经那么辉煌

过
"

多少高官富豪
%

儒家弟子慕

名前来祭拜过它
"

如今
"

它却孤

零零地躺在简陋的凉棚下
"

陪伴

它的只有一块上刻
)

先贤子贡故

里
*

的石碑
#

子贡研究学者
%

浚县文化名

人马金章先生告诉记者
"

山东曲

阜城北的孔林还有一棵这样的

楷树
.

早已枯死
/"

而浚县的这棵

要粗于孔林的那棵两倍有余
#

说

起它的渊源
"

马先生说
"

这还有

一个传说
(

公元前
(')

年
"

孔子与世长

辞
"

子贡悲痛欲绝
"

其所拄的两

截哀杖在老师入土时被插进土

里
#

师生之情胜过父子
"

子贡守

墓守了
*

年
"

而那两截哀杖竟然

生根发芽
%

茁壮成长起来
"

因念

恩师的高风亮节
%

博学善教
"

当

为世之楷模
"

遂将其命名为
)

楷

树
*"

以表孔子之楷模流芳千古

之意
#

守墓期满回老家时
"

子贡

为永缅恩师
"

特移一株带回家乡

栽到庭园中
"

表明朝夕不忘师

恩
#

"+$$

余年间
"

楷树根深叶茂
"

枝干纵横
"

树干
,

人方可合抱
#

每到仲春时节
"

花开似锦
"

布满

枝头
#

花后生叶
"

叶如槐而较长
"

又似柳宽而短
#

多年来老根却一

直没有新生幼苗
#

因相传楷花能

治各种妇女疾病
"

所以每每开

花
"

群众多前往采集收藏
#

人多

花少
"

渴望得楷花而没轮上的

人
"

则折枝撷叶
%

割剥树皮
"

使树

体损伤日甚
"

加之当时官府对此

奇珍异株从未加以保护
"

致使楷

树于
%),$

年日寇盘踞县城时
"

慢慢枯萎死掉
"

光秃秃的树干再

也见不到那历经
&+$$

多年的旺

盛情景
#

但是
"

想起它曾见证子

贡对自己的穷困潦倒的老师那

种深厚感情
"

想起子贡尊崇师道

的行为
"

不免使参观者由衷地对

其产生一种神圣感和崇敬感
#

89.:;&'

的确该到张庄子贡墓前凭吊

一番了
#

站在张庄村村口的马路边向

东北角举目望去
"

一片树叶葱郁

的杨树傲然挺立在旷野之中
"

显

得苍茫而静穆
#

记者踏着泥泞的

小路
"

怀着紧张而又神圣的心情

慢慢地走近了这位历史名人墓

地
#

穿过羊肠土路
"

在一片花生

地中间
"

一块方方正正的石碑映

入记者的眼帘
"

上刻
)

子贡墓
*

三

个大字
#

钻进紧靠石碑的玉米

地
"

在地中间终于找到那块当年

子贡墓被破坏时仅存的
&

改正先

贤黎公墓祠记
'

石碑
#

石碑高约
,

米
"

宽
%

米
"

上面镌刻着当年浚

县县令昭告天下确定子贡墓在

张庄的碑文
#

我们在玉米地里向

北摸索了好一阵子才钻出来
"

举

目望去
"

一个直径约
&$

米
%

高七

八米的土丘在一片花生地中央

凸立着
"

这大约就是子贡墓遗址

了
#

土丘上生长着许多杨树
"

杨

树下则长满了野草
"

不知道的路

人肯定不会将这座土丘与著名

的子贡墓联系在一起
#

坐在花生

地边的一块石头上
"

仰望着子贡

墓
"

记者想起了马金章先生讲述

的有关这块
)

风水宝地
*

的传说
#

子贡祖宅位于县城南大街
"

可他死后为何不埋入祖茔
"

却葬

于离县城三四公里外的张庄呢
$

马先生告诉记者
"

之所以将子贡

坟置于张庄
"

当时还涉及到
)

风

水
*

等很多因素的考量
#

据考证
"

黄河曾流经浚境近

%!$$

年
"

张庄就位于黄河故道
#

黄河虽多次决口
"

但河水流至张

庄南半公里便叉开东流
"

至后嘴

头村北汇合
"

两叉道当中形成一

个宽两公里
%

长约
%$

公里的旱

堤
#

河堤南高北低
"

状如卧龙
"

俗

称
)

龙虎堤
*#

传说每遇黄河发洪

水
"

堤随水长
"

故又称为
)

活堤
*#

至今
"

张庄一带还流传着
)

黄河

水
"

四下流
"

淹不了张庄后嘴头
*

的顺口溜
#

张庄村三面环水
"

且

地势又高
"

位居
)

龙虎堤
*

之首
"

可谓当时人们眼中的风水宝地
#

因之
"

端木子贡作为春秋时期浚

县一带的名门望族
"

选择
)

龙头
*

之地作坟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

现在的人们可确认子贡墓位

于张庄村无疑了
"

但是自元末至

明末的长达
&&$

年的时间内
"

人

们一直把大?山南麓的荒丘错

认为真墓来祭拜子贡
"

伪墓处的

子贡祠堂也越建越大
#

直到明万历二十年
.

%+)&

年
/"

宁时馍出任浚县县令
"

他根

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
"

终于在

张庄找到了真正的子贡墓
#

于

是
"

宁时馍报请郡台
"

平掉了假

墓
"

又将子贡石像移回张庄
"

在

原址重建墓祠
"

并立
&

改正先贤

黎公墓祠记
'

碑
"

以记其事
#

据子贡研究者马金章先生介

绍
"

未被捣毁前的张庄子贡墓祠

坐北向南
"

南端有石坊
"

为
)

四柱

三间
*

式结构建筑
"

向北穿过大

门即是祠院
#

甬道直达正殿
"

石

马
%

石羊
%

文武翁仲排列左右
"

雕

刻精致
"

形象生动
"

栩栩如生
#

正

殿后面的子贡墓高
-

米多
#

整个

墓园占地
.$

余亩
"

古柏参天
"

百

株有余
#

自明清至今
"

每逢农历

二月廿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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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庄子贡墓祠前大会上
"

附近村

庄的男男女女
%

老老少少
)

持酒

登堂祭子贡
*"

表达了百姓对先

贤圣哲的敬仰之情
#

对这座原本

古朴庄严的古墓祠
"

现在也只能

通过研究者或是见过此墓祠的

老人了解其原有结构和概况了
#

据张庄村村支书张书忠介

绍
"

%)+!

年
"

浚县在临近子贡墓

处开挖了大公河
"

随之而来的便

是
)

千船万吨
*

工程
"

而造船需要

大量的木料
"

遂就地取材将张庄

子贡墓祠前的百余棵古柏砍伐

殆尽
#

后来
")

文革
*

时期
)

破四

旧
*"

子贡墓祠被列入了
)

四旧名

录
*"

进而墓冢被掘
"

石马
%

石羊

被毁坏
#

马金章先生说
()

后来
"

河南省召开的
,

批林批孔
-

大会

就是在张庄村子贡墓前举行

的
# *

他还告诉记者
"

子贡墓在

%)'.

年就被浚县人民政府公布

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短短几天的浚县之行
"

记者

连续寻访了子贡有关古迹
"

像是

在历史长河中走了一遭
"

也对这

位名垂千古的浚县名人重新认

识了一番
"

既感叹子贡生前巨大

的成就
"

也为相关遗迹未能被完

好地保存而唏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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