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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香会还愿碑”立于红门
宫 北 ， 因 其 碑 刻 清 晰 、 书 法 俊
秀、文体流畅、记事详细受到游
客 关 注 ， 特 别 是 碑 文 突 出 “ 团
结”二字，正能量意义受到泰山
文化研究学者的青睐和赏析。

通碑造型紧凑灵巧，碑帽高
23 厘 米 、 厚 36 厘 米 、 宽 76 厘
米 ， 碑 身 高 135 厘 米 、 厚 13 厘
米 、 宽 58 厘 米 ， 碑 座 长 87 厘
米、宽 49 厘米、厚 19 厘米，碑额
书“义和香会”，碑文写道：

天下之事，力单者难成，众
擎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
收成，此定理也，如王应宾等之
香会亦然。于民国八年四月，香
会 等 人 在 奉 天 西 丰 县 高 立 木
子、黄草牌、齐家堂、小孤山相
聚营生，深明在外作（做）事，环境
之下，非团结不为功，随于是月
联 络 同 乡 ， 假 香 会 名 义 来 团
结 ， 即 许 愿 于 岱 岳 圣 母
佃 （殿） 前，大家如平安完全归

家，愿许在岱岳圣母佃 （殿） 前
悬 木 匾 ， 建 立 石 碑 。 圣 母 有
灵，果佑众黎平安全归。今敬献
木匾，建立石碑，以消前愿。是
为记。

开篇六句，将“为什么要团
结”经典提炼，随后不足 200 字
短文，将民国八年山东老乡闯关
东，以香社为结合团体，团结互
助、共同营生，平安返回山东老
家的事件叙述得清清楚楚。

文中提到的奉天西丰县，现
为辽宁省铁岭市下辖县，位于铁
岭市的东端。文中提到的“高丽
木 子 、 黄 草 牌 、 齐 家 堂 、 小 孤
山”，借助网络仅能查到“高丽木
子”相关信息，据 《西丰县志 24
卷》 城池公廨志卷三 （民国二十
七年铅印本） 记载：“双河镇，一
名‘高丽墓子’，以镇后有古墓数
十得名。”

其余三个地名在现有文献资
料中未找到对应位置，但可以确

定均位于现今铁岭市的东部区域。
碑 左 侧 记 录 了 碑 文 书 写

者、雕刻工匠、年月日及“平安
完全归家”的泰莱老乡 21 人的名
字和家乡地址：

张明明敬书 石工 张云发刻
北 徐 冶 ： 韩 式 贞 、 韩 汝

琢 、 韩 桂 章 、 韩 桂 山 。 南 徐
冶 ： 王 应 宾 、 张 汝 振 、 张 光
珠 、 杨 万 山 。 西 南 峪 ： 赵 永
秋、陈澜高、陈道东。大庄：王
九 公 。 中 徐 冶 ： 张 翰 常 。 崅 峪
镇 ： 方 永 山 。 冯 徐 冶 ： 倪 九
成 。 周 家 庄 ： 车 法 曾 、 贾 永
昌 。 李 家 庄 ： 苏 义 桂 。 泉 坡
庄 ： 贾 东 培 。 祥 家 峪 ： 刘 彦
水。邹家岭：邹绍明。敬立

中 华 民 国 二 十 六 年 岁 次 丁
丑，桐月上浣谷旦。

文中“中徐冶”地名，据《嘉
靖 莱 芜 县 志》 记 载 ：“ 中 徐 冶
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徐姓建
村 ， 因 从 事 金 属 冶 炼 ， 曾 名 徐

冶。”后区划调整，该村分泰安和
莱芜多村。“西南峪、泉坡庄、北
徐冶、南徐冶”，现在是岱岳区角
峪镇下辖村；“周家庄”现在是岱
岳区下港镇下辖村；“李家庄”现
在是岱岳区黄前镇下辖村；“中徐
冶、冯徐冶、大庄”位于莱芜西南
部牛泉镇；“邹家岭”，现在莱芜区
鹏泉街道有邹家埠村，莱芜区张家
洼街道有西邹村、东邹村；“祥家
峪”，今称“想家峪村”，现在是化
马湾乡下辖村。

1919 年 在 东 北 “ 相 聚 营
生 ”， 1937 年 相 约 回 到 山 东 老
家，历经近 20 年异乡艰苦奋斗岁
月 ， 团 结 之 下 ， 终 于 “ 平 安 全
归”，扶碑读文，令人感叹！

泰安东部的泰莱老乡，抽空来
读 一 下 这 块 “ 义 和 香 会 还 愿
碑”，看看是否能找到自家祖辈的
影迹，用敬拜泰山的方式来怀念先
人 、 教 育 后 人 ， 牢 记 “ 团 结 奋
斗”精神。

“义和香会还愿碑”的主题意义
□宗世强 王常文

福建是泰山信仰的重地。就确
凿的信史来讲，建成最早，传播
力、影响力最广的当属福州市晋安
区岳峰镇东岳祖庙 （由于历史问
题，现一分为三：东岳庙、东岳祖
殿、东岳血池殿）。早在五代时期
闽王国建立伊始，便在东华宫中建
立东岳行宫，《榕城考古略·郊坰
第 三》 记 载 ：“ 东 岳 庙 在 易 俗
里，即五代闽所建东华宫之泰山
庙。”《闽国史事编年》则说，后唐
长兴四年 （933年），闽王王审知的

儿子王延钧称帝，以福建为“闽
国 ”， 立 国 号 “ 大 闽 ”， 又 立 五
庙，封高盖山为西岳、霍童山为东
岳。王延钧既为皇帝，便煞有介事
地学着秦始皇“封禅”的故事，要
到霍童山封禅，并在霍童山的所在
地立宁德县 （宁德立县之始）。由
于路途较远，不久王延钧改封福州
的 长 乐 山 为 东 岳 ， 并 建 “ 泰 山
庙”以便于封禅。

经过历代的重修、扩建，福
州东岳祖庙日益宏伟，清代琉球

政 治 运 动 家 、 诗 人 蔡 大 鼎 有 诗
云：“巍巍庙貌等天庭，彰瘅无私
立渺冥。莫谓神灵奚事祷，不闻
不见仰威灵。”

此 后 ， 泰 山 信 仰 “ 祈 建 愈
多，房屋浸广”，庙宇在福建各州
县相继创建。南宋理学家陈淳强烈
反对福建祭祀泰山，然而在他的家
乡漳州，七县 （龙溪、海澄、诏
安、南靖、漳浦、平和、长泰） 均
有东岳庙，且数量日增，称“漳州
东岳九十九殿”。谶语漳州东岳庙

满一百会出皇帝，因此每当建到一
百座就会有火灾，据说这是朱熹布
下的地理局，为了使后世漳州不会
出 现 大 的 叛 乱 。 正 如 冯 玉 祥 所
说：“从前人们的心目中，凡是一
山一水，甚至一草一木，必定都有
神 人 在 主 持 。 像 这 样 伟 大 的 泰
山，当然有一位神通广大的神主宰
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全国的
每 一 个 县 里 ， 都 有 一 个 泰 山 行
宫，这种势力之大，也就可想而
知。”

福州市岳峰东岳祖庙随笔
□王东峰

义和香会还愿碑。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