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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邓邓氏氏家家族族文文武武兴兴盛盛四四百百年年
邓钟岳因楷书写得漂亮被康熙钦点为状元

明清时期的聊城，有
“任、邓、朱、傅、耿”五大
望族，而以清朝康熙辛丑
科状元邓钟岳为代表的
邓氏家族，又是自明朝初
年到清朝中叶的名门望
族，前后兴旺达四百多
年。

至今，邓氏后人邓树
明家还保留着有着上百
年历史的天罡剑。而邓氏
后人邓树堂也曾撰文写
过自己的家族史。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提到邓家，史册载入最多、流
传故事最多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
状元邓钟岳。邓氏族人邓钟岳是
清康熙六十年状元，曾任职浙江
学政、通政司参议，礼部右侍郎、
左侍郎，江南正考官等。

在古城区曾有条状元街，这
条街与东口南街、二府街和老府
院街共同交汇在一个十字路口，
附近人都称这里是“牌坊口”。这
里曾是邓钟岳的老家，在状元街
和东口南街的交叉口曾有座朝东
的牌坊，就是邓家的。“据说牌坊
有七层台阶，上世纪50年代时，还
能看见牌坊两边的石柱子，曾经
有人专门看管牌坊，就住在牌坊
的南边。这条街就是因为邓状元
才叫状元街的。”古城区老居民对
此仍有记忆。

聊城熟知本地历史的人都知
道“字压天下”，说的就是邓钟岳。
历史上记载，邓钟岳在康熙六十
年应殿试，因其楷书劲挺秀美，康
熙皇帝看了他的试卷后，御批“字
压天下”，一举夺得第一名。

史料总是中规中矩，如人事
档案一般让人难窥历史人物的性
情。而老居民中流传着一个传说
故事，却彰显着邓状元小时候的
古灵精怪。

邓钟岳小时候，有一天在运
河岸边晒太阳，不知不觉露出了
肚皮。恰好有个从江南去北京赶
考的文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做
了首诗，无伤大雅的笑话了邓钟
岳一下。邓钟岳随即暗讽回去，令
那位江南文人甘拜下风，并因为
一个不起眼的少年竟有如此高
才，北上科考怕是无望了，于是打
道回府，准备再苦读几年重新再
考。

◎邓钟岳

楷书写得漂亮
被钦点文状元

邓钟岳是“字甲天下”的
文状元，可很少有人知道，邓
钟岳的祖辈们都是将军，他
是家族中第一位文状元。

据了解，古城区将设置
的博物馆中，有“东昌府状元
文化博物馆”，计划设在将要
重建的邓钟岳故居处。

邓钟岳故居就是民间传
说的“邓家大院”，又称“状元
府”。他位于古城东南隅的状
元街东段路北，即今实验小
学院落的东半部。

“邓家老辈人习文尚武，
文出状元，武有将军。近代以
来，也不乏武术名师。我家的
这把天罡剑是家父遗留的，
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邓

家大院后裔、70多岁的邓树
明拿出一把古色古香、名叫

“天罡剑”的老剑以及一杆红
缨枪说道。

邓氏后裔邓树堂对家族
史的研究文章中写道，邓氏
家族祖籍江西。从元末明初
的邓仲璋开始，邓均显、邓
福、邓瑜、邓瑄、邓鑑、邓镛、
邓隆、邓浒均为世袭昭勇将
军，计有九位。自邓浒开始任
东昌卫指挥使，镇守聊城。其
后，邓桂、邓勋、邓堂、邓都、
邓守洛、邓秉谦、邓之荣均世
袭明威将军，计有七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邓家人建立了“昭勇坊”，是
对历任昭勇将军的纪念，彰

显了邓氏家族的无尚荣光。
邓氏家族中在明清时

期，截至清朝道光二年(1822
年)，共出职官四十名，状元及
第一名，文武进士五名，文武
举人二十四名，恩、拔、副、岁
贡二十名，廪、增文武生员一
百 四 十 名 ，监 生 二 十 四
名……

而《东昌望族》中的记载
更为详细，书中记载：邓氏家
族在明朝一门有九个将军。
元朝末年，邓氏第一代邓瑜
跟随朱元璋行军，封昭勇将
军(正三品)，官指挥使职，子
孙世袭，共计十代。除第二代
邓镛早卒，未能世袭父职，其
余八代均世袭祖职。

