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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寂寥无名的偏隅之地，却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诸多风云激荡
的事件，就此可能蕴藏了若干历史之谜
的密码、谜底，并与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
的“大咖”思想家老子、孔子结下了深厚
渊源。这就是摘药山！
  摘药山，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
发生地。摘药山，海拔495米，位于山东
省安丘市西南（沂蒙山区北部边缘）。
就是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其方圆十几
公里的范围内曾发生过许多著名的历
史事件，铺垫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最
早是在春秋时期，公元前686年齐国发
生内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
管仲在摘药山南麓的莒道（今安丘与
沂水交界处）射杀公子小白，公子小白
装死骗过管仲，急速回到齐国，顺利登
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公子纠败退被杀，其师傅召忽为尽人
臣礼义，自杀而亡。召忽墓现在召忽村

（此前为召忽镇，为纪念召忽命名），至
今封土完好。由此事件推知，摘药山是
古代齐、鲁两国边陲要塞，齐长城经摘
药山绵延而去。山顶有齐长城遗址，设
有东门、西门两道关口，以及烽火台、

瞭望口、滚雷石、驻军营盘等。在齐桓
公带领齐国走向强盛大约100年后，一
个来自齐国的青年才俊、原籍诸城的
公冶长，选择离摘药山几公里的城顶
山之阳开办书院，潜心研读，这就是现
在的公冶长书院。公冶长是孔子女婿、
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排位二十）。公冶
长书院遗址有两棵银杏树，相传是孔
子亲手所种。这两棵银杏树间隔五米，
枝叶交错、铺天盖地。到东晋时，大将
刘裕带领大军平定南燕国，军队当时
即驻扎于摘药山附近的留山（也称“刘
山”）。相传唐代名将郭子仪征剿叛贼
安禄山时，在此安营扎寨。当年白莲教
首领唐赛儿的一支队伍曾在此山驻
扎。洪秀全主力部队攻打天津时，也曾
在此歇马。到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
摘药山东麓的庵上村，建成庵上石坊，
以完美的造型设计和卓绝的雕刻技艺
闻名天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到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2月，在摘药
山北麓发生过著名的城顶山战役，在
山东抗战史上规模仅次于台儿庄战
役。电影《安丘儿女》描述的就是这场
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摘药山一带为华
东野战军重要的后方基地。
  摘药山是文化之山。其重要的资源
是山顶的现存寺庙建筑群落。传说春秋
时期道家创始人李耳（老子）曾在此采
药、炼丹，故名“摘药山”，又名“老子爷
山”。因山上长满柘树，又名“柘山”，这
也是柘山镇名字的由来。山顶原有古
建筑群和历代碑碣，主要建筑物有：供
奉老子的“老子庙”（太清宫）、玉皇殿

（金阙云宫）、碧霞祠（天仙圣母宫）、十
王殿、千手观音菩萨庙、三官庙、仙家
庙、太平阁、老君台、观日台、望海亭
等。从玉皇殿和残存碑文“玉皇阁碑
记”考证，建筑时间应在明代中期。其
建筑艺术风格，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
