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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民间传说

张稷若先生不光学问好，道行高，而且热心
公益、见义勇为，最见不得见利忘义、恃强凌弱的
行为。不过，他打抱不平也有他独特的方式。

传说当时济阳城里有个姓谭的财主。这个谭
财主，家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有穿不完的绫罗
绸缎，吃不完的米面酒肉。可他却为人刻薄，处事
吝啬，是个铁公鸡、琉璃猫，一毛不拔的主儿。有
一年遇上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可他非要佃户一粒
不少地缴上租子，拖欠一点都不行，转年再还也不
行。就在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有一家姓冯的佃户，
因为交不起租子，谭财主把冯老汉活活给逼死
了。当家人死了，撇下一家六口，老的老、小的小，
眼看是没法活了。张稷若先生对谭财主的不仁不
义早就不满，想教训教训他。今儿又听说他逼死
了冯老汉，更是气得不行，决计要给他点颜色看
看，让他知道离地三尺有神灵，做事不可太过分！

就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谭财主家里闹起
了耗子。嗬！这耗子闹得邪乎，好大的阵势！只
见那耗子一个个又大又肥，成群结队地到处乱

窜。进了东屋进西屋，吃完了南屋咬北屋；出了前
宅进后宅，闹够了东院闹西院。糟蹋了粮食糟蹋
衣裳，糟蹋了米面糟蹋酒肉，把个谭家大院儿里里
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糟蹋了个天昏地暗！
说来也是怪了，这些老鼠胆子忒大，不怕人，不怕
猫，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谭财主家里有几只
猫，见了这群老鼠竟然没了往日的威风，吓得钻进
了床底下不敢出来。有一只胆大的想抓老鼠，活
生生被老鼠咬死了！这些老鼠不光胆子大，还特
别狡猾，追不上，打不着，笼子不进，夹子不上，耗
子药也不吃！可把个谭财主吓坏了。就在谭财主
黔驴技穷的时候，管家提醒他，这不是一般的鼠
灾，非张稷若治不了，还是快去请张先生吧！

谭财主派人把张稷若先生请到了家里，把情
况一说，稷若先生却说治不了！谭财主一听，扑
通一下跪下了：“张先生行行好，张先生救救我！”
稷若先生说：“救你也不难，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
件。”谭财主慌忙说：“只要先生帮我除了老鼠，别
说是一个条件，就是十条八条我都答应！”张稷若

先生又说：“奇门异术虽然厉害，可那是上天所
授，只能用来替天行道，做善事，帮助恶人做坏事
绝不灵验。因此，要我帮你，你必须变成一个好
人，改做好事。你答应了，我才能帮你。”谭财主
一脸的不明白，那可咋办呐？张稷若先生对其循
循善诱：“你首先必须摆上香案，跪地磕头，对上
天真心悔过，知道错在哪里以后，再诚心改过。
上天如果原谅了你，自会帮你除去鼠灾；如若不
诚心悔过自新，须知离地三尺有神灵，绝难逃过
上天的法眼！”

谭财主这才明白，以前做事太过，罪孽深
重。他跪在香案前，诚心检讨了自己的过错，亲
自带人到冯老汉家赔礼认罪，还带去了银子，用
于冯家的丧事，又免了冯家的租子，留下了足够
的钱，叫冯家六口妻儿老小能好好过日子。从冯
家出来，又叫管家派人分头通知欠租的佃户，所
欠租子一律免除。

回到家里，只见张稷若先生端坐桌前，几百
只大老鼠挤在一个圈儿里瑟瑟发抖。张稷若先
生念动咒语，吹了口气，那些大老鼠慢慢虚幻起
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纸老鼠；纸老鼠徐徐燃起
火苗，又一会儿就烧成了灰。

