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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济宁市委常委、秘书长  刘成文    ——这里是让海内外文化学人魂牵梦绕的文化圣地，    ——这里
有让济宁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辉煌文明。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济宁，历来被誉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
在济宁这片钟灵毓秀且有着厚重多彩文化的中华民族沃土上，燃烧着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的文明之火，
这里不仅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诞生地，同时也孕育了孔、孟、颜、曾等文圣先贤。
这里有蜚声中外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孑L庙、孔府、孔林，也有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周公庙
、颜庙、少吴陵、尼山孔庙和尼山书院等古建筑群落。
这些历经千年风雨而巍然挺立的建筑，无不向世人诉说着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
    珍贵的文物建筑又成为我们家乡永久的文化资源，多种多样的民俗风情构成了浓郁的地方人文色彩
。
厚重多彩的文化圣地，自古以来留下了众多文人墨客脍炙人口的鸿篇巨著，在历史的画卷前让我们不
能不回首景仰或前瞻，总有千般华彩，万种风流等待后人品味与鉴赏。
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与风土人情在期盼我们去拜访：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古遗址需要我们去循踪
觅迹。
在赞叹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勇敢智慧的祖先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奇迹，却也留
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未解之谜，直到今天也是众说纷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澎彩和作用，日益被人们所重视。
这部探寻济宁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俗民情文化的书，从多个层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
髓。
它作为济宁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物质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特有形态的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
式，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等特征，是社会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
济宁传统文化包括远古人类文明发祥地的遗址，古代风格独特的建筑，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古迹等。
比如，名胜古迹三孔、孟庙、曾庙、大运河遗址、太自楼、声远楼、铁塔寺、泉林、峄山等，有的已
被列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再如鲁西南鼓吹乐唢呐，民间舞蹈平阳寺火虎、阴阳板、尚寨竹马等，曲艺类落子传奇、百年琴书、
砰砰鼓等，传统竞技类中华武功大洪拳、李氏查拳、梁山梅花拳等，民间美术楷木雕、石雕等，传统
手工技艺千年工艺琉璃瓦、百年贡笔扶兴和、巧夺天工五谷画、乡韵鲁锦等，民俗类阙里世家孔府菜
、中都蚩尤文化等。
本书从溯源寻踪、探奇考证、民间传说、民间舞蹈、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挖掘、整理和
展现。
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化经典布满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廊，是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中十分珍贵的文化
财富。
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呼吁家乡人民，为合理保护和恢复人类共同的遗产作出积极贡献，倡导人们深刻认
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家在济宁》是济宁电视台一档文化类专题栏目，2009年2月开播，她的推出，无疑是济宁历史文化
积淀中孕育出的一道文化风景线和文化盛宴。
开播以来，她以其独有的节目风格和文化韵味，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好评，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较高的收视率。
热心观众通过来信、来函和网上留言等方式，对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看好，多次到栏目办公室、节目
拍摄现场给予赞扬，扩大了栏目知名度，网上视频点击次数3。
7000余次，点击率达到96％以上。
尤其是外地一些忠实的观众，对节目更是情有独钟，称“《家在济宁》内容精彩，选材考究，形式多
样，是介绍家乡济宁的百科全书，是外地人了解济宁的窗口，是展示济宁外在形象的平台，让更多的
人了解济宁，走进济宁，它是济宁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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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一如既往地通过《家在济宁》这个平台支持、参与节目，多为《家在济宁》提供翔实可靠的文