的聪明才智。所有建筑物均是石头结
构，石墙、石门、石窗，顶部为石头发
碹。山顶面积约2000平方米，周边砌有
石头围墙。主体建筑材料来源于山顶
西南方的山半腰200米处。有紫竹花石、
玄武石、石灰石等。传说在建设山顶寺庙
时，需要人工背负石料到山顶，问：“能背
到山顶吗？”回答“能”的，身轻如飞；回

答“不能”的，立即瘫倒在地。这是一个
神仙赋能的故事，也是民间将老子神
仙化的期望。现除玉皇殿、圣母殿、太
平阁较有轮廓外，其余大部分建筑物
仅存遗址。建筑虽已废弃，但主建筑玉
皇殿山门等遗迹尚存，是安丘保留最
为完整的古代道观。玉皇殿为正殿，全
部用块石砌筑，拱顶结构，上下两层，
一门两窗，圆拱式门口，门上石匾四字
“金阙云宫”。阁之上层奉祀老子，下层
供奉玉皇大帝。在古今寺庙建筑史上，
这种风格极为稀有和罕见。道是“先有
老子，后有天”，说明明代中期摘药山
一带的民众对老子学说的尊崇已经达
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诠释着一个历史
信仰之谜，也是当时宗教信仰的一种
大胆实践。
  默默无语的摘药山，可能蕴藏着一
个历史千古之谜的答案：老子最终选择
东去齐国、隐居于摘药山。众人皆知的
一个历史之谜是“老子西出函谷不知
所踪”，到底去了哪里，史学界到现在
仍没有定论。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
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
终。”《史记》还记载：“盖老子百有六十
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
也。”研究老子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老子晚年在何处修道？老子得道
后在何处“飞升”？有关老子西出函谷
关后的踪迹是个“千古之谜”，给后人留
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相对比较确切的考证，老子出生
于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16年老子西出
函谷，时年为55岁。55岁的老子为什么
西出函谷？是已经功成名就、退隐山林
了吗？老子曾经担任周守藏室之史（相
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然而早在公元
前535年，老子因为受到权贵排挤被免
去职务，在已经丢职的19年后才西出
函谷，此时，还没有确切的考证他已经
完成流传百世的旷世之作《道德经》，
这个时候与功成名就相距甚远。那是
厌倦尘世、去寻找世外桃源吗？这个恐
怕更不合逻辑。亦或是见周室衰败去
往秦国避难吗？但当时秦国并不强大，
且属“蛮夷之地”，既非避难之地，亦非
传道之所。所谓的函谷关关令尹喜，以
不发通关文书要挟老子创作《道德
经》，更加离谱。像《道德经》这种举世
之作，哪里会是在强迫之下可以创作
出来的？
  55岁的老子，年纪不算小，属于高龄
人士，加上多年任职守藏室之史，饱读
经书，此时有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的想
法比较实际。去往的地方，应该符合他
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去齐国是一个非
常好的选择：齐国曾是太公望的封国，
姜太公治理齐国时，十分重视工商业
的发展。《史记》记载他“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这和道家的“休养生息”
观念相通。到春秋时期，齐国依然延续
着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春秋早期的管
仲积极发展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