（据《回河镇志》）

智劝财主智劝财主
英烈小传

革命烈士傅怀伦同志革命烈士傅怀伦同志
傅怀伦，字径五，仁风镇傅家村人，

生于一九一六年，卒于一九四四年。乡
师毕业，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0
年参加济阳抗日工作委员会。王海亭
村失败后，调德县，任八区区长，同年入
党。一九四一年任平禹县八区区长，被
选为二分区学习英雄，得头等奖状。一
九四四年八月，调济阳一区任区长，后
调白桥区任区长，十二月份提为三边县
民政科长。正在交替之际，二十九日
夜，被伪高占亭部包围。傅即组织突
围，不幸身负重伤被捕。在敌人押送白
桥时，傅怀伦同志一路痛骂汉奸高占
亭。刚下车，伪团副乔树平迎上前来，
冷笑着说：“径五，受惊啦！”傅不理采。
伪军将怀伦扶到乔的办公室，乔问：“径
五，你为什么要干八路呢？你看，无辜
受此重伤，合得着吗？”径五同志愤然回
答：“合得着！为挽救中国的危亡，为了
解放广大劳苦群众，怎么合不着？”乔又
问：“全中国四万万多人，就你自己救
国？”径五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古人的名言。你
是知识分子应当懂的，知而不行，懂而

不做，是什么人物！你曲膝投降，残害
抗日的八路军。我虽负重伤，名节不
损，请你思之！”乔低着头背着手转了几
圈说：“怀伦，受毒太深，清醒清醒再谈
吧！”几名伪军把怀伦扶到监牢里，用尽
各种刑法，仍是一无所得。一会儿，伪
军需杨旭东提着点心面带笑容地进来，
笑喜喜地对傅说：“我叫杨旭东，我外祖
父是你村的，所以来看你！”径五略一沉
思，不等杨说下语，立即痛骂道：“狼来
送礼，决无好意，快滚开！”

乔闻之大怒，立即将傅带上，历声
说：“径五，你不要不知好歹，执迷不悟，
现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考虑考虑，投
降，有官有职，否则处死！”傅怀伦同志哈
哈大笑，“共产党人，为抗日，为救中国，
解放劳苦人民，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死有
何惧！乔树平你枉喝了一肚子墨水！认
贼作父，丧心病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有点人味吗！”乔大怒，命敌开枪。傅怀
伦同志光荣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三边县广大群众为纪念他，学习他，
于一九四五年在惠民县淄角街西南角立
有石碑。我区现存碑文拓片二张。

艺术之花

回河街道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济阳区历史上
的集贸重镇。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回河就曾
经设置为镇。这里既是连接济阳、济南的交通要
道，又是大清河盐运的重要码头，水运陆运比较
发达，人流物流往来繁忙，发达的经济贸易和交
通运输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回河
街道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古迹众多，历史名人辈
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外来经贸文化相互融合
的效应，使回河的民间文化形成了开放性、兼容
性、“反求优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回河街道
的民间演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十里铺秧歌
十里铺秧歌师承陕北秧歌，已有100多年的

历史。它借鉴陕西秧歌动作矫健豪迈、情绪欢快
奔放等特点，融合山东人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
表现出了当地群众欢庆丰收的喜悦心情以及积
极进取、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

演员演出时，男子以毛巾包头，女子身着彩
色服饰，手持花扇、花伞等道具。表演形式，主要
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在锣鼓伴奏
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部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
动，脚下以“十字步”套路作前进、后退、左腾、右
跃的走姿步态，上下谐协，步调整齐，彩衣飘舞，
花扇翻腾。表演内容上，包括说唱新词、跑驴、丑
角等十几个节目。

南陈高跷
回河街道南陈村高跷队始建于民国初期，至

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解放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
过上了幸福、安定的新生活，民间艺术大放异彩。
每到春节，南陈村的人们便敲起锣鼓，踩起高跷，
庆祝丰收年景，表达美好心愿。表演者通过腾、
挪、跳、翻、蹬等惊险动作，表现了劳动人民坚韧不

拔、勤劳勇敢以及乐观向上的精神。
南陈高跷队约有 120 人组成。所有演员古

装打扮，由夜叉带头，七仙女飘飘在后，腰鼓、云
锣敲打节奏，演员动作协调一致。他们表演的内
容，均取材于优秀古典文学以及经典民间传说中
的人物和故事。其中《白蛇传》中的断桥、许仙灌
药等情节表演，动作敏捷，形象逼真；《西游记》中
的真假猴王、三打白骨精等，均在二起（起，特指