化信息资源。
”    “打造济宁文化品牌，突出济宁地域风情”是《家在济宁》栏目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本书作为《家在济宁》栏目的集结，从济宁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及历史遗迹、遗存等层
面入手，全面介绍了济宁多元厚重的历史，精心选择了济宁被列入非遗文化的胜地、文化遗存、遗址
、民间手工艺等类别溯源。
在文稿中穿插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典故，通过翔实的文字和精美的实地图片，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充
分再现济宁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向读者全面生动地介绍了济宁圣地悠久的人文历史，浓厚淳朴的乡
土人情，让每一位读者徜徉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家乡济宁的山水、琼楼，也使读者能够近距离感受
古文明发展轨迹与人文自然交相辉映的魅力。
    《家在济宁》一书的出版，无疑是济宁文化的积淀和凝练，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映现，为繁荣济宁文
化，振兴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市做了一件好事。
祝《家在济宁》栏目越办越好！
祝济宁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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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在济宁》是介绍家乡济宁的百科全书，是华人华侨了解济宁的窗口，是展示济宁外在形象的
平台，是济宁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文化家园，我们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展现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家在济宁》从独特的历史视角展示孔孟之乡的儒韵文风，挖掘底蕴厚重文化资源，对重要的历
史遗存、历史遗迹，丰富的人文遗产进行展现，讲述文物背后的神奇故事，与您分享济宁文明的感性
之旅，带您阅读济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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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圣脉溯源扳倒井    一处鲜为人知的小山村，然而这座小山村和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有着血脉的联系。
一口永不枯竭的水井究竟说明着什么呢？
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神奇的传说？
一座荒草掩蔽的落寞小庙却无法掩饰它昔日的尊崇。
十七岁的颜征在为何会嫁给和她年龄相差极大的叔梁纥？
在颜母祠内至今还有怎样的历史遗存？
尼山夫子洞又和孔子诞生的传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宋山头村，是邹城田黄镇的一个小山村，从镇驻地向西北方向而行，不过几里的路程就可以到达。
现在的宋山头村是个只有600多人的小村子。
从外表看，这个村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果从村名上去分析，想必这个村姓宋的特别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村中以孔、王两姓为主，并没有
宋姓人家。
村子依偎的西面的山峦，也没有宋山之类的称呼，山的名字便是人们都熟知的尼山。
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其实很不平凡，因为据说村里有口和孔子诞生传说紧密联系的圣水之井“扳倒
井”。
我们追寻着史料的记载，来到了这座小小的村落。
    据当地人介绍，在夫子洞生下孔子的颜母丢下儿子后于心不忍，又返回“夫子洞”，把幼小的孔子
重新抱人怀中。
在回颜母庄的路上，颜母感到十分口渴，正好路过宋山头村的一眼井，但身边没有汲水之物，只有望
井而叹。
邹城宋山头村村支书孔德壮讲述了关于“扳倒井”得名的传说：    这口井为什么叫扳倒井呢？
它和孔子有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以前老人讲，有关这口井的历史传说。
在以前这里是孔圣人的诞生地，在孔圣人的母亲生孔圣人的时候，看到他有点丑，不大好看，不惹人
喜欢，所以就把孔子给丢了，丢到别的地方去了。
现在的人也是这样，不喜欢就不想要了。
丢了之后呢，又感觉有点后悔，人都会生儿育女，都是有感情的。
于是她很后悔，又把他(孔子)找回来了。
抱着回来路过这个地方，这儿有口井，口渴想喝口水，井呢又是直着的，她没办法喝到水，于是想要
是这口井扳过来，能淌出水喝，那该多好啊。
想的功夫，这口井慢慢的就歪过来了。
从那时候起，这口井就叫“扳倒井”了。
村里的老人也常说，以前这个井里的水，始终是常年不断地往外流的。
    “扳倒井”也称颜母井，井台为方石砌就，站在井口向下望去，深达数丈。
扳倒井上方，还立有今人书写的“搬倒井”的石碑，其上的“搬”字，不知是笔误，还是另有所指，
不得而解。
但是，现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井并没有倾斜，而是直直的竖井。
这难道是传说中颜母所饮用过的“扳倒井”吗？
宋山头村村支书孔德壮讲述了扳倒井的形状及历史传说：    以前这个井真的是一个斜的，为什么扳倒
井现在成了竖直的呢？
据说原来这个井真是一个斜的，所以村民们就把它叫做“扳倒井”了。
这个历史传说世界独一无二，这是真正的正宗的历史古迹“扳倒井”。
这个井因为和孔子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才列为曲阜八景之一。