“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通货积
财，富国强兵”，认为“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减少税收，
不夺民时，他反对向山林、牲畜和人口
收税。显然，齐国素有兼容、开放之风，
商业发达，国家治理更接近老子心目
中“无为而治”的理想，而且当孔子问
道于老子时，老子还曾郑重推荐“你应
该去齐国看看”。综合来看，老子如果
决定潜心研读、著书立说，并安心颐养

天年，不受世人打扰“隐于世”是核心
要求。从后来历史没有任何记载来看，
这恰恰是老子真实的愿望和追求所
在。若真如此，则西出函谷应该是一个
假象，而且与关令尹喜“拉锯式”地打
闹，应是故意做给世人看的一出戏，也
有可能是两人合作演出的“双簧戏”，
真实的意图应该是西出函谷后再折返
回齐国。于是，悄悄东去，世人却以为
西出的老子如期在当时人们的视野里
消失了。
  东去齐国后去了哪里？正史里边没
有答案是必然的。如此，史学家们应该更
多将视野转向民间和野史。于是，顺理成
章、合理推测，便有了摘药山与老子的故
事。据“老子爷庙”实物显现以及野史记
载、民间传说，老子潜隐于齐国后最终
居于摘药山！摘药山地处偏隅，漫山遍
野柘树，气候、生态良好，远离繁华尘
世，符合老子隐居要求。摘药山上林深
草密，鸟语花香，风景优美；另外，摘药
山离大海不远，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
里，山顶上在旭日东升时极目远望能
够看到黄海，正契合了老子“上善若
水”的期望。传说当年老子就是看好这
块宝地，在山腰开洞定居下来，每日上
山采药，炼制丹药广散民间，为民除患
祛病。后人为感念老子恩德，尊称老子
为“老子爷”，老子居住制药的山洞称
“老君洞”，老子由山洞到山顶走的路
称“李家巷”，老子采药歇息的地方称
“李家顶”。摘药山成为当地百姓心目
中的“圣山”。生于摘药山下冢头村的明
代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朴，对老子和摘药
山情有独钟，曾赋诗《高柘山》：“鸡声
初唱海波晴，古柏霜零鹤惊梦。闻道仙
人常摘药，骑虹隐约过长城。”老子的
恩惠代代相传，再后来的后来，当地民
众下决心排除莫大困难，在摘药山顶
修建了“老子庙”。“老子庙”西门外，有
《道德经》第七十九章的碑刻，核心要
义：天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天
道无亲，常与善人。在西汉时期，老子
的第17代孙李解，做胶西王太傅时，认
证了他的太祖老子在摘药山隐居的事
实，于是他和后人追寻太祖而迁居至
摘药山脚下，形成一个单一李姓的村
庄“老子村”，即现在的柘山镇政府驻
地。《嘉靖莒州志》记载：“（摘药）山西

有老子庄。按《史记》老子末孙解为胶
西王太传，因家于齐，今有老子庄，庄
皆李姓，或其遗裔，未可知耳。”据李氏
家谱言，自汉代就有老子后裔迁至其
村繁衍生息。如今在老子村建有老子
文化广场，为山东省“十佳农村文化广
场”，有老子塑像、在当地挖掘出的神似
“青牛”的原生石，还有雕刻《道德经》的
文化墙。
  原来有说法“老子在摘药山繁衍了
一代后人”，按照老子其时的年龄，可
能性不大。是他老家的后人追寻太祖
迁居而来更符合实际。既然显赫的后
代都认可了老子曾隐居于摘药山，并
有庞大的家族分支追寻而来，这样的
事实说服力其实远胜于历史记载。老
子归隐摘药山，于山峦苍翠间，于风声
鸟鸣里，于采药济世中，潜心修道研
学，体会“自然即道”，完成了《道德经》
上篇初稿。人们讲：老子隐居摘药山，
写成经书大半部。即：《道德经》是老子
隐居摘药山时而作。此说也有相当的
可能性。还有一个佐证：老子创建了道
家学说，他本人是陈地（今河南）之人，
但道家学派发展壮大却是在齐国。这
是不是也与他隐居于地处齐国的摘药
山有一定的关联和历史之缘呢？在老
子隐居摘药山之时，他的嫡系弟子、道
家学派的主要传播人范蠡已经是20岁的
