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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7日，聊城降温，80多岁的王一来到报社，他告诉记者，继
2016年的《东阿仓颉文化》之后，他的第二本书《字圣仓颉》已经出版，第三本
书《造字始祖仓颉》目前已完成排版，预计2022年出版。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看到《上下五千年》上有记载仓颉造字的
故事，后来在《东阿县志》中发现老家村子里的仓圣楼和仓王坟竟然和仓颉有
关系，于是他开始研究“造字鼻祖”仓颉，并致力于讲述仓颉与聊城的故事。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他已用时20余年。

一个念头 记录并讲好“造字圣人”的故事

仓颉，据一些史料记载，他是黄帝时
期造字的左史官，广泛搜集民间的图画
文字加以整理，创造了系统的象形文
字。因其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到重要
作用，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在东阿县铜城街道王宗汤村东南
1.5公里处，有一处隆起的土堆，旁边立
有石碑，相传这里就是仓颉的墓地，当地
人称“仓王坟”。

王宗汤村，是王一的老家，“仓王坟”
就在他家的耕地附近。

据王一回忆，小时候自己经常去仓
圣楼和仓颉墓地玩，但当时并不知道“仓
王坟”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看到《东阿

县志》，他才发现老家村子里的仓圣楼和
仓王坟竟然和一位造字的人有关系，他
当时很惊奇，“我们竟然和这么一位伟大
的人物离得那么近，‘造字圣人’就长眠
于我们东阿王宗汤村”。发现这个事
后，王一坐不住了，他决定记录并讲好

“造字圣人”的故事，“仓颉生活在这里、
葬在这里，仓颉造字的故事在王宗汤村
流传了几千年，我们绝不能让它失传，
否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王
一说。

1999年，王一从聊建集团退休后，开
始搜集、查阅并整理关于仓颉与聊城的
故事。

一项数据 20余年用百万字记录仓颉文化

仓颉葬于何处？全国各地遗址有多
处，说法不一，陕西有，河南也有，各地都
有史志记载。

为了找到仓颉长眠于东阿的相关证
据，王一查阅了大量资料，仅关于仓颉的
书籍他就查阅了 60 余部，从 1999 年至
今，他笔耕不辍记录仓颉文化，所著3本
书共计百万余字。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于慎行主
编的《兖州府志》记载：“仓颉故居在城西
北三十里，有墓，有寺。”

清《东阿县志·古迹志》记载：“仓颉
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古名利阳亭，墓前有
祠，久圮。”“县西北三十里”，即今铜城街
道的王宗汤村。

不仅如此，魏文帝曹丕组织编写的
《皇览》上也有记载：“有仓颉冢在利阳亭
南，坟高六丈。”

古籍记载和后人证实，王宗汤村仓
颉墓古名利阳亭，与古籍记载相符。

有了这些史料的支持，王一开始为
仓颉墓奔走。

1999年，他联合社会文人志士，成立

了仓圣祠筹建委员会，王宗汤村村委会
经多次商议，决定拿出土地20余亩（1亩
约合666.7平方米），恢复仓颉墓的建设，
村民也捐款捐物，积极响应，立碑、建墓、
植松柏，仓颉墓基本恢复了原貌。

2000年，时任聊城师范学院副院长
的宋益乔，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
议上提出了“重修仓圣祠”的建议，获
得批复。

国家文物局下发文件，责成山东省
文物局组织考察队伍，对东阿仓颉墓进
行勘探并予以保护。经过勘探，王宗汤
村仓颉墓是一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近
十万平方米，与仓颉时代相符。

2002年至2003年，地方政府对仓颉
墓进行了规划性建设，复筑了仓颉墓，
墓前立石碑、植松柏，现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其间，王一还倡议社会各界文人志
士传承仓颉文化、挖掘仓颉文化、讲好聊
城与仓颉的故事，并且，自己写了很多文
章，宣传仓颉文化，讲述仓颉与聊城的故
事。

一位老人的坚守

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
的泱泱大国，汉字就像一根
纽带，记录和见证着历史变
迁、朝代更迭，仓颉造字的
传说流传了几千年，研究仓
颉文化，其实就是追寻中华
文化的根。

20余年，60余部资料，
100多万字的著作，王一老
人在用心、用时间、用行动
守护和记录着传统文化和
中国故事，讲述仓颉与聊城
的故事。

支撑他前行的，不仅仅
是乡音乡情和那一方热土，
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
意，这也是他坚定讲好这个
故事的初心。

联合国中文日定在农
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而
这一天，正是传说中“中华
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日
子。

正如王一老人所说，
“造字圣人”生活在这里，葬
在这里，做好文化传承是后
人的责任。在他眼里，不让
这些优秀璀璨的历史文化
湮没在岁月里，是责任，也
是使命。

王一如同一位古老的
说书人，围炉夜话，更是一
位愿为仓颉文化奉献余生
的守望者，为了心中的信
念，他坚守着责任，这是一
件难能可贵的事。

聊城是历史文化名城，
而王一，是讲述聊城故事的
人，也是聊城历史文化的守
护者。

吕晓磊

一个心愿
修复仓圣楼

王一回忆，当年村头的“仓王坟”除
了有墓冢和古碑，旁边还有三间祠堂，
祠堂有两层，下面一层是石头做成的底
座，上面有牌匾写着“仓圣寺”三个字，
当地人称“仓圣楼”。

东阿的仓圣楼由道光年间知县李
贤书捐俸重建，在日军侵华时被毁，仓
圣楼的砖被用来修建了王宗汤村西的
孟庄炮楼。

王一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被毁掉
的仓圣楼能够得到修复，“这代老人对
仓圣楼还有记忆，如果这些老人不在
了，再修复就更难了，我是在这个村里
长大的，不能让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东西
失传，我们有责任去做这件事。”

而关于各地对仓颉到底葬在何处
的争议，王一表示，有争议是好事，这是
对文化的一种重视和尊敬。

对于仓颉和聊城的故事，王一说，
他要一直讲到自己讲不动为止。

↑王一编著的书籍

↑王一在翻阅自己所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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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著书百万字

用20余年挖掘仓颉与聊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