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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向对一门忠烈
的家风传承敬佩有加，古有杨
家将、岳家军，今天看本期人
文齐鲁发表的《国家危难时的
庄翰林一家人》，你会发现，这
正是一门忠烈的现实演绎。

翰林庄清吉为官时虽正
值清末吏治极其腐败之时，但
他却为政清廉，大办教育，又
亲理词讼，判断曲直，使得为
官几年后政简刑轻，当地“几
几有无讼之风焉”！的确是个
有学识有能力的好官。然而这
样的好官仅仅因为支持变法
维新为袁世凯所不容，遭诬陷
弹劾，不得已卸官回乡。

庄清吉的儿子儿媳庄达
中、杨佩范皆在国家危难时挺
身而出，请愿游行、抗日救亡，
这种身先士卒的主人翁精神
带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
情结，跟身份地位无关，但与
传承的家风家教有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黄
河山东段上曾有一“鲁生号”
客轮，从济南的泺口到现在的
滨州，承载了相当一段时间的
客运任务。作者田邦利的《黄
河上的“鲁生号”客轮》记载了
这段现在已不太为人所知的
历史，也是这位老人珍贵的记
忆。在母亲河上乘船，“逶迤而
下，越千帆，过百舸，没有能与
之争流者”，这是多么惬意的
事情。后来黄河水小了，船也
就开不动了。我想，即便现在
黄河上客轮仍在，坐的人恐怕
也少了吧。因为现在公路铁路
客运的发达与高速是会让人
们自动舍弃这种缓慢的水运
的，尽管它廉价。

作者曲海波的《上世纪
30 年代教育电影在青岛的传
播》，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
国民政府对民众普及教育的
重视。电影作为当时受众最广
的传播方式被政府有效利用
来启发民智，选举蔡元培等 7

人为监委的教育电影协会以
“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
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
精神、建立国民道德”为方针
来拍摄的各种教育电影，深受
各界欢迎。

这些教育电影今天来讲
其实就是纪录片，它们在当时
向民众传播知识，而今则是珍
贵的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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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青天”翰林庄清吉

柏乡好县官，乃有庄青天。
出身翰林院，降心治弹丸。
勤政又爱民，查学遍乡间。
见人有片长，啧啧屡称叹。
到任甫二年，倏忽被倾颠。
谗邪必害正，僉壬定嫉贤。
鬼蜮含沙易，宦海行路难。
甘棠留遗爱，愿为造铁船。
这是在民国二十一年刊印

的《中国方志丛书》《柏乡县志》
里，记载赞颂翰林庄清吉的一首
民间歌谣。

庄清吉(1863—1914)，山东
省临沂市费县方城镇诸满村(现
区划归临沂市兰山区)人。庄清
吉七岁失母，其父庄曰善以识字
不多为憾，但因家贫只好让清吉
为富家子弟陪读。庄清吉自幼聪
敏好学，光绪十年(1884年)考入
县学，中秀才后，为了生计自办
私塾以教书为业。光绪十七年
(1891年)乡试中举，边教授边苦
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京
应试，复试第一等第十七名，殿
试第二甲第十九名，朝考第一等
第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兴起，庄
清吉在乡间多年，深知朝政昏
暗，民不聊生，具有变革图强的
意识。加之得到他的座师翁
同龢(光绪帝师)的赏识，关
系甚密，翁同龢曾以藏帖

《九成宫》相赠。戊戌变法失
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翁
同龢遭贬回乡，庄清吉也受到牵
连。光绪二十九年(1904 年)，“降
心治弹丸”，庄清吉离开翰林院
被外遣到河北省柏乡县任知县。
他以“清、慎、勤”三个字激励自
身。据《中国方志丛书》《柏乡县
志》记载：庄清吉在任上大力兴
办学校，培养人才，先后设立储
才馆、蒙养学堂、高等小学堂。考
取学生、选派绅士，游历日本，考
察学务政治，成立工艺局及劝学
所。又每亲理词讼，判断曲直，初
到任时，每月词讼数十件，及期
年后，政简刑轻，几几有无讼之
风焉，为百姓所爱戴。

