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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
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
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传承发
展。在甲骨文的浩繁资料中，记
载了许多泰安古地名。这些地名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们指位
明确，辨析恰当。有的地名流传
至今，使用不断，极大方便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

甲骨文一般是指殷墟甲骨
文，是于公元1899年，在河南省
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商朝王
室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目前
存世大约有15万片左右。它是
至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最系统、
最完备的文字体系，记录了自商
代中后期商王盘庚至纣王时期用
于占卜记事的卜辞。著名历史学
家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一书中把
卜辞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
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
这些卜辞的内容反映了商代中后
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地理
等多方面的状况，是了解商代历
史最直接、最原始、最可信的资
料。经过几代古文字专家的研
究，学者们考证出大量的商代地
名，其中就有今天泰安地区的
地名。

卜辞“在蒿，步于鸿”的“蒿”
地，被有的古文字学者考定为今
天泰山区的蒿里山，“鸿”地在今

泰安城南的洪沟。
卜辞中还有“蜀受年”“癸酉

卜，我，贞至蜀”“甲寅卜，臣子来
蜀”等相关记载。学者指出，“泰
山博县西北有蜀亭”“蜀在今天的
岱岳区”。

“在商步于乐”的“商”地，专
家研究后认为在岱岳区道朗镇。

“乙丑卜：贞，鄙以沚或伐淄
受佑？”卜辞所言淄族所生活的地
方，又称淄地。淄地在后世的淄
水一带。淄水即发源于新泰市东
部，自东向西流入大汶河的柴
汶河。

“己卯卜行贞：王其田无灾，
在杞”中的“杞”地，学术界从地
名学的角度认为，商代时的“杞”
地在新泰市。

另外，卜辞“取三十邑于彭
龙，小告”“贞：及龙方”中“彭龙”

“龙方”的“龙”地，专家认为在新
泰市西北和岱岳区的交接处。

“……卜：王贞，吹……捍于
祝。”祝即铸，卜辞祝族所在的祝
地，就是后代古铸国所在的铸
城。铸城在今肥城市南与宁阳县
交接处。

“……在犅以贞：……于泊无
灾。”卜辞泊地就是后世的白地，
即白原。学者一般认为，古白原
应位于今天肥城市东北。

“……未卜：膻其捍吹。”
“吹”，古代鲁地，学者普遍认为
位于今天宁阳县境内。

“甲申卜，在犅贞：今夕师不
震。”犅即刚地，在今天宁阳县堽
城镇。犅地是商王朝在东方的军
事基地，商王非常关注此地军队
的动态。

“丙辰卜，行贞：王其步于良
无灾？”良地即汉代的寿良县。在
今东平县西南一带。良地也是商
王东进的驻足之地，该卜辞记述

商王关心此地是否安宁，有无
灾异。

至于商远祖契的孙子相土之
“东都”，经著名史学家王国维认
真研究，确定在今天泰城南部附
近。他认为“相土之东都当在泰
山下”。对此，虽然一些学者有
不同观点，但著名古文字家陈梦
家先生还是赞同王国维的看法，
并把它收在《殷墟卜辞综述》附
录“商殷王都及殷代遗址图”
中。还有的学者认定在泰山周
边有商王的“泰山田猎区”，田猎
区内的“盂”等地即在今天的汶
水一带。

由于甲骨文时代久远，号为
“天书”，考释起来非常困难。加
之甲骨出土后破碎凌乱、保管不
善、拓片模糊、人为造假等种种原
因，特别是一些地名已废弃不用，
考证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对一
些古地名有不同的解释、争论也
是不可避免的。见仁见智，这在
学术界是可以理解的，实属正
常。研究古代历史，著名历史学
家司马迁曾经指出：“不离古文者
近是。”此言甚是。相信随着甲骨
文研究的不断深入、考证水平的
日益提高，甲骨文卜辞中记载更
多的泰安古地名将会展现在我们
眼前。

总之，在甲骨文卜辞记录的
古地名中，涉及泰安的古地名相
比于中原地区的古地名虽不算太
多，但是吉光片羽已经非常珍贵
了。考证出来的古地名把泰安有
文字可考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
周代的《诗经》向前推进到3000
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时期。认识
了解这些古地名，对于讲好泰安
故事、弘扬传统文化、增强人们对
家乡的自豪感，无疑能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甲骨文卜辞中的泰安古地名甲骨文卜辞中的泰安古地名
□傅振民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
冬小大寒。”这耳熟能详的四季
歌，我们可能从一上学就背得滚
瓜烂熟了，张口就来，终身受用。
但对于常年蹲守城堡机关、置身
楼群闹市的人来说，可能对四季
轮替无视无觉，不甚了了，只有那
些以农为主、身处野田、躬耕四季
的农耕人员，才会对四季时令有
着切身体会。我也是在退休后闲
来无事，近年在住宅院内摆弄菜
园花圃，在悠然自如而又漫不经
意的劳作过程中竟也产生了些许
感触，没有想到农历节气与春种
夏管这么至关重要，于是对与四
时季节的变化不得不进行更多的
关注。