“层”的意思，下同）高跷上表演，难度较大，惊险
刺激；《西厢记》中的张生、莺莺、红娘等人物，动
作纯真质朴；《水浒传》中的“石秀杀和尚”，场景
和人物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生动有趣。

南陈高跷不仅能在地上表演，还能在空中上
二起和上三起表演，动作难度大，惊险程度高，其
中尤以三起表演大胆泼辣，惊险刺激，是该村近
百年以来的一项“绝活”。上三起，是南陈高跷艺
术的高潮阶段，每当表演至此，总会赢得观众潮
水一般的掌声。

北张东路梆子
1910年，以张崇根为首的民间艺人就创办了

乡村东路梆子剧团，演职人员有本村的和邻村的
共计30余人。每年春节前，剧团在本村和周边
村巡回演出，深受群众赞誉。

北张东路梆子的唱法，以本嗓原声为主，每
句的最后一字行腔，用假嗓翻高演唱，发出“沤”
的尾音。所谓的“山东沤”之称，就是由此而来。
北张东路梆子唱腔高亢激昂，抑扬动听。乐器以
大胡琴、月琴为主。大胡琴与山东梆子、平调的
二弦，莱芜梆子的提琴，枣梆子的锯琴等基本相

似，杆粗短，椿木为筒，六楞，用梧桐板覆蒙，6—3
定弦，里外弦全用老弦。后来，陆续增添了二胡、
三弦、笙等乐器伴奏。他们有时也唱扬州乱弹、
柳子、罗罗等剧种，分别用笛子、唢呐伴奏。

北张东路梆子的唱腔音乐属板腔体，主要有
大一板（大慢板）、二板（也叫慢二板）、三板、四
板、尖板（导板）、小导板、一句一打、三泣板、哭腔
等。其基本唱腔为“慢一板”，艺人们又称之为

“本地乱弹”，系用弦索伴唱的板腔形式，与横笛
伴唱的扬州乱弹相比，风格迥然不同，实为一种
土梆子的形式。为了有别于“雅部”的昆腔，所以
北张东路梆子参照了清初对一般地方戏曲的泛
称——乱弹，而自称为“本地乱弹”。

北张东路梆子的主要伴奏乐器是唢呐。唢
呐牌子主要有大开门、小开门、水龙吟、点绛唇、
大泣颜回、悲泣颜回、起营、唢呐皮、滴溜子、慢中
紧、紧中慢、到春来、寄生草、一枝花、粉蝶子、五
马江儿水等。弦乐曲牌主要有大开门、小开门、
八板、海青歌、花梆子、哭皇天、万年欢、工尺上、
柳摇金、八岔、傍妆台、回回曲等。

北张东路梆子的乐队分文场和武场。文场
为管弦乐，主要有大胡琴（主弦）、月琴、小三弦、
二胡、笙、低音胡、闷子等。武场为打击乐，主要
有腔鼓（板鼓）、堂鼓、板、梆子、大锣、筛、铙、钹、
小钹、小锣、铃、木鱼等。

北张东路梆子的传统剧目很多，内容也很丰
富。主要有《破洪州》《打渔杀家》《打侄上坟》《坐
楼杀惜》《庆顶珠》《火焰洞》《翠花宫》《锁麟囊》

《刘金定》等。
（据回河街道资料）

回河的民间演艺回河的民间演艺

回河街道沟杨村位于济阳城区南9
公里处，现有100户人家，406口人，党员
11人，耕地26.7公顷。主要农作物为玉
米、棉花、小麦。2020 年人均纯收入
32000元。

明朝洪武年间，杨氏先人由河北枣
强迁入大清河西岸定居，因村南有一东
西大沟，沟水流入大清河，故称沟头阳
村。后因杨姓居多，又演变为沟杨村。
后有齐、张两姓迁入，于是沟杨家成为杂
姓村。

明朝末年，沟杨村已是水旱码头。
当时附近地区的土特产品如枣、山楂、
梨、粮食等，都要经过码头运往全国各
地，并能将沿海地区的产品如盐、水产等
运入本地，加速了济阳城南一带与全国
各地的经济交流。当时，此地仅经贸店
就有40多家，这里的繁华景象于此可见
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沟杨村群众积极参
加抗战。1941 年回河区队和沟杨村群
众在南大堤上与日寇发生激烈战斗，村
民们打死日军一人。为了截住日军汽
车，村民们将很多大耙耙齿朝上埋在大