袁世凯对庄清吉本来就存
有芥蒂，他借慈禧太后享用之名
要柏乡县送两万斤芝麻。庄清吉
用银两购买芝麻后，特地开列了
购买所用银两清单，袁世凯看后
十分生气，斥庄清吉为不懂时务
的“腐儒”。光绪三十一年(1906

年)夏，讹传高邑县复有拳匪蠢
动，袁直督(袁世凯)派候补知县
赵某到高邑县考察拳匪，赵某乃
捏禀柏乡亦有拳匪，对庄清吉予
以诬陷。袁直督震怒，立将高邑
知县及柏乡知县庄清吉撤任，其
诬枉亦已甚矣。庄清吉及去任
时，饯送于北城门外者千数百
人，有泣下者。柏人至今歌颂思
之，称为庄青天。

庄清吉两袖清风，书画半
车，回到故乡，养亲教子。民国三
年 (1914年 )，不幸染疾，不治身
亡，享年51岁。

“五四”运动爱国学

生领袖庄达中
庄翰林的家乡诸满村是颜

真卿的祖籍，古称“孝悌里”。颜
真卿抗安史之乱壮烈殉国后，谥
封为“鲁郡开国公”，简称“鲁
公”，其祖籍建有“鲁公庙”和“鲁
公桥”。鲁公至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和赤诚报国的精神在潜移默
化影响着庄翰林的家乡人，庄翰
林之子庄达中就是踏着“鲁公
桥”走出去的“五四”运动杰出的
爱国青年学生领袖。

庄达中(1892—1933)，他自
幼受其父变革图强民主思想的
熏陶，极富正义感和爱国情怀。
青少年时期曾在临沂政法学校
学习，后考入济南商业专科学
校。当时的中国处在最黑暗时
期，政府昏庸无能，奸臣卖国，日
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山东青岛，
霸占我胶济铁路……庄达中作
为一个爱国青年学生，心中常常
愤愤不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庄达中热血沸腾，带头组织学生
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进行演讲。
5月7日，庄达中参加了在省议会
召开的各界国耻纪念大会。大会
上群情激昂，人心振奋。此后，济
南市各学校的学生会、校友会等
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
会，推选庄达中为会长。5月23

日，各校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的组
织下，齐集济南演武厅召开大罢
课誓师大会。会后学生手举旗
帜，散发传单，游行演讲，高呼口
号，抵制日货……把爱国运动推
向新高潮。6月10日，济南市全市
开始了大罢市，各校学生纷纷走
进商埠街头，宣传和劝说各商家

关门罢市，并结队到督
军 公 署 和 省 长 公 署 请
愿，与反动当局展开坚
决斗争。庄达中和全体
学生陈情悲壮，义正词

严，督军和省长不得不答应向京
电达山东爱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6月上旬，济南罢课罢市斗
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山东学生
联合会会同省议会等七大团体
开会，决定进京请愿。共推举请
愿代表 83 人，其中学生代表有
庄达中、张文英、王建兴三人。6

月 19 日，请愿代表带着全省人
民的重托，乘车赴京请愿。进京
后，受到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拦，
代表们意志坚决，夜哭新华门，
并发誓若不接见，死不生还。北
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答应了请
愿团的要求。山东请愿团又推选
出王乐平、庄达中、王建兴、李子
善、张彝伯、张星五等六人面见
总统。6 月 23 日，庄达中毫无惧
色地站在徐世昌面前，慷慨陈
词，历数国耻，痛斥国贼，声泪俱
下，精诚所至，感动得执戟卫士
纷纷以襟拭泪。徐世昌在代表们
的义正词严面前不得不答应拒
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京期间，庄达中还到北京
大学访问山东籍学生，拜访并结
识了瞿秋白、李大钊，并和他们
合影留念。

1920年，庄达中回沂蒙家
乡，看到地方上的贪官污吏，横
征暴敛，贪污腐化，鱼肉百姓。他
就发动蒙山前 72 个村庄的老百
姓联合起来，把反动的诸满社社
长邵性太赶跑，后来又把费县知
县董大年“拉下马”。他积极提倡
平民文化，建办了“醒民小学”，
自任校长和教员，进行启蒙教育
和民主思想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后，东三省沦陷，庄达中忧心忡
忡，彻夜难眠，他在家乡的庙会
上，登上戏台讲演。号召乡亲们
不做亡国奴，要团结抗日。当讲
到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丧，我同胞
被日寇奸淫烧杀，有国不能投，
有家不能归的惨状时，他悲痛万