据资料记载，二十四节气是
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
先民顺应农时，通过长期的观察
天体运行，慢慢认知一岁中时
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
成的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最初
是依据斗转星移制定，北斗七星
循环旋转，斗柄顺时针旋转一圈
为一周期，谓之一“岁”。现行的
二十四节气就是依据太阳在回归
黄道上的位置制定的，即把太阳
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
15天为1等份，每1等份为一个
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一
岁四时，春夏秋冬各三个月，每
月约定俗成两个节气，每个节气
均有其独特的含义。随着历史发
展，农历吸收了干支历的节气成
分作为历法补充，并通过“置闰
法”调整使其符合回归年，形成

阴阳合历，古老皇历中的二十四
节气也就成了现今农历年谱的重
要成分。

毋庸置疑，二十四节气是中
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积淀。从古至今，二十四节
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指导农耕生
产的时节体系，更是包含有丰富
民俗事象的民俗系统。在国际气
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2016年 11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现实实践充分证明，二十四
节气与农业春种夏收有着密切关
系，过去的老农们早已积累了丰
富经验。而我们久居城里市区，
种点瓜果蔬菜全凭自我感觉。去
年开春变暖，我忙不迭地买来菜
种下地。小油菜、小白菜不久就
纷纷露头了，可豆、角芸豆就是不
出。用手扒开土一瞧，有的种子
连芽也没有，而且还有烂种现
象。于是我打电话询问老家惯于
种菜的侄子，他问我什么时候种
的，我说是立春以后，他说我种得
太早了，应该是“清明前后，种瓜
种豆”。此后，侄子经常通过电话
给我指导。到了秋季，侄子告诉
我，种小葱要到秋分以后，种早了
来年容易长穂头。过了春节，他
又告诉我，种土豆要赶在九里，出
了九再种就影响长土豆了。想不
到种地还有这么多学问。许多农

谚也都是四时节气派生出来的。
什么“春争日，夏争时，春种夏管
莫误迟”，什么“谷雨早，小满迟，
立夏种花正适宜”，什么“白露早，
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还有
什么“立秋三天，寸草结籽”，我观
察了一下，可不是，立秋后路边的
小草不论大小，都顶着一个小小
的花穗。老祖宗留下的谚语真是
一点不差。

种菜栽花要根据气候的变化
进行浇水和管理，掌握好天气的
规律就能事半功倍。尽管现在全
球变暖影响了气候的变化，但二
十四节气的基本规律还没有变，
尤其是一些夏秋的节气，阴雨变
化往往不是提前就是推后几天，
该浇水时你稍微等一等，结果一
场雨就给你浇透了。二十四节气
也与我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饮食上也
有讲究，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汤”“寒热搭配”“春
冻秋捂”等，民间积累的许多说法
都有一定道理。

当然，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
发展，人类早已打破了一年四季
的束缚，大棚蔬菜现在遍地开
花，蔬菜种植技术不受自然规律
的影响，立体种植、无土栽培、恒
温控制、智能化管理，一年四季，
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加上天南海
北高度发达的物流派送，超市里
的瓜果菜品早已分不出春夏秋
冬，丰富多样的“菜篮子”让人们
尽情享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
化 ，与 农 时 季 节 当 是 另 一 回
事了。

领悟领悟““四季歌四季歌””
□宋绍富

今岁，龙抬头的日子里，我从
泰山万仙楼取泉水归，路过岱下
黄金巷菜市场，农家小摊前灰绿
色的白蒿告诉我，春暖花开的日
子近了。

野菜白蒿，中药名叫“茵陈”。
茵陈在我国有很悠久使用历史，东
汉时期的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
本草经》里就有收载，临床使用既
可以内服入煎剂，也可以外用取适
量茵陈煎汤熏洗，现代药理学研究
也表明茵陈具有利胆、保肝、解热、
抗肿瘤和降压等作用。

在城里，我是乡下人。小时
候，在解放初那缺医少药的岁月
里，每年早春或晚秋，挖些嫩生生
的茵陈来，有病治病，没病吃了防
病。改革开放后，吃腻了大鱼大
肉的城乡人，喜欢用茵陈加上面
糊、鸡蛋做“炸鱼”，这茵陈炸鱼，
如川菜鱼香肉丝，跟鱼没有任何
关系，可听起来、闻起来，却让人
垂涎欲滴。公元753年初夏，杜甫
与广文馆博士郑虔同游何将军山

林，吃到香美的茵陈，赋诗盛赞，
“棘树寒云色，茵陈春藕香”，茵陈
春藕似的清香，融化了酸枣树间
寒云的冷涩。

朋友，你若问我到底是“正月
茵陈，二月蒿，三月的茵陈当柴
烧”，还是“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
的茵陈当柴烧”，那我会告诉你，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茵陈长大后，就叫蒿。茵陈，
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家在泰
山脚下的我，数九寒天，也吃过野
生茵陈呢。

