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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国历代女诗
人中留下诗歌最多的一
位，才比李清照，命薄孟
姜女。七岁丧父、二十
七岁丧偶、三十一岁丧
子，当人生三大不幸集
中于一身时，一个弱不
禁风的女子是以怎样的
惊人意志力，描述自己
的遭遇呢？

郝秋岩，邹平市台
子镇大张村人，约生于
乾隆四十三年，其父亲
兄弟都能吟对作诗，均
有诗集传世。郝秋岩由
叔父抚育成人，24 岁时
嫁给齐东县的张醒堂做
继室。张醒堂做过福
建、浙江等地的小官，被
当地百姓怀念。结婚
后，郝秋岩相夫教子，诗
文唱和，度过了一段美
好时光。可不久后厄运
来临，先是丈夫病逝，后
是儿子夭亡。

秋岩诗最独特之处
在于，她能在人生绝境
时用诗歌作哀唱，给后
人留下感悟。《秋岩诗
集》共三卷，《碧梧轩吟
稿》是闺中之作，《蕴香
阁诗草》是出嫁后的作
品，《恤帏吟》是夫亡子

丧后的作品。
秋岩诗多是作者所

见、所闻、所感。其中一
首描写少女夏天在自家
花园游玩的情景，诗中
说“众人怪我罗衫湿，才
向清波盥手来”，不禁使
人想起李清照的“眼波
才动被人猜”的著名词
句，同样写少女的娇憨，
而情致却大有不同。

《饮 马 池 怀 古》写
道：“平魏破赵天下惊”
的韩信，因“君王纳谏如
转 毂 ，相 国 爱 才 终 反
复”，最终“一代英雄付
逝 水 ，千 年 遗 恨 留 青
史”，韩信下场如此，有
自身原因，也与刘邦人
格有关，诗中有对韩信
的责备，也有对刘邦和
萧何的谴责，充满个人
思考。

“才如天高，命如纸
薄”的郝秋岩，一生都在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挣
扎，可贵的是，她在绝境
中用诗记下感受，以她
超凡的才华，给我们展
示了那个独特时代的独
特生活。（作者：孙洪师 
朗诵：孙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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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
下谁人不识君。”“战士军前
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对这两句诗词，大家一定不
陌生，可你知道高适和滨州
的渊源吗？尽管出生于开
国功臣之家，但高适直到
50 岁才获得了一个县尉的
小官职，安史之乱中平定叛
乱有功，被封为渤海县侯，
是盛唐唯一封侯的诗人。
因此，也有观点说高适是渤
海县的代表人物。

渤海县就是现今滨州
的前身之一，武则天掌权的
垂拱四年，公元 688 年，分
出厌次县和蒲台县的部分
地域，设置渤海县。同年设
置的还有招安镇，也就是后
来沾化县的前身。

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为
土地盐碱咸卤，渤海县城迁
到今滨北办事处李邱村附
近，渤海县的辖境涵盖今天
的滨城、利津、沾化等地。

唐代《元和郡县志》记
载，大海在渤海县东一百六
十里，海畔有沙土丘高一
丈，周围长二里，俗称斗口
淀，为济水入海之处。淀上
有甜水井可以饮用，海潮虽
大，土淀却不沉没，百姓在
沙丘下面煮盐。因为渔盐

富饶，唐廷决定设置渤海
县。

可见，在唐代，渤海县
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将高适
封为渤海县侯是对其功劳
的高度认可。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 年设置滨州，领渤海、
蒲台二县。渤海县成为附
郭县，即滨州州治设在了渤
海县城内，因为此地盐业为
国家财政支柱，早在五代后
唐此地就设有榷盐务一职，
榷盐务是国家对盐实行专
卖及征收盐税的专门机构。
后汉时改为赡国军，赡国军
是专管盐务专卖与征税以
供养国家财政的县以上地
方政权，该政权旨在保护特
殊的经济资源，为兵、民、
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

明 洪 武 元 年 ，公 元
1368 年，撤销渤海县，将其
属地直属滨州。

渤海县本地代表人物
有宋太宗时状元胡旦，盐铁
副使刘锴，忽必烈至元年间
状元解节亨等，尽管已远
去，但渤海县依然留下了高
适、胡旦的精彩传闻并流传
至今。（作者：孙洪师 朗诵：
孙鲁梅）

    说起相声行业，咱滨州的
这个人就是祖师爷。

东方朔，惠民县人，生活
在汉景帝和汉武帝两朝。汉
武帝时，东方朔给皇帝上书自
荐，自荐书写在了三千片竹简
上，需要两个人才能背得动，
最后汉武帝花费了三个月的
时间才看完。东方朔的第一
次出手就让皇帝印象深刻，便
让他在公车署做了公车令，也
就是给皇帝负责收发传达的
事儿。

面对这样的待遇，东方朔
很不满意，他就恫吓皇帝身边
的侏儒，武帝质问他，他就说
自己这么高，拿的钱还不如侏
儒，无法养活自身。武帝就进
一步提拔了他。

在汉武帝面前，东方朔嬉
笑不拘，经常令皇帝开怀大
笑。一次三伏天的时候，汉武
帝下令赏赐众官吃肉，等了好
久,分肉的官员迟迟不到，东方
朔拔剑割了一块揣进怀里，并
对其他人说：“大伏天的，肉容
易腐烂变质，快自己拿回家
吧！”

汉武帝责备东方朔私自
割肉，东方朔谢罪说：“东方朔
呀东方朔，不等上官前来，为
何这样无礼？拔剑割肉，为何
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
此廉洁？回家交给妻子，为何
如此仁爱？”这么一说把汉武
帝逗笑了，又赏赐了他。

虽然东方朔诙谐幽默，但
他经常直言劝谏，做常人不敢
做的事。汉武帝想侵占百姓
土地修建上林苑，供自己狩猎
享乐。东方朔见状，赶忙进

谏，告诫武帝不要大兴土木，
应该体恤民力，保护良田。尽
管汉武帝并没有完全听劝，但
东方朔的直言也让人们认识
到了他的另一面。

纵观东方朔一生，其内心
始终坚守儒家的济世理想，想
为国家做点真正的贡献，临终
前还劝汉武帝“远奸佞退谗

言”，但他在朝廷中一辈子处
于汉武帝的“弄臣”地位，并没
得到重用。

从书籍和民间传说来看，
人们更多的是认为东方朔诙
谐滑稽、机智幽默，《汉书》称
他为“滑稽之雄”，相声界则奉
其为祖师爷。
（作者：孙洪师 朗诵：孙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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