青年才俊了，道家之所以在齐国发扬光
大，范蠡入齐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
的事件。大约在老子去世前两年，范蠡也
来到齐国，先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
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后定居
于陶（今山东肥城的陶山），自称“朱公”。
范蠡在齐二十余年，三徙其居，两易其
名，三致千金，“天下称陶朱公”，后世尊
为商圣。范蠡入齐，是道家思想发展史上
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
上的一件大事。齐国的文化环境十分适
宜道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范蠡将老子
学说在齐国广泛传播，道家思想于是
便在这块丰沃的文化土壤上迅速发展
起来。如此，谁又能够否认，范蠡入齐
与老子隐居于齐国摘药山没有必然联
系呢？
  还有一个小谜底值得探讨：孔子
弟子公冶长选择摘药山附近的城顶山
开办书院，与老子隐居有没有联系呢？
公冶长原籍诸城，城顶山离其老家不
远，选择在老家附近开办书院自在情
理之中，但别忘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孔子的女婿！如果考虑到这个身份，远
离恩师兼老丈人到遥远的偏隅之地，
似乎又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有没有
一种可能：公冶长到城顶山开办书院，
是得到了孔子的同意甚至就是孔子的
直接建议呢？孔子年龄远小于老子，对
老子推崇备至，当年老子也曾建议他
到齐国看看，恰好女婿到了齐国。如果
孔子知悉老子就隐居于摘药山，会不
会顺水推舟建议女婿到附近研学呢？
既离女婿老家距离近，也方便孔子探
望请教隐居的老子，何乐不为呢？如
果此推理合理，那么公冶长书院前面
两棵历经风雨2000多年依然繁茂的银
杏树为孔子亲手栽植 ，也就存在可
能了。
  老子隐居于摘药山，但在摘药山一
带并没有留下有关老子去世以及墓葬的
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作为一代圣人，老
子的去逝以及葬地，从汉代至今，是许多
学者尚未破解的谜团。
  摘药山作为文化胜地，自身也存在
很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曾经漫山遍野
柘树的摘药山，现在虽然仍然林木茂盛，
但柘树已经完全消失于时空深处，在自
然气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到底
是什么样的人为因素导致的呢？孔子到
城顶山书院看望女婿时，有没有与老子
会过面呢？如果真的会过面，年龄相差很
大的两位思想圣人，却在异国他乡的齐
国会面，是不是又是一个重大历史事
件呢？

  康熙十七年（1678年），青州偶园已建成，祖籍青
州的冯溥还在文华殿大学士的任上。二月，冯溥奉旨
前往曲阜祭孔，顺路省亲，冯溥回青州，在偶园佳山
堂怡然消暑，他请来了当时的名家周洽，留个影像。
在周洽的指导下，冯溥找好位置、摆好身姿，画家开
始构思、观察、构图、勾勒……起来底稿，周洽再回到
画案，反复上色，点染，皴擦，再经历繁复地打磨、润
色，数日之后，这幅消暑图终于完成了，如今它存于
青州博物馆。
  从画上冯溥惬意的表情来看，在青州偶园逗留
的短暂时光，也许是他为官以来最舒适的日子，这让
他更加深了早日退休的期盼。四年之后，康熙二十一
年（1682年），73岁的冯溥获准退休还乡。临行前，康
熙皇帝御笔题诗相赠，其中有“草堂开绿野，别墅筑
平泉”的诗句。从中可见康熙知道冯溥在家乡建造了
别墅，祝他在如画的园林中安享晚年。
  古人是如何消暑，度过炎炎夏日的？曾任职清代
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官至刑部尚书的冯溥，给