堤上，扎坏日军的轮胎，缴获了一车枪
支弹药。解放战争打响后，全村打造木
帆船8只，并派出30多名青年参与支援
前线的运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沟杨
村在党的领导下治理黄河，战胜洪水灾
害，多次被评为先进抢险班和模范单
位。

改革开放以来，沟杨村以黄河浮桥
公司为龙头，积极发展运输业，全村运输
车30多辆，从业人员60多人，辅以服务
业。还发展了副食品经营、电气焊、棉花
加工、建材等多种行业，从业人口占全村
人口的65%。近年来，年实现利税40多
万。

沟杨村多次获得上级表彰奖励：
1976 年被评为济阳县经济建设先进单
位；1977年被评为县级水稻种植专业村；
1988 年被授予济阳县文明村称号；1991
年被授予济阳县村集体企业先进村；
2001年被授予济阳县“三强”村；2002年
被授予县社会综合治理先进村；2003年
被授予济阳县小康建设先进村；2004年
被授予济阳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村
称号等。

村庄扫描

沟杨村沟杨村

杏林名医玄振一杏林名医玄振一
□ 孙金玉

玄振一（1929—2009），中共党员，祖籍山
东省泰安市，幼时随父母迁至济阳县。他 18
岁跟随济南市名医王荣久先生学医，后继师从
济南市针灸名家庞有麟先生研习针灸术，20世
纪40年代始悬壶济世。自50年代起，他与周
伯良、王长乐、孙济生，一同被尊为济阳县“四
大名医”。

幼志于学
玄先生一生酷爱学习。他 12 岁入私塾，

每次考试均列第一，深得先生的喜爱和同学
们的赞佩。1936 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
取济南市育英中学。“七七事变”发生后，日
寇大举入侵中国，为躲避战祸，育英中学举校
南迁，因家境贫困，玄先生无力随校南迁，于
1938 年返回家乡济阳，跟随王荣久先生学
医。

学医先立志，古人云“志不立，天下无可成
之事”。玄先生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又得
名师指导，一旦确定其立身之志后，便如鱼得
水，如鹰展翅，从此在学医从医的征程上开始
了顽强的拼搏与奋进。学医必精，王荣久先生
经常教诲他说：“学医要多读多记，要弄懂脏
腑、经络、四诊、八纲、六经三焦和辨证论治，至
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处方用药既要严格，又
要灵活，人命关天，不可不慎之又慎。医书浩
繁，虽各家学说不一，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必须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可急于求成。吴
鞠通有言：‘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
医，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学而不精，杀人易如
反掌。’”

玄先生谨记师言，朝诵夜背，行思坐想，刻
苦钻研，稍有闲暇，便以读书为乐，取各家之要
领。经过勤奋好学，其学识之丰厚，记忆之准
确，理解之深透，辨证之严密，针灸之精通，方
药之简练，效验之确实，深得岐黄精要，使他在
青年时期便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家。在

跟随王荣久先生学习一年半后，王先生将其举
荐到济南广裕堂，师从针灸名家庞有磷学习针
灸术。庞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和蔼可亲，平
易近人，将毕生所学全部授予玄先生。尽得所
传后，玄先生于1942年回家独立应诊，从而开
始了长达68年的从医之路。

爱岗敬业
凭着深厚的中医理论和日趋成熟的临床

技术，虽初涉医道，玄先生便取得了很好的临
床疗效，声名渐起，慕名求治者日渐增多。无
论贫富贵贱，老幼妍媸，他待病人皆一视同仁，
且不管风雨寒暑，夜黑月高，他都能随叫随到，
很快便取得了周边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即便
是遇到疑难病症，他也能见病知源，或舍症求
脉，或舍脉取症，或针或药，或先针后药，总是
应手奏效，力挽狂澜。