那是30年前，我到道朗乡南
大圈村采访腊八节富裕起来的乡
亲赛农机，去的路上，陪同的乡上
分管宣传的老友王淑盈给我戴高
帽儿：“上次你来，无意间看见乡政
府楼梯旁墙上那巴掌般大的纸上，
新来的党委书记、乡长不让大家凑
份子温居的事，经你那么一写，还
上了全国报，成了《农民日报》头版
的花边新闻，满篇不见勤政廉洁、
移风易俗的字，却报道了俺乡倡导

文明新风的事。这次来，我得拜你
为师，给你送点儿礼。”年轻时，我
常见老王走村串庄放电影，他说话
风趣幽默，作为老乡亲，我与他开
玩笑：“今年过节不收礼。”他说：

“送礼就送一把茵陈草。”
回城时，大我几岁的老王送我

一大信封茵陈和芳香四溢的荆芥，
那是他前一天让孩子从山上向阳
坡草丛里寻觅挖来的，这沉甸甸的

“师生”情，我收了。
茵陈，因冬天冻不死，来年春

天在陈年老根上发芽而得名，因
嫩苗灰白叫“白蒿”，一般是二年
生，茵陈蒿需要两三年后才能在
老根上生长出来。第一年成熟的
种子落地或随风飘向远方，只要
湿度适宜，当年秋天就发芽出土，
直到严寒到来才停止生长越冬，
第二年寒去风吹春来到，茵陈嫩
叶又挺身，采来做佳肴，味有春藕
香。我常想，人应像茵陈那样，秋
风里积蓄能量，寒风里忍耐，春风
里挺起脊梁。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
芽是今日。”立了春，春季的行程
便悄无声息地开启了，冬去春又
来，四季又一次轮回。

提及春天，首先能够直接感
受到的，便是它给人的亲切。春
天，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词汇呀，
就像挂在美人眼睛上面的那一
道弯弯的眉，说深不深，说浅不
浅，就在莞尔一笑间。

每年都会按时而来，不早不
晚，不急不慢，这仿佛就是春天
固有的脾性。人们在漫长的冬
季里，多次期待着春季的来临，
从冰河融化的那一刻起，如释重
负，终于可以不再忍受穷冬烈风
的骨感气息了。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清新的
面貌。万物都脱下了银装，穿上
了一件件洋溢着朝气的五彩缤
纷的花衣裳。草儿嫩嫩的，泛着
微微的黄，懒懒地从泥土中探出
头来；树叶儿刚抽芽儿，青青的，
绿绿的；花儿也纷纷开了，它们
以其清丽的姿态、明亮的笑容点

缀着和谐的人间。你走在青石
板铺满的小路上，脚步也变得慢
了下来，它与大地的对话也成了
一首简约的小曲儿，“咯吱——
咯吱——”悠远而令人遐想。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那么美
好。天空是明朗的，连一丝云彩
也没有，抬头仰望，觉得春天的
天空是如此的美。天那么高、那
么蓝。望着天空，心情也在不知
不觉中变得开阔起来。偶尔会
有一两只小鸟从天空中飞过，你
的心也会幽幽地为之一颤。迎
面吹来的风，更是惬意，一阵阵
复一阵阵，拍着你的身躯，吻着
你的脸颊，然后将一抹耐人寻味
的唯美留在了你的心上。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明媚
的。阳光是灿烂的，细细密密的
一丝丝的光线，像极了一根根金
色的缝线针。那针脚也是细的，
密密匝匝地编织成了一件暖暖的
棉，久久地熨帖着你的心灵，暖暖
的，柔柔的，不惊不扰。清凌凌的
小河，唱着一首悠悠的歌曲，一路

欢快地奔向了你向往着的远方。
走进春天，仿佛走进了画

中。远处，是青山如裹，流水如
裳，一山牵着一山，一水挽着一
水。近处，是刚刚醒来的树木，
叶儿渐渐葱茏，像是一道道半开
着的帘，想来，那温婉的春姑娘
应该是躲在后边的吧？

走进春天，无形之中也感受
到了一种向上涌动的生命气
息。春之生，是希望的开始，懒
懒的思绪到了春天也变得活跃
起来，此时，只想广步于庭，而不
愿做一个“宅家派”。春日里，人
们也渐渐忙碌了起来，在冬天里
做的长长的梦终于随着春天的
打开也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勤
勤恳恳的身影，爱出者爱返，常
耕耘常收获，也许这就是最好的
体现吧。

一年之计在于春。就让我们
带着一颗珍惜美好的心灵，沐浴
着舒缓的阳光，聆听着春风的心
跳，闻着花香与青草的味道，欣赏
着蜂飞蝶舞，与春天浪漫相约。

三月茵陈春藕香三月茵陈春藕香

春天的浪漫相约春天的浪漫相约

□赵家栋

□彭海玲

仙人拔起天门关，鬼斧披靡万壑间。长河远带山镇水，浮云卷浪海连天。
千古封禅称正统，几载帝王临山巅。碑碣写尽太平事，苍龙俯首见人间。
见人间，隔重山，不如屈身田垄边。 星火燎原春骤暖，红旗翻覆展新篇。
东岳巍峨仍安泰，仪仗千里难再见。无须真龙鸣钟鼓，十亿尧舜展笑颜。

咏泰咏泰
□于桂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