了我们一个生动的答案。在这幅画作里，冯溥就是消
暑的主角。
  清冯溥消暑图轴，绢本，设色。远处修林密
竹，出没于雾霭之间。一池荷花正在盛开，簇拥着
一处平台。平台以莲花柱头的栏杆围合，边沿植
竹林，有假山点缀其间，有香草和牡丹花静静开
放。古树之下，凉榻之上，冯溥衣着宽大，着团领
薄衫、单裤、朱履，两手后拄，微笑斜坐，神情恬
淡。榻后一粉衣侍女手持羽扇侍其左。榻前一乐
人穿蓝缎褙子、系红绸带，坐青花绣墩上，手持箫
管，正在吹奏。身后一紫衣女子手持团扇把弄，静立
竹林中。
  冯溥稳坐，是静态的；侍女打扇，是动态的。
竹林中的女子站立，是静态的；乐人吹箫，是动态
的。动静相宜，仿佛可以听到箫声幽远，感受到画
面中的清风徐来，送来荷香若有若无。整幅画构
图圆融，设色精美，有图影，有声音，有气息，给人
以久久的回味。
  画面右下署款：戊午夏日周洽于佳山堂写。周
洽为康熙时著名画家，华亭（今上海）人，兼擅山
水、人物、花鸟、虫鱼，写真尤称独步。上有清代文
人李焕章、杨涵的题跋。李焕章文风气势磅礴，曾得
到顾炎武称赞。杨涵工诗善画，尤长于墨竹，常卧竹
林下观察竹叶形态。
  李焕章题：科头箕踞，兀坐匡床。矞云眼底，青霞
面庞。宋子京之半臂，李昌谷之一囊。或疑其在赫蹏
之尺幅，或疑其舒歗徜徉于佳山之茆堂。杨涵题：修
碧相磨，了无尘影。风静荷香，苔寂箫冷。访君及林，
凝然迹屏。遥望君仪，汪汪千顷。
  两位友人在题跋里赞扬了画家的技艺，赞叹画
里画外仿若一人。同时，二人一庄一谐，赞冯溥翩翩
君子的气度、过人的文采，也不忘了打趣冯溥身边
“青霞面庞”的桃花缘。一句“宋子京之半臂”，是宋代
词人宋祁的典故。一次宋祁在曲江池边宴饮，晚风吹
过，宋祁感到有些凉，就让人去取个“半臂”（短袖上
衣）来穿。旁边的宠妾听到后，都赶紧让自己的人去
取半臂，结果半臂被拿来了十多件。可怜的宋祁，最
后一件都不敢穿，只好顶着寒风回去了。这典故，多
少有些调侃的意味。
  而“李昌谷之一囊”的典故来自唐代诗人、“诗
鬼”李贺。李贺，又称李昌谷，因仕途失意，专心诗上，
外出时背一破囊，得句即写投囊中。冯溥为国家重
臣，康熙皇帝十分信任，赞他“端敏练达”“勤劳素著”
“辅弼重臣”，冯溥一生轰轰烈烈，晚年安享荣华。这
里借用“李昌谷之一囊”显然是在拐着弯儿夸赞冯溥
的文思才华了，与李贺的穷困无关。
  “消暑图”是古代常见的书画题材。从古画中可
见，古人纳凉办法多多：人们或在幽谷溪流边，或在
柳阴水阁内，或凉卧取冰，或戏水泛舟，或品茗对弈，
或采莲弄荷，逍遥无羁。
  在明代钱榖《竹亭对棋图》中，近处有乔松，
松下有溪流，临水一座茅草凉亭，草亭临溪拥翠，
为竹林、芭蕉和流水所掩映，三五好友，静坐在凉
亭里，鏖战于棋盘上，运筹作战，把暑热抛到了九
霄云外。
  明清两代，夏冰入盘，冰镇鲜果，是消夏的美事。
在明代的《夏景货郎图》中，一位货郎正在给一位少
女倒冰凉的酒水，少女旁边侧立着小孩，身后是两位
面容姣好的妇人。
  明代仇英的《竹梧消夏图》里面，远处青山叠翠，
近处翠竹疏朗，山溪清清。竹林之中，有二人相对而
坐，他们身穿宽袖长袍，仙风道骨，正侃侃而谈。水阁
中几案上摆放着书卷等。一人坐于凳上，斜倚亭台之
栏，手持羽扇，轻摇纳凉。
  芭蕉、松柏、竹子、莲荷、梧桐树，竹榻、团扇、冰
盘等等，是消暑图常见的道具物象。雨打芭蕉，清风
过竹林，梧桐之下庭院深深，荷塘清香拂面，无不予
人凉意。童子烹茶，美人打扇，乐人吹曲，也足以令人
沉浸其中，忘却暑热。
  由众多的消暑图可知：古人应对酷暑，不仅要在
环境上避暑乘凉，更重视专注某事，达到“心静身自
凉”的境界。
  冯溥在炎炎夏日里的青州私宅，品茗听曲，
摇扇纳凉，携一缕竹风，嗅一池荷香，还力邀名家
执笔丹青，请两位名士题跋，这不仅仅是一场文
人的风雅之事，现身消暑图中，更是表现一种宁
静淡泊的心境、与世无争的态度，向世人宣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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