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72013年8月9日 星期五

编辑：康鹏 美编：罗强 组版：陈华

今日章丘

绣江亭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
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
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
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
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
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 .com。

征稿启事

翟伯成
张子衡，字肇铨，清光绪元

年出生在章丘相公寨子村。幼年
家境不富裕，在父亲张锡纯的严
厉管教下，致力举业。他20岁中
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
士，是章丘最后一位进士。因无
钱活动官场，他被派到偏僻边远
的贵州任职。清朝宣统年间又升
到贵州遵义府知州。张子衡为官
初期，曾根据当时律例，对欺压
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先斩后
奏，为民除害，有清官之誉。辛亥
革命爆发后，携眷回家乡。后转
营钱庄、当铺，加入济南银钱同
业组织“福德会馆”，任济南总商
会会长。

1921年，原山东官银号改为
山东银行，代理省库。次年秋，山
东银号并入中国银行，“中行”拟
撤销该行。张子衡呈请山东省公
署批准，将山东银行转由济南总
商会招股承办，总资本100万元，
由张子衡任总理，牛嗣照任协
理，曹广元任经理，经营存放款、
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是为山东
有商业银行之始。

民国成立以后，当时在济南
的章丘帮(主要指旧军孟家和西
关高家)，自五四运动前后，就在
济南经营着数处工商业老字号，
资金雄厚，直接影响济南金融和
商业的兴衰，而他们也十分渴望
和需要张子衡这样的政客作政
治靠山，这对张子衡很快控制济
南财政、金融，乃至商业大权提
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随着“靠山”的更替，张
子衡后来的仕途也如履薄冰。复
杂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政权更
迭，使张子衡认识到当官不如抓
钱牢靠，以后便接受了中日合办
的鲁大股份有限公司，以矿权股
为半，由山东银行担保。国务总
理靳云鹏为董事长，张为副董事
长。

张子衡一生投资经营的商
号很多，在家乡章丘主要有“金
丰当铺”、“盐总店”和“鸿祥杂货
铺”。其中“金丰当铺”和西关高
家创办的“西关当铺”、“城关当
铺”，为章丘的三大当铺。

“金丰当铺”创建于1912年，
当时规模很大，有八大院落。铺
房建筑也很有特色，巍墙高屋，
乌门双开，迎门影壁上，挂有“裕
国便民”的牌子，门外悬挂绿柄
红头军棍和告示牌，使人望而生
畏。从掌柜(俗称“当家的”)、账房
先生、分头柜及管号房、管首饰
房到学徒共计50多人。组织管理
十分严密，责任明确，除学徒之

外，其余均为专职人员，十分熟
悉当行的规矩，尤其对傅山的

“当字谱”更为精通。
“金丰当铺”的日常业务，主

要是收当和取款，同时也接收存
款，发行信用货币，在农村则是
一种高利贷信用机构。“金丰当
铺”靠张子衡在济南金融界、商
业界的关系，起初发展很快。寨
子村一带虽说是张子衡的故乡，
但在旧社会，穷苦的劳动人民终
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当迫不得已
的时候，只有把自己仅有的衣物
典当救急。

“要讲富，开当铺”，过去有
钱的人，不开当铺，仿佛不足以
炫耀自己的财势。据《山东通史》
记载：清末民初，章丘的钱庄、银
号、当铺发展很快，位居全省各
县的第二位。“金丰当铺”又与

“西关当铺”和“城关当铺”不同。
过去投资于典当业的有三类，即
大地主、军阀和官僚。“金丰当
铺”属于“官当铺”，西关高家属
于民营。当铺经营在官府庇护
下，既能保本，又有丰厚的利润，
可以说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财
之道。由于从事典当业可名利双
收，又煞威风气派，故而成为张
子衡这样的官商绅士所鹜趋的
行业。

但是，好景不长，“金丰当
铺”在经营了约两年的时间后，
随着当税加重和新式金融机构
的发展，加之外国金融机构沿胶
济铁路线在山东各商埠的迅速
增加，各地当铺业务范围缩小，
存放款也逐渐减少，所以倒闭、
歇业者甚多。据《山东通史》现代
史部分记载：“清代光绪年间山
东有典当200余家，到1914年尚存
102家，除历城有9家、章丘有6家
之外，其余各县均在5家以下。”

“金丰当铺”也就在这时日渐衰
落，最后歇业。其房产家业归于

“鸿祥”杂货铺所有。

张子衡故居(今寨子村委)。

张子衡进士卷。

张子衡在山东近代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以招股承办的形式，创办了山东
第一家商业银行。他跻身官场，纵横商界，是一位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的官僚型绅商。

绅绅商商张张子子衡衡
与与金金丰丰当当铺铺

城子崖出土的谭国钱币。

在百家姓中，谭姓、崔姓、袭姓、部姓这四个姓氏，都起源于章
丘，章丘也因此在中华姓氏文化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源源于于章章丘丘的的
四四大大姓姓氏氏

