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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东东昌昌许许氏氏家家族族显显赫赫明明代代二二百百年年
一座牌坊曾从明末到民国年间矗立300年

在东昌府名门望族中，许贤家族的鼎盛和显赫时期早于任、邓、朱、傅、耿诸大家。在明朝成化以后近二百
年里，这个家族辈出名人，出过两名进士、六名举人以及一些贡生之类。

一座标榜家族功名的“八世科第九代恩光”牌坊曾经从明末到民国年间，矗立楼东大街三百年之久。
近日，东昌府区侯营镇二十里铺村的许氏后人、71岁的许孟祥老人对记者讲述了家族辉煌的历史。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显赫：

以军籍定居聊城

以科举步入辉煌

许孟祥回忆，家族中曾经保
存着13道圣旨，现在只有3道幸存
在明清圣旨博物馆中。许氏族谱
也已经不存在了，幸亏旧县志、府
志对家族史记载较多。他说，自己
小时候就和大人们到祖坟前祭扫
过。祖坟就在城西，现在已经踪影
无存。近年发现的许麾、许东望墓
志铭弥补了家族史料不足的缺
憾。

许孟祥介绍，许氏原籍安徽
宿松，家族的第一个举人许麾的
高祖父许贤，洪武年间“以伍长调
平山卫”，开始在聊城定居。

许麾生于正统己巳年十一
月，于成化十三年 (1477)考中举
人，先后任景州、浚县训导，“士多
成才者”。许麾勤于公务，急人所
难，是个德才兼备的官员。遇到

“夏水涨”，修建了“许公桥”；遇
“春夏大旱，君祷而雨。”见到贫民
死后无力丧葬，他就出资料理。

许麾先后任职湖广长沙府善
化县知县，敕授文林郎；大名府通
判；太仆寺丞，敕授承德郎，分理
广平、顺德两府马政；后更治保定
及永平，“冒炎暑巡历于外”，“以
足得疾卒于保定公署”，时间为正
德壬申年闰五月，卒年六十四岁。
许麾之妻郭氏，是平山卫百户郭
春的女儿，被封为“孺人”。生有四
个儿子：许尧、许宾、许景、许路。

许麾开启了许氏家族的科举
之路，此后，许堂 (许麾兄许庠之
子)于弘治八年(1495)中举；许路
(许麾之子)于正德三年(1508)成进
士；许东望(许麾之孙)于嘉靖十七
年(1538)中进士；许东渐(许麾之
孙)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举；
许观象(许麾五世孙)于万历十六
年(1588)中举；许正学(许麾兄许
庠的五世孙)于万历十九年(1591)
中举；许典学(许麾兄许庠的五世
孙)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

典范：

许宏好善乐施 许东望廉洁仁慈

许孟祥对记者讲，许
氏 在 洪 武 年 间 定 居 聊 城
后，置宅于古城楼东大街
路南(今新华园一带)，人称

“许府”或“许家大院”。约
在明末，许府门侧建起了
一 座 巍 峨 壮 观 的 石 质 牌
坊，它横跨街心，行人、车
马在其下通行。牌坊一面
写“八世科第”，另一面写

“九代恩光”。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名

进士、六名举人外，许氏家
族还有九位受到封赠的男
性。那时，朝廷有赏赐官爵
的“赠封”制度，皇帝将官
爵授给重臣、近臣之父母，
其父母存者称为封，已故

者称为赠。子孙中科第而
父 祖 受 皇 恩 封 赠 即 称 恩
光。许家受到封赠的男性
有许宏、许庠、许尧、许路、
许东明、许堂、许东望、许
东渐、许霞，统称为“九代
恩光”。

其实，八世科第是许
家五代人参加科举考试，
有八位考中者。九代恩光，
是六代人中有九位受到封
赠者。

九 代 恩 光 第 一 位 许
宏，以好善乐施闻名，曾经
拾到百两黄金，“寻其主还
之”，后被赠“文林郎，善化
县知县”。

许东望既科第高中又

受到恩封。许东望，字应鲁，
嘉靖七年(1528)举人，嘉靖
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
山阴县知县，治政宽平，民
爱他如父。在任时主持修了

《山阴县志》。嘉靖二十二年
(1543)任户部郎，曾督收江
西拖欠的赋税。后又任浙江
参议，分守绍兴，督战龛山
之捷，因同事窃功，仅升为
按察副使。不久，又升任太
仆寺卿。后辞官离职。

许东望廉洁仁慈，平
易近人，坦诚耿直，恭顺谦
让。晚年编《古今名方》，著

《性命三编》。年八十余岁
时，依然目光炯炯，灯下能
书蝇头小字。

延续：

许府功德流传广 许氏后人振家风

清代以来，聊城民间
世代流传着有关许氏家族
的传说，都说他家出过“吏
部天官许赞”，“许老太太
是状元的岳母”。据说诰命
夫人许老太太乘坐小轿到
状元府里走亲戚，在古楼
转角处与县官的八抬大桥
走顶了头，县官见不让路，
并叫衙役把小轿砸扁。许
老太太开口了：“芝麻官儿
你好无理，老身的来历你
听仔细……吏部天官许赞
的 妻 … … 就 数 四 儿 官 职
小，督察院里做御史。”县
官 吓 得“ 磕 头 如 同 鸡 啄
米”。

