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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仙逝十多年了，一年年
的风雨淡化了多少记忆，然而，
无法让我忘却的是2000年1月19

日，中共重庆市委对伯父的评
价：“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
建设，奉献了光辉的一生。”

伯父原名张立峰(南下时更
名张冠伍)，1914年12月生于枣庄
市薛城区沙沟镇黎墟村。193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任

“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情
报站站长，当年12月初圆满完成
护送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同
志由临沭经微山湖赴延安的任
务。随后升任鲁南军属管理委员
会生产委员、滕县支前大队教导
员。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28日
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
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要
求山东分局选拔340名老干部和
西南籍干部10人组成南下干部
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直属二
野政治部领导。经过在临城 (今
薛城)、徐州集训和整编，1 . 7万名
西南服务团团员，于1949年7月24

日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据
伯父生前回忆：“西南服务团是
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亮点，是山
东人民为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
作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由于解
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到川、贵路
途遥远，跋山涉水、生活艰苦，而
且还不时遇到敌机、土匪、特务
的袭扰。沿途第一仗是解放安徽
凤阳城 (伯父时任南下副总指
挥 )，行军中先后参加战斗十多
次，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团职干部动员会上，邓小平
讲：“这次到四川、贵州就是巩固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迎接
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二野随
军服务团就是一次小长征嘛！”

四川解放后，伯父负责川东
的工业、交通工作，在抓“三线”
建设、蜀道改造等许多工程中成
绩卓著。1977年4月20日，伯父作
为四川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个
人代表，到大庆参加会议，受到
了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李先
念的接见。伯父一生历经磨难，
远征“天府之国”，在此“献了青
春献终身，终身献了献子孙”。但
他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
今天家乡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
悉。

1987年国庆节，我随父亲第
一次到渝省亲，伯母让伯父派车
带父亲和我到大足石刻游览，伯
父坚持不同意，并说“假日里驾
驶员要休息，而且坐公交车很方
便”。当我们坐在公交车上，我
想，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并不是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能做到的，而
伯父做到这一点，正是平时廉洁
从政、反对特殊化的自然延续与
体现。由此想到伯母给我讲的另
一件小事，1984年在永川火车站
工作的山东老乡，回滕县过春
节，节后带回来一捆地方特产大
葱送给伯父，当把客人送走后，
伯父叫伯母按市场价将葱款送
到老乡单位。上世纪50年代，与
伯父同村同族的一名晚辈，在广
东服役复员后，直奔四川，请求
伯父给他安排工作。伯父作为江
津地委一名领导，除热情接待
外，还给他做工作，希望他回家
乡建设社会主义。后来他听了伯
父的话，回村当了一名生产队
长，伯父回山东探亲时，他特意
面谢伯父对他的指教。

想起2000年1月17日伯父在
重庆辞世，不禁黯然神伤，赶不
走的飞雪和泪水犹如抹不去的
哀思与记忆。

副官巧遇游家人

冯玉祥11岁时，母亲游氏在
河北康格庄病危，临终前喊着冯
玉祥的小名：“科宝，娘有桩心
事，千万别忘了济宁还有你两个
舅舅，你长大了一定要到济宁找
你姥娘家的人，一定要了却娘的
心事。”母亲去世不久，乳名科宝
的冯基善就过上了兵营生活。由
于带兵写名字的人的随意，冯基
善成了威震海内的冯玉祥。

冯玉祥后来回忆：“我把娘
的话一直记在心上，后来当了
兵，又领了兵，从未忘记此事。在
以后的许多年中，我曾多次派人
去济宁明察暗访,都没有找到。”

1932年，冯将军由于赞成抗
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
独裁统治而隐居泰山。戎马倥偬
的生活中稍稍有一点空隙，他立
即派了最亲近的副官潘廷玺到
济宁去寻亲。