◎武学世家

明朝邓氏家族曾出过九个将军

邓树明说：“邓家有著名
武术大师。1933年，山东省主
席来聊城视察，族人邓寰瀛
和我父亲邓清源等地方名武
师在进德会大院中举行了

‘国术表演’，受到嘉奖。”
民国年间的邓寰瀛，擅

长少林武技，有豪杰风骨，
常有打抱不平的善举。“有
一次，一个游僧来街坊店铺
中强行化缘，将一个几十斤
重的大铁钵放在柜台上，大
有不给钱不走的气势。邓寰
瀛 闻 风 赶 到 ，用手轻 轻 一
扫，大铁钵飞到了两丈以外
的大路上。游僧受到惊吓，
自知力量不及，拾起铁钵，
悻悻而去。”

邓树明的父亲邓清源，
少年时代从名师赵相坤习
武，1928年就曾担任聊城县
国技 (指武术 )研究会副会
长，抗战爆发前在聊城县国
术馆担任武术教师。他擅长

“二郎拳”、“天罡剑”等技
艺 ，正 直 厚 道 ，侠 肝 义 胆 。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
亲曾率领弟子杨萱庭(后为
全国著名书法家)等人参加
全省比赛，他表演的醉拳获
得大奖。”邓树明说。

“著名抗日英雄白果也
是邓状元的后代，他本名邓
延熙。”邓树明继续介绍，邓
延熙，化名白果。1 9 3 8年经
中共鲁西北特委保送赴延

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校
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
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
保卫群众利益和抗日民主
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
年在范筑先领导下，筹建聊
城青年抗日救国团，且出任
团长。1 9 4 0年春，他随八路
军南下苏北。

“1941年8月22日，在日
寇 扫 荡 中 ，他 不 顾 个 人 安
危，掩护群众撤退，战斗到
最后，直至壮烈牺牲，年仅
2 3岁。解放后，烈士牺牲地
江苏省建湖县承平乡被地
方政府命名为白果乡。”邓
树明语气中充满对英雄的
缅怀之情。

◎后人传承

有人行侠仗义，有人抗日救国

邓钟岳虽然是文状元，但出生于武学世家。邓家后人邓树明至今还保留着祖上传下来的宝剑。

本报聊城3月17日讯(记者
邹俊美) 在本报的帮助下，11岁
男孩小福帅被水城小学接收，
但因为没户口无法上学籍。近
日，小福帅跟父亲回到河北老
家，没有出生证明，需要先做亲
子鉴定，但因为没钱，户口还是
没能办成。

小福帅跟父亲沈飞租住在
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范恭屯村。
因为没钱，小福帅一直没上学，
整日跟流浪狗为伴，在本报的帮
助下，他顺利进入水城小学一年
级就读，虽然上学时一年级上学
期的课程马上学完，但小福帅很
珍惜上学的机会，学习很认真，

数学考试还考过96分。看着孩子
学习劲头很足，父亲沈飞也下决
心要给孩子办户口。

沈飞说，他老家是临清的，
因为姊妹多，父亲又是残疾军
人，家里生活困难，他被过寄到
河北邱县南辛店乡，因为继母
对自己不是太好，他常年离家
在外表演吞剑，和妻子在歌舞
团相识，俩人没有领结婚证就
生了孩子，所以孩子都没有户
口，他带着妻子回到了临清，后
来因为家庭不和，妻子离家出
走，自己带着7岁的大儿子和2
岁的小儿子在聊城租房子住。
现在大儿子都十六七岁了也没

有户口，小儿子虽然上学了，但
没有学籍。

今年小福帅放寒假后，沈
飞本想带孩子回河北老家办户
口，但自己的气管炎犯了，病情
很严重，一出门吹风就喘不上
气来，最近天气开始转暖，沈飞
带孩子回河北去办户口，不巧
自己的亲生母亲病重，要回临
清，还要去办户口，一走就好几
天，他放心不下家里的狗，“狗
一天不吃饭还可以，如果出去
好几天，狗不得饿死了。”沈飞
决定带着狗一起走。沈飞说，家
里有一辆破旧的机动三轮车，
他把狗放进铁笼子里，装到车