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是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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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几千年之后，人口多了，吃水不方便，它又是个斜式的，提水不便，所以当地村民经过改造，又
把它砌成直的了。
这样便于村民取水喝。
    世事变迁，颜母和孔子在扳倒井取水的神奇传说，也只能告诉我们孔子应该是在此附近诞生，随之
而来的便是更多的疑问：颜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被人们公认为孔子诞生之地的尼山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对孔子诞生传说比较了解的宋山头村村支书的带领之下，记者来到了和宋山头村紧邻的颜母庄村
，去寻踪颜母的遗迹。
    在距颜母庄不远的颜母大桥，远眺这个风景秀美的村庄——颜母庄，它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的娘
家所在地。
据史书考证，当时六十岁的鲁国贵族叔梁纥来到这儿，娶了当时17岁的颜征在作为妻子之后又离她而
去。
那时，颜征在已经有孕在身，就在自己的娘家生下了孔子，并且将孑L子抚养成人。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至圣先师孔子就是在颜母庄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生活。
    颜母庄村和宋山头村都是附近比较小的村落，值得惊奇的是，在这个名为颜母庄的村落里我们竟然
找不到一家是姓颜的，要寻找颜母的遗迹，只能是到村内的颜母祠遗址去探寻了。
当地人介绍说：    当年有个叫叔梁纥的鲁国大将，家住昌平乡，即今天的尼山一带。
娶鲁国贵族施氏为妻，生下九个女儿而无男孩，后又娶一妻，生一男孩，名叫孟皮，字伯尼，却是个
跛足，无法继承他的封位。
叔梁纥到六十多岁时，来到这个村子，向颜家求婚。
当时颜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皆摇头拒绝，17岁的小女儿颜征在却欣然同意，嫁给了叔梁纥
。
    孔子的父亲名为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陬邑便是现在
的曲阜。
据《史记》记载，叔梁纥在60多岁的时候娶了17岁的颜征在，即孔子的母亲颜母，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说，颜征在是当时在当地闻名乡里、素负重望的长者颜父的小女儿，虽然容貌一般，但为人善良，
知书达礼，因仰慕叔梁纥的为人，所以答应嫁给和她年龄相差很多的叔梁纥。
    颜母祠坐落在一个土坡上，院落很小，青砖小瓦，十分质朴。
推开斑驳的院门，迎面是一堵影壁，转过影壁，便是三楹出厦的殿堂。
进人殿内，除了几块拼接不全的残碑，其余空空如也，再无他物。
院中倒是青竹摇曳，翠柏依旧。
在荒草中，倒卧着一方残缺的石碑，据考证为明代弘治六年立的，上书有“周故孔夫子，外祖颜府君
祠”。
可见，颜母祠早在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于此了，而且每年都要祭祀。
但现在除了平时寻古探幽的人偶尔过来外，有谁还知道当初的颜母曾经生活在这方水土？
既然这里是颜母娘家所在之地，也是孔子童年的生活之地，那么据史料记载，人们所熟知并公认的孔
子出生之地尼山，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尼山位于曲阜城东南30公里处，原尼丘山，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
后人因避讳，称为尼山。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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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依据济宁电视台《家在济宁》栏目组两年来的深入采访，汇集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厚重多彩多元淳朴的民俗风情，历史遗迹、遗存，并通过编者的精心挖掘和整理得
以展现。
为了增强可读性，我们竭力收集了大量历史考证方面最具内涵意义的阐释，选择了有关历史典籍和史
料融入其中，通过历史典故和评说，向读者讲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渊源，令人深思。
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浸润着济宁博大久远的文化，愿专家、读者能从中得到一点收获和感悟。
该书所梳理的文稿只是济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以后的采访整理中继续为读者介绍。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所限，书中未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谅解并提出建议，以便再版修订。
在《家在济宁》一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同时，也得到了市侨办、邹城
市文物旅游局、济宁大洪拳协会、曲阜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等单位的全力支持与帮助。
特别是《家在济宁》栏目制片人李纪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全部采访文稿及大量图片资料，人民日报
出版社编辑周海燕，曲阜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刘玉明秘书长等对本书的编辑校对付出了辛劳，使该书
得以正式出版。
在此一并对所有关心支持《家在济宁》一书编辑出版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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