许孟祥解释，其实这
个 故 事 与 外 地 传 说 混 淆
了。河南明朝时有许赞，他
任过户部尚书，其弟任过
兵部尚书，其父任过吏部

尚书。许赞的故事被说唱
艺人传唱到聊城后，人们
都以为说得就是本地科甲
连第的许贤家族，逐渐地
混为一谈了。

许氏家族的辉煌在明
朝，由于世代受到朱明王
朝的封赠，可谓皇恩浩荡，
对明朝忠心耿耿。明朝灭
亡后，家族人物不能与时
俱进，逐渐走向衰落。

许氏故宅到康熙年间
就被著名书庄“书业德”占
用了。该书庄临街五间门
面，大院内有仓库、作坊等
百余间房屋。1923年书业德
将门面房转让给聊城首家
现代金融企业“农工银行”。
至于那座牌坊，是在民国中
期县政府“扩街”时拆掉的。

现在许氏后人在各行
各业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

智。许孟祥现为东昌府区书
画协会顾问，曾任中国民主
同盟聊城市委副主任委员，
民盟东昌府区委主任委员，
东昌府区政协常委，聊城市
政协常委，东昌府区书法家
协会副会长，全国书画名家
协会会员，民盟山东省画院
会员，民盟聊城市画院副
院长。

许 孟 祥 书 法 宗 董 其
昌、郑板桥、华世奎，并以
地方名家吴云涛、崔鼓源
为师，字体风格以颜为骨，
借鉴魏碑、欧、柳等风格，
自成一家。习画学宋宝臣，
承袭齐白石画风，成为当
今聊城知名书画家之一。
许孟祥说，近现代许氏家
族出现了不少书画家、文
化名人，他们都传承了书
香门第的优良门风。

许氏家族：许孟祥在查阅《聊城旧县志点注》对家族历史的记载。

本报聊城5月25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刘晓峰 ) 记
者从临清市文广新局获悉，中国
传统文化促进会京剧票友艺术交
流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京
剧票友艺术节于5月25日—30日
在临清剧院举行。

为弘扬和传承京剧文化，增
强临清作为京剧之乡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确定在临清举办首届中
国京剧票友艺术节，以彰显临清
京剧文化特色，打造运河文化名
城品牌，进一步提升临清在国内
外的形象和知名度。

届时，将有来自28个省、市、
自治区以及美、英、德、加、新西
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票友
5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会、临清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京
剧票友艺术交流委员会、临清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中国
京剧艺术网、京剧票界报、山东省
京剧票协票房联合会、临清市业
余京剧爱好者协会、临清市老年
大学京剧艺术团承办。

本届票友艺术节主要活动内
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京剧
票友艺术交流委员会成立大会，
讨论票友艺术交流委员会工作大
纲，举办首届中国京剧票友艺术
节，海内外京剧票友技艺交流。期
间，还将召开第六次《中国京剧票
界》征稿会。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京剧艺
术书籍、光盘、戏服、乐器等的展
销活动。

首届中国京剧票友艺术节活
动时间从25日至30日，整个活动
在临清剧院举行。5月 2 5日 1 9：
30—22：00开幕式。5月26日8：00—
12：00，剧目排练在临清剧院，14：
00—17：30，交流表演临清祝贺演
出专场；19：00—22：30，交流表演
第一场(清彩唱)。5月27日8：00—
12：00，剧目排练；14：00—17：30，
交流表演第二场 (清彩唱 )；1 9：
00—22：30，交流表演第三场(清彩
唱)。5月28日，8：00—12：00，交流
表演第四场(清唱 )；14：00—17：
30，交流表演第五场(清彩唱)；19：
00—22：30，交流表演第六场(清彩
唱)。5月29日8：00—12：00，剧目排
练；14：00—17：30，交流表演第七
场(清彩唱)；19：00—22：30，交流
表演第八场(清彩唱)。5月30日8：
00—12：00，剧目排练；14：00—17：
30，交流表演第九场(清彩唱)；19：
00—22：30，闭幕式。

首届中国京剧票友

艺术节在临清举办

22日，由茌平县委宣传部、
茌平县文联组织的茌平县文艺
基层行文艺演出，在冯官屯镇农
村信用社广场举行。演出过程
中，茌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茌
平县文联主席韩冬；冯官屯镇镇
长刘勇及齐飞、毛永锋等领导，
对冯官屯镇助人为乐模范李存
道、敬业奉献模范孙连三；敬老
敬亲模范李宪峰等进行表彰，弘
扬了正能量。来自茌平的众文艺
工作者在晚会上演出了独舞、相
声、京剧等节目。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史奎华 摄

文化下乡

弘扬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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