潘来到济宁不动声色，在城
里的南门大街路西寻了个旅社

“福生书屋”住下。说来十分凑
巧，游氏惟一在世的堂弟游邦孚
就在塘子街口开了个小杂货店，
和“福生书屋”紧邻。

潘廷玺安定下来后，与堂倌
闲聊时问附近有没有姓游人家，
堂倌随口说，门前杂货店店主就
姓游。潘得此消息随即到了杂货
店，打听附近是否有姓游的人
家，游邦孚说，“这一片俺游家是
独姓，我伯父家的姐姐出嫁给姓
冯的，姐夫是安徽巢湖人，他们
早都回安徽了。”“你们有过联系
吗？”“多年没有联系了，有一年
我姐姐来过一次，领着一个叫北
宝的，怀里抱着小的叫科宝，从
那就再也没有来过。”听到这里
潘廷玺大喜过望。

潘廷玺很快回到泰山，对冯
细说了整个过程。冯便立即派潘
廷玺重返济宁正式认亲。

尴尬认亲，舅甥终会面

潘廷玺坐着黄包车，送来一
车油、一车布和一些礼品，直接
登门为冯玉祥认姥娘家。冯的堂
舅游邦孚吓坏了，那时的小市民

看见兵都怕得要命，何况是鼎鼎
大名的冯玉祥！他能是自己的表
亲？游吓得东躲西藏，不敢认这
门亲事。

潘廷玺没想到会出现这种
场面，万般无奈只好找到当时的
县长林开太，说明了情况。第二
天，由县长出面在南门外“洪源
楼”饭庄设宴。县里的主要头面
人物都到场，备好车子请“舅爷
赏光”。游邦孚被几番动员才勉
强答应赴宴，但坚持不坐车。潘
廷玺、林县长、旅长、会长一大片
头面人物只好步行陪同。有歌谣
专门描写当时的场面：“前面走
个光光人，后面陪同官一群，军
警县衙鸡飞狗跳满街跟。”酒席
摆好了，游邦孚当然是首席，可
是他却蹲在角落里光吸旱烟不
肯上桌，谁也劝不动，最后只好
单开一桌素席，空着首席的一
桌，吃了顿没趣的饭。

第三天由潘廷玺陪同，生拉
硬扯游邦孚上了火车。到泰山一
见面，冯玉祥看见游邦孚立即想
起了母亲的面相，知道这是一家
人无疑了。在谈话中又互相说了
舅舅和娘的乳名和许多细小的
生活琐事，双方才彻底去掉了顾

虑，通过叙家世，又把分散在各
地的游氏成员一一说到，天津的
游邦彦、枣庄挖煤的表弟游仁增
都发信邀请来认亲。

游仁增关于认亲过程有段
回忆：那天下午4点多钟，我到了
泰安普照寺，一位很威武的人迎
上来，只见他穿一件灰布大褂，
张着大嘴笑着：“表弟才来，我们
盼你好久了。”原来这就是表哥
冯玉祥。进屋很整洁，一张桌子、
两把藤椅、两条长凳，后来知道
这叫五贤祠。还有一位很有气度
的中年妇女走来，青大褂、青布
鞋，戴着眼镜，很像个传教士，表
哥介绍说“这是你表嫂”，才知道
是李德全。晚饭十分清淡：清调
菠菜、炒鸡蛋，炖红鱼、炒白菜，
还有一土盆白菜豆腐等。主食：
一盘白馒头、一盘棒子面窝窝。
一人一碗绿豆小米稀饭。

妥帖置办家产

冯玉祥将军对这些亲属的
安置如他本人的一贯作风一样
务实，既没有将他们安插军中捞
个一官半职，也没有给些浮财供
享乐，更没有指使地方政权为他

们如何如何。按他当时的地位和
影响，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

他将亲属留住些时日，畅叙
亲情后，针对各自的状况做了如
下安置：游邦孚是惟一在世的舅
爷，年龄大了，为他买了50亩土
地养老，8个表弟每人30亩。另外
在城北戴庄南买了74亩果园作

“族产”。这在当时应该是最好
的，也是最朴实的安置。同时为
亲表弟仁义在扈家街买了一个
院子。又为舅爷游邦孚在总府后
街(现在的樱花小区)买了李姓
院落一处。对于能上学的，分别
让仁义去军校、仁符回济宁读
书，仁增还是回枣庄挖煤。

