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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城边日向中，田家馌亩自西
东。

高原雨脚牛羊外，一径秋深豆叶
风。

——清·徐夜《古於陵城》

徐夜，清初诗人，“中岁以往，屏居
田庐，邈与世绝，写林水之趣，道田家
之致。”（《渔洋文》）。徐夜为明末诗人
王象春的外孙，诗人王士祯的外从兄
弟。在其隐居之后，蓬门昼掩，只与王
士祯等往来。该诗表达了徐夜对於陵
仲子灌园隐世生活的倾慕。诗中正文
虽无一句写到於陵古城，却巧妙点到
了於陵城与陈仲子的关系。

於陵古城今犹在

於陵古城，就位于今邹平县临池
镇古城村。村落南面地势略高，上面
种着一望无际的麦田，春风浮过，绿油
油的麦苗宛如绿色的波浪，一派欣欣
向荣的春日景象。麦田的东面立着三
块石碑，显示这里是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古城遗址。漫步田间，地上散
落着大大小小的陶片。这些陶片多是
农民种地捡拾出来的，而这些不起眼
的陶片经历了 2000 多年的风风雨
雨。这麦田，正是当年於陵古城的旧
址。

麦田的南面和西面，还保存着当

年的两段城墙，分别位于古城村的西
南角和西北角。远远看去，城墙就像
是普通的土堆子，杂草及膝，灌木丛
生。站在残断的城墙上，极目远眺，麦
浪如潮，突然想起了文征明的那首诗：

“会心何必在郊炯，近圃分明见远情。
流水断桥春草色，槿篱茆屋午鸡声。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不负昔贤高隐地，手携书卷课童耕。”

於陵古城的城墙为版筑，城墙两
侧尚还保留密集的穿棍痕迹。古城遗
址呈正方形，面积约1平方公里，整体
高出周围地面平均 2－3 米。西南角
残存古城墙为东西向，长108米，残高
4－10米，城墙厚约16米，夯层厚约18
厘米。西北角城墙残长80余米，残高
8 米以上，厚约 15 米。夯土中曾经发
现石斧、石镰等。

在附近的地表，文物工作者还曾
采集有龙山文化夹砂红陶鼎足、岳石
文化夹砂灰陶甗足、红褐陶鼎足及石
铲，商周时期夹砂红陶绳纹鬲足及口
沿、泥质灰陶豆盘及卷云纹、树木纹半

瓦当残片等，证明此处最早在龙山文
化时期即有人类生活居住。商末，周
朝开国重臣散宜生从陕西只身来於陵
求虞救文王，即是此地了。战国时期，
齐国曾经设置於陵邑。汉代设立於陵
县，属济南郡。战国时期，齐国名士陈
仲子归隐于此，种菜灌园，过着闲云野
鹤的隐居生活。

廉洁隐逸的陈仲子

陈仲子（约前347－前262），本名
陈定，字子终，排行第二，故称“仲
子”。其先祖为陈国贵族陈完，因避战
乱逃至齐国，改为田氏，所以陈仲子又
叫田仲。因避居於陵，又称於陵子。
陈仲子与孙武都是陈完的后人。

陈仲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於陵
子》一书中。全书共分《畏人》《贫居》

《辞禄》《遗盖》《人间》《先人》《辩穷》
《大盗》《梦葵》《巷之人》《未信》《灌园》
等12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陈仲子的

理论思想和人生哲学。
陈仲子的父亲去世很早，其兄继

承了父亲的世卿世禄，并在齐国盖邑
有一块封地。陈仲子见其兄食禄万
钟，以为不义。齐国想聘他为大夫，他
不仅坚辞不受，还避兄离母，迁居於
陵，辟纑织屦，自食其力，以示“不入污
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后楚王听到
他的贤能，也派人持百镒金想聘其为
相。于是陈仲子又携妻逃去，隐居齐
国西部长白山中，终日为人灌园，过着
清贫的生活。晋陶渊明《扇上画赞》诗
曰：“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
甘此灌园。”

陈仲子特别反感行贿受贿，将贿赂
之物视为“不洁之物”；反对贪欲，主张廉
洁自律。战国时代，陈仲子是被当时人
作为“隐士”或者“廉士”来看待的。齐宣
王时，孟子来齐，与齐国名将匡章讨论陈
仲子。孟子虽评价陈仲子为“齐之巨
擘”，但同时也认为陈仲子的思想过于偏
激，为人过于酸腐，他那种所谓的廉洁是
要把人变成“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的蚯

蚓才能做到。（《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也认为陈仲子的主张是违背

人性的，是故意标新立异，自视高人一
等，但却言之成理，足以欺骗民众。
（《荀子·非十二子》、《荀子·不苟》）

韩非子则曾经讥笑陈仲子是一个
没用的“实心葫芦”。（《韩非子·外储说
左上》）

汉代的刘向是最早系统整理《於
陵子》的人。尽管刘向认为陈仲子“违
远中庸”，但还是建议皇帝“少加观
览”，因为它可以用来“风谕臣工”。王
充《论衡·刺孟篇》更是严肃批驳了孟
子对陈仲子的求全责备。后来明朝的
徐渭等人重刊《於陵子》并为之作序，
清代的《四库全书》也收录了《於陵
子》。尤其是古城村《陈氏宗谱》收录
的《於陵子》，非常完备。