医者父母心。他给人看病不图回报，不计
得失，总是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让他们花最
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治病效果。因此找他看病
的人，经常排起很长的队伍。即便是在他退休
后，他也还是每天拿出至少半天的时间，医治
那些上门求医的病人。他经常批评谴责那些
不顾医生职业道德，为了吃回扣给病人用猛药
和贵重药物的医生，他说猛药容易使人产生副
作用，而贵重药材往往又使病人耗费大量钱财
但效果一般。凭着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
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他在68年的
从医生涯中，救治了济阳、德州和济南等周边
地区数不清的急危重症和疑难病人。直到在
他90岁高龄去世时的2个月前，还坚持给慕名
来诊的病人看病，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使他们
得到了医治。

玄先生每次会诊后，都留存有医案。68年
来，他积累了丰富的医学资料，后整理成书卷
的形式，供后人参考。如《济阳中医药手册》

《济阳中医志》《济阳医药卫生志》《名医玄振一

医案选》等。尤其是《名医玄振一医案选》，是
从1946年至2003年所积累下的众多医案中选
录的，由济阳中医院委托急诊科主任许培柱代
为整理编排后，于 2004 年出版发行。该书所
摘选的案例，贯穿了玄先生各时期最具代表性
的治病案例，每一病案，他都进行了辨证分析
和方药分析，对提高中医临床大夫的水平，促
进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忠诚于党
玄先生治学严谨，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

外人眼里，他的表情似乎总是不苟言笑的。但
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热爱工作胜于生命，
他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
他的一生勤勤恳恳、无私奉献。

玄先生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与战乱，深切
感受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使他由贫苦
之身转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医生。老人家
生前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
义事业，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这是他自身思想境界与党的政治主张的完
美结合。

玄先生为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而不懈的奋斗，他一共向党组织递交了
近百份入党申请书，甚至有时能达到每月写一
份。在政治斗争扩大化的年代，由于玄先生是
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的入党问题迟迟得
不到批准。但玄先生为了实现自己“永远跟党
走”的人生追求，从没有放弃过向党组织的靠
拢，终于在他 62 岁时实现了自己一生的夙愿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玄先生工作更加勤
奋，只要有党的组织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从
不缺席，而且他对身边的年轻同志也关怀有
加，督导有方。笔者有幸与玄先生共事 30 多

年，深受玄先生的教诲与熏陶，受益
良多。尤其在入党问题上，玄先生
曾亲自找我谈心，问我对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一直
在积极争取和追求着，但至今未能
如愿。”玄先生问我最近是否又写过
入党申请书，我说没有。玄先生便
从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党说
起，讲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有志青年应当积极主
动向党组织靠拢。他让我最近再写
一份，并主动提出要做我的入党介
绍人。以后见了面他便催问我，我
不敢辜负玄先生对我的期望，便认
真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他，
他亲自交到了院党支部。从此，我
也尽早地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愿望。

玄先生希望他的孩子们也能像
他一样，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做一名忠诚于党
的人。他对子女们总是严格要求，从不娇惯其
中的任何一个。但是他的孩子们都知道，在他
严肃表情的背后，是一颗炽热滚烫的心。

教书育人
在玄先生的家里，板板正正地摆放着“关

心下一代成长优秀工作者”等荣誉证书。这是
上级组织对他的表彰和认可。

玄先生曾多次被举荐和选拔到各类培训
班、教学班，担任授课任务。尤其值得称道的
是，他在2002年82岁高龄之际，用了一年多的
时间，给济阳县中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系统地
讲授了他一生的学术经验和临床体会。玄先
生讲课，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方法技巧，临床举
例信手拈来，经验心得俯首即吟，医林典故比
比皆是，杏林笑话令人捧腹，他总是能深入浅
出，旁征博引，使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加深

理解，牢记课程的内容。对于年轻大夫，玄先
生怀着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对他
们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解，有时
还主动给身边的年轻医生讲一些自己的学术
观点和临床经验，以督导年轻大夫们尽快提高
学术水平。凡跟随玄先生学习过的同学，无不
受其学识人品的感染而学业有成；凡与玄先生
一同工作过的同事，更是为其高尚的医德医
风、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所
影响。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中医药学的热爱，不断
地传承后学、提协晚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成为了济阳中医事业发展史上
享誉最久、享寿最高、成果最丰的著名老中医。
玄先生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与世长辞，享年 90
岁。玄老先生的逝世，是我们济阳中医事业的
极大损失。让我们更好地继承老先生的遗志，
为中医事业的更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