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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舜庙损毁后，诸城市择址重
建，成为传承舜文化的重要场所。
　　当天，记者来到位于诸冯社区的舜庙
探访。来到舜庙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牌
坊，上面刻有“德泽普施”四个大字。过
了牌坊有一座桥，桥栏上刻着关于舜的传
说的雕像，桥下是一湾碧水。再往前走就
来到舜庙门口，抬眼望去这是一座古色古
香的仿古建筑，牌匾上写着“舜庙”两个
大字，三个朱红色的大门庄重气派。
　　进入舜庙，东侧是钟楼，西侧是鼓
楼，还有位于北侧的至德殿及位于东侧的
睿妃殿等重要建筑。舜帝像位于至德殿
内，殿前有一个硕大的长方形香炉，香火
缭绕，宁静中透出一股肃穆之感。
　　在舜庙内有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重
修舜庙的过程。根据碑文记载，1937年，
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曾修舜庙，
该庙于1975年损毁。现在的舜庙在2004年9
月23日开工建设，于同年12月30日竣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舜的传
说》诸城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臧家荣介绍，

数千年来，诸城一直延续着公祭舜帝的活
动，以此来传承和纪念舜的伟大功绩，而
舜庙是公祭舜帝的重要场所。
　　相传，祭舜活动源于秦朝。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琅琊台，每次都要去
诸冯村祭拜舜帝。前两次祭舜时没有正式场
所，第三次来祭拜时，令工匠在历山脚下盖
起三间坐北朝南的草屋，塑了一尊舜帝像。
因舜生于古历的六月十一，便下令这天为祭
舜日。这是诸冯村传下来祭舜的最早传说。
　　2006年，诸冯村挖掘出一块残碑，上
面记载，明朝时期，诸城北乡徐家河岔村
(今属昌城镇)等十几个村庄，选出近300家
出资者修缮舜庙，并代表诸城北乡百姓，
抬着整猪、整羊、鱼、鸡、鸭、面食、水
果等祭品，到舜庙举行祭舜大典。
　　臧家荣介绍，这座舜庙重建后，2005
年9月28日，诸城市举行公祭舜帝大典，全
市万余人参加，并立碑以为纪念。此后，诸城
市经常以舜庙为依托，组织开展公祭舜帝大
典等各类纪念舜帝的活动，企业、民间自
发组织的纪念舜帝的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均考证认
为，舜的出生地就是诸城市诸冯村（今诸冯
社区）。其他地方文献、风土人情、考古发
掘、民间传说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11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潍河岸边的诸
冯社区。在这里，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尤
其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遗址，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这些遗址的分
布范围和形成时间，与舜活动的范围和时间
基本相符。
　　据了解，舜所处的年代正是龙山文化的
鼎盛时期。从诸冯社区发掘出土的黑陶蛋壳
杯、黑陶豆、盆型鼎、双耳杯、陶尊、黑陶
高柄杯等典型的龙山文化器物显示，今诸冯
一带当时的文化发展阶段与舜的生存年代基
本吻合。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潍河流
域这些具有地方特点的古文化遗存，很可能
就是舜之时代的遗物。
　　诸冯社区两委成员、诸冯网格党支部书
记赵炳明介绍，他们这里自古就口口相传着
诸多关于舜的故事。
　　据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
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
滨器皆不苦窳。”而在他们村以前就有一座
山岭，名字正是叫历山，呈东西走向。当时
那座历山是个小土岭，在村庄变迁过程中逐
渐消失，他们择址重建了历山。
　　赵炳明说，诸冯村的原址就在潍河边，
村里曾建有舜庙，庙内有一口古井，名为舜
井。1974年，洪水将村里房屋冲毁，村庄整
体向西迁移了1.5公里。后来，原来的舜庙
和舜井也被损毁。
　　诸冯网格干部赵念亮说，自古以来，他
们这里就流传着很多关于舜和舜庙的传说，
有些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但大家都很认同。
传说有一年村里大旱，村民到舜庙求雨，果
然天降甘霖，解了村民们的燃眉之急。关于
“诸冯”这个村名同样有传说，老一辈人
说，天下无二冯(féng)，冯有两种读法，用
于人名读(féng)，用于地名读(píng)，只有
舜的出生地读诸冯(féng)，其他地名用冯的
都读(píng)。

　　《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
人也。”位于诸城经济开发区（滨河片区）的诸冯(féng)社区，相传是
舜的出生地，这里至今流传着诸多舜的传说。11月22日，记者来到
诸冯社区看到，这里依托舜文化建设的舜庙，已成为传承和弘扬舜
文化的重要场所，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未来，诸城市将持续
深入挖掘舜文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诸冯是舜出生地

有重要佐证

舜庙重建后，成为传承舜文化的重要场所

　　舜的人格、品德、行为、功绩对后世
影响非常大，在中华文明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位置，如今更是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
门类——— 舜文化。在臧家荣看来，舜文化本
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孝德文化和根文化。努
力传承和发扬舜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豪
感、民族凝聚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诸冯社区看到，这里到处都融
入了舜元素，不但社区以“诸冯”二字命
名，还有以“诸冯”二字命名的学校。在
社区里的宣传栏上，同样处处体现着舜文
化。社区居民聊起舜来滔滔不绝，大家都
深深以他为傲。赵炳明说，努力学习宣传
舜文化，让子孙后代更了解舜文化的深刻
内涵，并把舜文化发扬广大，是诸冯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大家一直以来的行为
自觉。
　　赵炳明介绍，诸冯社区地理位置优
越，商业比较繁荣，居民经济收入普遍较
高。根据诸城市的相关规划，诸冯社区要
进行旧村改造，前期已经改造了一部分，

一些居民已经住进楼房，小区名字被命名
为诸冯花苑。待条件成熟时，诸冯社区将
继续进行旧村改造，将来居民会全部住进
楼房。但无论村庄怎么变迁，“诸冯”两
个字，都将是全体诸冯人的无价瑰宝，永
远不会改变。
　　自2004年开始，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诸冯社区开始了重建舜庙、历山等
文化工程，建设了大舜苑文化旅游区。赵
炳明说，未来诸冯社区将持续深入挖掘舜
文化，丰富大舜苑文化旅游区的景点，打
造文旅新热点，使之进一步带动乡村振
兴、农民增收。
　　1985年，诸冯村被诸城市政府确定为
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祭舜大典被列入
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诸城市
开始举办中国（诸城）大舜文化节。今
年，诸冯村先后被诸城市和潍坊市编入首
批地名文化保护名录。下一步，诸城市将
持续深入挖掘舜文化，赋能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深入挖掘舜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游客在舜庙钟楼撞钟。

臧家荣介绍舜庙重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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