陈仲子的做法虽然有些偏激，但
其赞赏古代圣贤义士，反对骄奢淫逸，
提倡廉洁自律以整顿世风、纯洁社会，
主张洁身自好，修身自立。他抨击王
公贵族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谋位篡

权、鱼肉百姓，提醒人们不要为世俗所
惑。《於陵子》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具有非常现实的警世作用。

陈仲子死后先葬于长白山，后迁
葬于长山城内十字街东北侧。原有墓
碑，后遭破坏。墓地封土于1958年被
铲平，1968年被拆毁。在陈仲子生活
过的於陵地区，至今还保留了很多纪
念地。於陵故城（今邹平县临池镇古
城村）东南角，称“老人仲子”或“老人
冢子”，相传为陈仲子灌园之处。陈仲
子去世后，后人在其居住地立“於陵仲
子宅”碑纪念，今已不存。

“於陵学说”是先秦六
大学派之一吗？

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出了“於陵学
派”的说法，而且指出“於陵学派”是先
秦六大学派或六大学说之一。那么，
先秦时期有六大学派的说法吗，於陵
学派真的是六大学派之一吗？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学
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有
着深远影响。“诸子百家”一词出自西
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
召以为博士。”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
迁的父亲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
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
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
史公自序》）。司马谈最早提到有阴阳、
儒、墨、名、法、道六家。班固《汉书·艺
文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阴阳、法、
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隋书·
经籍志》中提到诸子有儒、道、法、名、
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
五行、医方十四家。其中以儒、墨、道、
法四家影响最大。

可见，历代史书典籍之中，似都没
有提到过六大学派的说法。陈仲子的
於陵学说也不是六大学说或六大学派
之一，甚至史书中提到的各种诸子学说
都极少有於陵学说的身影。我想，真正
理解和践行《於陵子》中有益的优秀的
廉洁精神内涵，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於陵古城与於陵仲子
张卡

王守槐于1893年出生在无棣县车王镇小王
村一个大户人家,他不光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书
先生，更是一个早期革命者，1935年在津南地委
书记马振华的影响下参加革命,还把自己的儿
子、侄子等多人带进了革命队伍。

组织成立全县第二个村党支部

在王守槐41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挑担子
的小货郎,此人正是后来为革命捐躯的中共冀
鲁边区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马振华在小王
村住了一年多,经常吃住在王守槐家中,两人常
促膝谈心，谈革命理想，谈共产主义的宏大远
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王守槐很快被马振华的革命热情所感染，王
守槐所在的村小学也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
中心，村中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这里，接受革命教
育，为小王村成立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1934年12月,王守槐在王宝连的介绍下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马振华已去别处开展地下工作)。
地下党员王宝连此前在津南地区工作,党组织派
他回村组织教育群众，开展党的活动。

王守槐入党后，在子侄及本村其他进步青
年中积极发展党员。当年就有王宝善(长子)、
王宝贤(次子)、王子清(大侄)、王金轩(二侄)、王
吉惠、王宝彦等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2
月，中共小王庄党支部成立，是全县第二个成立
的村党支部，王守槐任书记。

无私贡献家中钱物支援革命

王守槐和战友们除了到各地散发传单、张
贴标语、集会演讲等做宣传活动外，还积极开展
革命工作。1936年秋季，小王村周围的党组织
稳固发展,津南特委对王守愧的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派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邸玉栋到小王村,
把附近的党员组织起来,在五营村冯景恩家中
秘密成立了中共无棣县三区委员会,冯景恩任
书记，王守槐任组织委员，范崇廉任宣传委员。

这个区级党组织的成立,使得当地党的领导
更加坚强。党支部也不再是单独行动,党员们有
了困难相互扶持,有了好消息一起分享，党组织就
像有了雨露滋润的树苗一样迅速茁壮成长起来。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中共无
棣县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中共无棣县委员会
建立。无棣县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广泛开展
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在山东省委和鲁北特委领
导下,先后建立了无棣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和民
众抗日游击大队，王守愧和战友们积极加入到
抗日武装队伍中。

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王守槐担任
供给处长，主要负责军需供给。那时候，农民
贫穷，物资匮乏，军需供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

任务。上前线要的英勇，一人一杆枪就成，而
作为供给处长，面临缺医少药、缺衣少粮的困
境，需要的不仅是勇敢和热情，更需要智谋和
细心，需要对党的忠诚和奉献。

主持无棣县地下交通站

1939年初春,日寇占领了津南铁路地段和胶
济线铁路。无棣县党组织处在日寇、国民党、土匪
的包夹中,形势非常复杂。为保证党的信息畅通
和人员能安全撤离，根据冀鲁边区特委的指示，无
棣县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那时的地下交通站是党的动脉，一些情报
需要从无棣县东南角传递到西北角，再从崔口
方向传到津南地区。王守槐就是这个地下交
通站站长，负责情报上传下达、伤员转移交接、
交通站安全保卫等工作。