笔者幼年曾和游邦孚是近
邻，这位干瘦老头人称“游三
爷”。自从认亲之后，受冯玉祥的
嘱托和影响，他在当地确实做了
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南门大
街更换石板路时他出了不少力，
由于季节原因缺了人工，他专门
到兖州找到驻军孙桐萱要了一
连人来帮助完工；还为济宁城筹
资增加了许多新碾用以轧面，这
在当时，对于穷苦人来说是件

“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游邦孚
1953年在济宁去世，终年81岁。

□文庆珍

冯玉祥寻亲记
伯父张冠伍
南下的岁月
□张健

【走南闯北山东人】

章丘文庙豪华气派的朱色
大门坐西朝东，进到宽敞洁净的
深宅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居
北面南的文昌阁，里边供奉有粉
面黑髯的文昌帝君彩色塑像。继
续西行，穿过一排廊庑，便到达
高阶石柱、朱瓦粉壁、富丽堂皇
的大成殿。整座大殿充溢着寂静
神圣的气氛，每年春秋两度，由
县宰亲临主持庆典，在此举行规
模宏大、人数浩繁的祭孔礼仪。

随着历史的沿革和教育的
发展，章丘文庙唐初易名为“章
丘书院”。依旧是全县学子进学、
考试举业之圣地。主管县学的教
渝署、训导署也设立于此。书院
各项制度条款执行相当严格，如
生员的言行举止必须为人师表。
教生育徒一定诲人不倦；以夫子
之语作为授课座右铭。学童如对
师长不敬无礼者，在院酗酒赌博
者，无故旷课荒废学业者，一经
查出重责不怠，进行严厉管教，
乃至鞭笞和除名。

古代章丘素有“学士之乡”
的美誉，由于达官贵人多、经销
盐商多、中草药铺多，故经济昌

隆，而产生了诸多民间书院。章
丘兴办最早的书院可上溯到宋
朝淳化年间。一代富豪田浩在济
南府72名泉之冠的明水百脉泉
畔、梵王宫后首创“百脉书院”。
由于院址泉林丰茂、环境幽雅、

气候宜人，首次招生进学府即达
230余人。

到明朝嘉靖年间，官居四品
太常寺少卿、京城“八大才子”之
一的著名戏剧家李开先解官归
田后，在章丘县城女郎山东侧兴

办了“中麓书院”，他亲任“山长”
(院长)兼执教。

清代为章丘书院的中兴盛
世，诸多有识之士、地方巨富慷
慨捐助，陆续在境内购地选址、
大兴土木，广聘名家学士建起书
院六处，分别是白雪书院、圣井
书院“、凤凰书院、丽泽书院、阳
丘书院和绣江书院。至清朝中
期，章丘书院在绣江两岸星罗棋
布。均由圣贤名流执教，为乡野
学子解惑释疑、指点迷津。

章丘学子进京赶考名列榜
首一如闪光的星辰数不胜数，成
为历朝历代的贤达廉吏。如唐代
名相房玄龄、良臣李君球、北宋
文学家李格非、婉约派词宗李清
照、一代名相范仲淹、元代“文简
公”刘敏中、七贤堂主张养浩、五
里三进士胡东惭、谢廷光、焦馨、
明朝戏剧家李开先、“白面包公”
李慎修、著名藏书家李廷棨、首
位进藏“封王”的民族信使王世
睿等。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
清代就考中进士65人，其中状元
2人。毫不过誉地说，章丘书院教
育为国造就的人才浩若繁星。

□王绍忠

章丘文庙与民间书院

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在郡、府、州、县城大兴土木修筑工
程的同时，也一并修建庄重肃穆的文庙(俗称先师庙)。隋开
皇十六年，阳丘县易名“章丘县”，治所设立于绣惠城关村。
文庙便坐落于隅头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其父约在19世纪60年代随清政府“铭军”调往山东济宁，结识了三代干
河标营的游氏家族，并和游邦孚的堂姐结亲，后夫妇回皖，在巢县生下了乳名科宝的冯玉祥。后因战事不断，许多人家流离失
所，冯、游两家竟断绝了联系。谁承想，几十年后在运河畔引发了一出辗转波折的冯玉祥寻亲的故事。

1934年初，冯玉祥全家在泰山合影。（资料片）

【“齐鲁孔庙寻访”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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