谭姓

在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有一个
古老的小国家，它就是《春秋》中
所记载的谭国。据考证，谭国是
由原始社会中的居民点逐渐发
展成的一座城堡，传说是伯益所
建。伯益是大禹治水和建立夏朝
时的功臣，众望非常高，是各部
落公认的大禹“合法”继承人。但
大禹的儿子启为了争夺王位，率
兵击败杀死了伯益，继承了王
位。伯益虽死，但谭国却幸存了
下来，依附于强大的夏、商、殷。
周武王灭殷后，又附属于周朝。

《诗经》中记载的济南地区现存
最早的诗歌《大东》，其作者就是
谭国的一位大夫。诗中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可见当时周王
朝从都城洛邑修筑途经谭国通
向东方大道的雄伟壮观。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章丘
在殷、商至西周时期，东部隶属
柏陵 (今临淄 )、薄姑氏 (今博兴 )、
齐国，西部属谭国。春秋时期，章
丘西部仍属谭国统治管辖。周室
弱，七国称雄。齐国十六代国君、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借口谭
国“不敬”，率兵灭之。谭国国君
谭子逃奔莒国(今莒县)。逃散时，
谭国人不忘故国，誓约以国为
姓。之后的岁月，随着谭国人的
迁徙繁衍，谭姓也就分居于华夏
各地了。在龙山镇重修南阁子碑
文记载“施财善人”中，其中有清
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
同的名字。据说，谭嗣同不忘龙
山镇是谭氏故国，派专人送来了
银两，施财善修龙山镇的庙宇。
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此碑被
砸碎修了水坝。

崔姓

崔姓起源于章丘西北的崔
氏城 (今黄河乡土城村 )。《集韵》
记载：“崔，齐邑名，因封为姓。”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统一
华夏，封开国元勋姜子牙为齐国
国君(姜太公)，建都今天的临淄。
姜子牙有个儿子叫伋，死后谥号
为齐丁公。齐丁公有个嫡子(妻生
为嫡，妾生为庶 )名叫季子。按传
统本来应该由他继承齐国的国
君之位，但季子生性宽厚仁慈，
与世无争，便把君位让给了弟弟
叔乙，自己要了一个叫“崔”的地
方去悠闲生活，并以邑为姓，改
姜姓为崔氏。自此，姜季子便成
了崔季子，成为崔姓的始祖。

崔季子的后人在漫漫的历史
长河中繁衍生息，已遍及华夏各
地。崔姓也成为中华姓氏文化灿烂
群星中的一员。

袭姓

章丘市普集镇有个袭家庄。现
在袭姓人家仍占绝大多数。据村中
老人讲，村中庙宇内原有一口大铁
钟，钟上铭文显示是“习”姓。为什么
由“习”而“袭”呢？传说，是因村里出
了个博学多才的教书先生袭勖的原
因。袭勖，字克懋、懋卿，号耻庵，袭氏
第八世孙，明嘉靖年间诗人、教育
家，是当时以李攀龙为领袖的“济南
诗派”重要人物。袭勖一生著作颇
丰，有《懋卿集》《训子质疑》《太极图
解》《性命辩》传世。他与李攀龙常有
诗作互赠。在后人编簒的《绣水诗
抄》一书中，袭勖的诗被选入的竟达
45首之多，可见其诗的影响力之大。

关于袭勖改姓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是说袭勖教育出的学生中有四
人中了进士，同朝为官。皇帝为了嘉
奖他为国培养出了栋梁之材，特赐
龙袍召他进宫见驾。见驾之中，皇帝
随便问他是姓哪个“xi”字，袭勖虽然
满腹经纶，可见驾还是第一次，不免
紧张，便双手搓起了龙袍，未能及时
回答。搓着搓着，急中生智，忽然答
道：“龙衣之袭”；另一种说法是，袭勖
棋艺高超，皇帝召他进宫之后，经常
与皇帝对弈。有一次皇帝找他下棋，
他正在树下瞌睡。皇帝怕他着凉，便
脱下自己身上的龙袍为他披在了身
上。袭勖醒后，为感皇恩，便改姓为
龙衣之“袭”了。袭勖归家后，在创修
家谱时，征得族人同意，便“易习为
袭”作为家族的姓氏了。自然，这都
是传说，确凿的原因《袭氏家谱》上
也没有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
索与研究。

袭勖最后被赐为“教谕”。所以
章丘县志和乡人都习惯称他为“袭
教谕”。据新修《袭氏族谱》统计，袭姓
现在已繁衍至章丘多个村庄及省内
多个县份与东北三省各地。

部姓

元朝末年，多支部队聚义反
元。元朝覆灭之后，多数部队都归
顺了朱元璋领导的部队，但也有少
数部队与朱元璋展开了争斗。结果
都以失败告终。有一支部队的将军
失败之后，便率领部下数人逃进了
现在的垛庄镇西庵村山中，在这儿
隐姓埋名，“解甲操锄”，开垦起了
山地，并与当地山姑结合，企图休
养生息，东山再起。但随着大明朝
的政权巩固，这位将军的“壮志”也
随之破灭。多年之后，将军逝世。被
他带进山中的部下随员，为了纪念
将军，取“将军部下”之意，都以“部”
为姓了，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大
家族”。“部”字被收录进《康熙字典》
时，也多了一个姓氏的解释。旧时，
在西庵村有一石碑详细记载了此
事，可惜石碑现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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