党组织在一些有坚强革命斗志的地下党
员所在村设立地下联络站，站和站之间单线联
系，有接头地点与接头暗号。如果哪个点暴露
了，就暂停下传，待党委通知。

这在当时白色恐怖压顶、日本侵略者肆虐
的环境下，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那时候，
交通站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党员的要求是绝
对保密，好在王守槐全家大部分是地下党员，
一家人都支持他的工作。

领导群众挖掘抗日交通沟

1940年，冀鲁边区三地委成立，党委书记
李广文，组织部长阎世风，宣传部长孙凊野，王
守槐任秘书科长。

三地委成立后，重新调整党的组织机构，
清理队伍中的不坚定人员，清除为敌人通风报
信的叛徒。王守槐全力做好分管工作。

一是抓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战。
二是抓典型，搞好引导转化，推动面上工作。
三是抓杀狗运动。当时据点林立，环境恶

劣，我党政军民开展活动要保持隐蔽状态，保
守秘密极端重要。特别是夜间行军，如果有狗
忽然大叫，就成了向敌人报信的信号，不杀狗
就难保军事行动的秘密性。

四是挖抗日沟。津南、鲁北地区地势平
坦，有利于敌人骑兵和机械部队快速行动，不利
于我军民躲藏和撤退。王守槐领导开展了群众
性挖沟运动，把各村群众组织起来，将农村大车
道挖成深一米、宽两米多的大沟，几乎把所有走
大车的道路都挖成了纵横交错的村村、区区、县
县相通的抗日交通沟。

担任无棣县委秘书，号称无棣
县“第一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
降。9月12日,渤海军区部队向无棣城发起总
攻，经过5天激烈战斗，击毙顽军司令张子良，
攻克了无棣城，无棣县全境解放。

9 月下旬，中共沾阳棣边区县委、边区县
政府和中共无棣县工委撤销，重新组建了中共
无棣县委。刘青林任县委书记，王景峤任县委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石景纯任县长，王守槐任
县委秘书兼总会计(相当于现在的常委办公室
主任、财政局长)。

王守槐在服务好县委中心工作的同时,认
真负责地做好秘书和会计工作。他文化水平
高、文笔好，县委各类公文、文件，书记、县长的
讲话稿等，大都是由王守槐拟写，在当时被称
为无棣县的“第一笔”。

当时，能写会算的人较少，实际上他担负的
是全县文字材料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总会计工
作，负责全县收支、预算、调配、管理等。

主持筹建渤海区和平医院

1946 年 2 月,无棣县参议会成立，王守槐
当选参议长。他当选后,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
作，按照参议会章程，积极履行职责，受到了县
委和渤海区党委的高度评价。

1948 年，他担任渤海区和平医院院长。
当年，大部分伤残革命战士及其家属转来渤海
区四专署,四专署成了大后方。根据革命形势
的需要，王守槐奉命到四专署所在地惠民筹建
和平医院。由于医院急于使用,既要赶工期又
要保证质量，他带领大家千方百计克服资金紧
张、条件艰苦等困难,几乎天天坚守在施工现
场。经过大家艰苦努力，几个月内就把一座新
医院建了起来。

王守槐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为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
作出了贡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1951年党组
织安排他到位于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医治疗
养。1967年,王守槐病逝于疗养院。

作者简介：王俊风，王守槐重孙女，大学毕
业后从事过党政和企业管理工作，后从惠民县
招商局退休；吴宝章系无棣县史学研究学者,
原无棣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主持无棣首个地下交通站 领导筹建渤海区和平医院
——追忆无棣早期共产党员、老革命者王守槐同志

王俊风 吴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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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国际化大行，个金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本着实用性的原
则，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你离你的梦想有多远？
是一个装修清单的距离？
是一辆期待已久的汽车？
还是一个再攒几年的承诺？

请来中国银行……中银E贷 帮你圆梦！
准入范围：
公务员类客户（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乡级以

上））、优质行业的国有企业、事业客户、国有及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企业以及处于
领先地位的民营企业客户。

业务优势：
1.便捷使用，自主选择贷款期限、金额、还款方式等，电脑、手机操作随借随还
■一键激活额度 ■一键提款，一键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2.可随时提前还款，不收任何手续费或者罚息
■快速审批，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秒级审批，结果立等可知
■提款后一分钟到账，直接进入绑定的借记卡，可转账，可提现
3.额度高，利率低
■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有效期一年
■按日计息，日息万分之1.75，年化利率仅6.3%

中银E贷

中银E贷 想贷就贷

贷款金额

1万元

日息

1.75元

月息

52.5元

年息

630元

操作流程：
1.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或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2.点击消费金融→中银E贷，绑定借记卡；
3.点击激活（激活额度，未开始计息），填写联系信息并在线签署协议后，

提交贷款申请；
4.审批通过后，可自主选择用款时间，用款时点击提款，自主选择贷款用

途、金额和期限，输入手机验证码和动态口令，提款成功后资金即刻到账并开
始计息，资金到达指定账户后，可提现、可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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