分，不能自已，竟失声痛哭。台下
听者如云，无不为之动容，至今
家乡的老人们还能绘声绘色地
谈起当时的情景。在日寇铁蹄还
没踏进沂蒙山区的8年前，庄达
中就在家乡撒播下抗日救国的
火种，为以后的山东纵队蒙山抗
日独立支队的建立打下了牢固
的思想基础。

1933年，庄达中得知冯玉
祥、吉鸿昌在绥远省固北口组织
了抗日同盟军后，他抛妻舍子，
日夜兼程投奔了共产党员吉鸿
昌的部队，任吉鸿昌的参议，为
抗日工作日夜操劳，奔走呼号。
他经常陪同吉鸿昌赴北京、天津
等地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和做抗
日统战工作。后来吉鸿昌被国民
党特务杀害，庄达中痛不欲生，
加上积劳成疾，突患重病，医治
无效，昂然辞世，终年 42 岁。

“革命母亲”庄大娘

杨佩范
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曾出现

过许许多多个“红嫂”。同时，在
抗击日寇的残酷斗争中，也有许
许多多“革命母亲”为救亡运动
舍家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庄
达中的夫人杨佩范就是其中之
一。

杨佩范(1889—1975)，原籍
齐东县，因其父杨诞宸任费县教
谕落户费县，与庄达中结为连
理。她有文化，思想进步，庄达中
去世后，秉承丈夫遗愿，积极投
身到抗日救亡中去。她曾任费东
县妇救会会长，经常在大会上讲
话，动员支前参军，成为蒙山抗
日根据地远近闻名的“庄大娘”。
1938 年她把 16 岁的长子送到山
东省战工会政治干校学习，1940

年她又送次子去延安抗大学习，
1945 年又把三子送到革命队伍
里。革命母亲“庄大娘”把自己和
孩子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

1941年3月，沂蒙专署成立
抗日民主新政权，庄大娘作为妇
女代表，她的次子作为青年代
表，娘俩一起赴沂南县马牧池村
选举专员。为了避开鬼子汉奸的
耳目，由民兵张立民推车，庄大
娘坐在独轮车上，她的次子拉
车，乔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步行
三天到达目的地。经过 3 个钟头
的投票选举，选出了专员牟宜
之、正副议长邵德孚和刘惠民。
新政权成立后，为防备敌人袭
击，宣布休会，代表立即返回。庄
大娘一行三人走出数里，后面枪
声响起，她庆幸地说，多亏领导
计划周密，不然就让敌人包围
了。

庄大娘家还是八路军山
东纵队机关驻地，当时的山东
纵队民运部长朱则民和他的
夫人杨军经常住在庄大娘家。
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她看
到朱部长穿得单薄，就把她丈
夫的一件貂皮大衣送给了朱
则民。解放后，朱则民把这件
貂 皮 大 衣 捐 献 给 了 灾 区 。当
时，抗日环境特别恶劣，朱则
民夫妇刚出生的女儿小青就
托付给了庄大娘抚养。四年后
庄大娘把革命的后代小青交
到朱则民夫妇手里……

1975 年，86 岁高龄的“革命
母亲”庄大娘因病去世，当地政
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有人给庄翰林家送了一副
对联称：满门忠义为救国，光耀
千秋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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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朝末年到日本侵
略者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在
近百年的时间里，沂蒙山区
的庄翰林一家人中，先后出
现了清末勤政爱民的“庄青
天”、“五四”运动中把个人
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青年

“学生领袖”庄达中和抗日
烽火中的“革命母亲”庄大
娘。他们一家人用赤诚爱国
之心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
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
珍贵的精神财富。

沂蒙山区的一门忠烈：

国家危难时的庄翰林一家人

翰林庄清吉

▲庄达中(右六)与全国各界联合会山
东代表合影(1919年11月16日)

□荣士友

“革命母亲”庄大娘杨佩范

庄达中(右一)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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