上，开了两个小时来到临清，自
己的母亲因病重去世，处理完
后事后，他开车带着小福帅和
狗又去了河北老家。

沈飞说，河北邱县南辛店
乡派出所民警告诉他，因为没
有准生证也没有出生证明，想
给孩子上户口需要先做亲子鉴
定，一个孩子需要2400元，两孩
子要交4800元。因为家里没有
钱，沈飞父子无奈又带着狗回到
聊城。沈飞说：“现在我没有劳动
能力，大儿子一个月就1000块
钱，平常吃饭都是问题，何况家
里还有20多条狗要养。要攒齐
4800元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小福帅父子”追踪

父父子子俩俩回回河河北北办办户户口口遇遇难难题题

本报聊城3月17日讯(记者
张超 ) 3月以来，聊城楼市逐渐
从“休假”过程中复苏，开始理性
回归。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部分
项目返乡置业的优惠也有所调
整，楼盘收紧优惠，大手笔低价促
销。

记者走访获悉，裕昌大学城、
弘泰御景王宅、恒大名都、海源丽
都等项目推出特价房源亦或折扣
优惠。3月份，裕昌大学城推出20

套特价房源，弘泰御景王宅推出
100余套回迁区商品房源，价格与
项目对外销售的普通商品房均价
下调明显。

恒大名都在三月份推出了重
磅优惠，商铺、车位超低折扣促
销，普通住宅方面，自3月1日起，
案场优惠由85折调整为88折，同
时又推出特价房源可享8 5折优
惠，最高可优惠3万元。

受市场行情的影响，春节过
后各大售楼处人气虽然都有所复
苏，但房源走量不多。据业内人士
透露：尽管现在的人气比春节前
明显增多，但仍有部分客户的观
望态度明显，或将出手时机向后
推迟。在人气复苏、置业者观望之
际，开发商加大促销力度，意图抢
抓更多的潜在意向客户。

房产项目都极力在价格上做
文章，在售房源一方面打折促销，
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房源开始悄
然调价，据了解，除推出“特殊房
源”的部分楼盘外，部分项目年后
开始收紧优惠，价格小幅上涨。

目前聊城楼市价格调整仍在
进行，整体还是以稳定为主。类似
荣盛旗下的水岸花语、阿尔卡迪
亚北区以及星光旗下的星美城市
广场、星光水晶丽城等热点大体
量楼盘项目依旧在执行以往的优
惠政策，价格也相对比较稳定。

楼盘调价试水

以期抢占市场

本报聊城3月17日讯(记者
邹俊美) 近日，市民小王碰到烦
心事，他因为去理发店理了发，回
家被母亲责怪。

市民小王最近碰到一件烦心
事，他说，他的头发从去年年初开
始理成了毛寸，因为头发长得很
快，去年一年基本是一个月理两
次发。年前理过一次，本想撑一个
月到二月初二再理发，但实在忍
不住头发太长的困扰，于是没出
正月就去理了发，小王回到家被
母亲发现理发后，母亲责备了一
番。“你正月剪头发不是咒你舅舅
吗”。

受“正月剪头死舅舅”的影
响，聊城各大理发店正月的生意
也比其他月份冷淡一些。3月17

日，中午12点左右，正是市民下
班，学生放学的时间，花园路一家
理发店里没有一个客人。

但也有些理发店的生意相对
较好，记者在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看到，理发店
里做头发的还不少，上前一问才
知道，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因为
都是年轻人，又都独自一人在外
上学，他们都不在乎以前的旧习
俗。

记者了解到，“正月理发死舅
舅”的传说是误传，“死舅”是“思
旧”的谐音。相传清军入关时，大
清皇帝为了"削平四周，留守中原
"的治国主张，决定推行一种奇怪
的发式，将头发从前部到脑顶剃
去，再将四周的发际全部剃光，只
留下中间集中的一块和一个长长
的大辫子。“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但在大清
的高压下，一些文人士大夫以“正
月不剃头思旧”来表达对明王朝
的思念，“思旧”讹传为“死舅”。

没出正月理发

遭到家人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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