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东北隅原有南步云阁街和
北步云阁街，在南步云阁街的北端
路东，是一户姓金的人家。金家的老
宅院中原有一栋老屋，金氏后人存
有老屋的照片。据了解，这座老屋曾
是著名抗日小英雄金方昌的居室。
金家邻人杨先生介绍，金家不止金
方昌一人，全家人都投身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

金家是回族，主人金庆兰，又名
金春庭，初卖油条，后开油坊，还开
过杂货店，与人合办过摄西书局。他
思想开明，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其
四子金方昌，1922年6月出生。1937年
10月，随其兄瑞昌到济南参加抗日
救国运动，同年11月与瑞昌辗转至
山西临汾，进入“山西民族革命大
学”学习。19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
晋察冀边区的代县工作，同年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代县赵弯
区区委书记。

1940年，金方昌任中共代县县
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兼一区区委
书记。同年11月24日，金方昌在代县
大西庄进行普选工作时，因被告密，
遭敌围攻，弹尽被俘。他遭到日伪军
的严刑和利诱，被敌人挖去一只眼
睛，打折一只胳膊，他坚贞不屈与敌
人拼死对抗，并在狱中墙上用自己
的鲜血写下了“严刑利诱奈我何，颔
首流泪非丈夫！”的铿锵诗句。1940

年12月3日，惨遭杀害。
金方昌的三哥金瑞昌，亦名金

默生，1919年生，1938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
支队副指导员，中共晋西区委《抗战
日报》编辑、记者。1945年后历任冀
鲁豫第四中学副教导主任兼党支部
书记，冀鲁豫文联编委，华北人民政
府人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参事，中
央政法干校研究室主任，《政法研
究》副主编，科普出版社社长，科学
院出版社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
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金方昌的大哥金永昌，又名金
志远，1906年生。1932年1月毕业于安
徽大学法律系。1936年任广东省高
等法院茂名分院院长，1940年调任
广东省高等法院副院长。1942年任
民国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1949年
北平解放时，他拒绝随国民党去台
湾，欢迎解放军进城。1950年10月，
他在北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

年受中共聊城市委委派协助聊城县
级政协恢复重建工作。1989年民盟
聊城市支部成立，他被选为主委。

金方昌的胞弟林耕，原名金耀
昌，1930年1月生。1947年7月参加革命
工作，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后任筑先县城关、九区教育干事，二
区区长，中共聊城县(市)委政策研究
室、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72年后，
历任聊城地区汽车运输公司革委副
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高
唐县革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84

年4月后，历任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
办事处、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
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顾问。

金永昌之女林彬，曾用名金百
鸿，是聊城解放后屈指可数的少数
民族领导干部。1931年10月生，1946

年进入晋冀鲁豫建国学院学习。
1949年至1960年在省重点聊城师范
附属小学(后改名为实验小学)先后
任教师、教导主任、校长。1960年至
1980年任聊城二中教师、教务员、教
导副主任。1980年至1998年任聊城
市(县级)第八至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林彬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
耘30余年，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培养
了不少人才，为人称颂。

（杨淑君）

东昌望族之刘家：

功功存存千千秋秋史史尚尚武武七七百百年年
老屋遗照
牵出忠烈家庭

经过保护
与改造后的中
华水上古城全
貌。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明代名将刘通故宅，位于光岳楼西南、楼南大街北首处。刘通早年参加朱元璋义军，随大
将徐达南征北战，于明初担任平山卫指挥使，始居东昌古城。后被封为镇国将军，刘氏家族自
此发达，渐成望族。近日，年逾八旬的刘氏后人刘洪山老人对记者讲述了家族的历史。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刘通：

明初镇守古城

肇建将军府邸
刘通，原籍南直隶沛县广

戚乡塔墟村。元顺帝时，民不
聊生，群雄四起。至正二十二
年(1362)，朱元璋被小明王韩
林儿封为吴国公，二十六年
(1366)取代韩林儿占据集庆(今
南京)。刘通在这一年参加朱
元璋部队。此后，他随大将徐
达攻占淮安、徐州、濠州、宿
州，又攻占张士诚所据湖州、
杭州，攻下方国珍占据的台
州、温州，降服南方诸雄。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朱元璋称帝，建明朝，改元洪
武元年。刘通随征虏大将军徐
达北伐，占领山东大部地域。
后征虏副将军常遇春自济南
进攻东昌，数攻不下，调刘通
增援。攻克东昌后，常遇春返
回济南，刘通驻军留守东昌。

大将军徐达奉命檄诸将
各率精锐之师会于东昌，规划
北征，欲取元都。命刘通为北征
先锋。北征军势如破竹，元顺帝
携后妃及王室逃往开平。八月
攻占元京城大都，改大都为北
平。刘通任燕山前卫千户。

洪武四年(1371)置平山卫。
“平山，在府城中，平山卫以此
得名。”指挥使司设于古楼东路
北。刘通因战功，升任卫指挥
使，落卫籍于东昌平山卫。洪武
十四年(1381)，刘通奉命率军随
魏国公徐达、信国公汤和多次
北征，后留驻镇守北平。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朝
廷命永昌侯兰玉为征虏大将
军，征剿元北逃势力，刘通奉
调率兵从征。刘通立功，被誉
为“勇武离伦，南征北战，所向
克捷”。累官至左军都督府都
督同知，都督，官阶一品，封镇
国将军。

据《东郡刘氏族谱》载：刘
通原配王氏，继配张氏、卢氏
皆诰封一品夫人，敕后世子孙
世袭平山卫堂官舍人，指挥同
知。刘通约于洪武二十三年
(1390)致仕，长子刘裕替职。

刘鑑：

随侍于谦左右

抗敌屡建功勋

刘鑑，镇国将军刘通之长
孙，怀远将军刘裕之长子。曾
任后军都督府都督。今光岳楼
一层南面东数第二幢石碑，是
明成化二十二年(1468)《重修
东昌楼记》碑，碑阴修楼者题
名“后府都督弟、恩赐八十散
官刘山。”这里的“刘山”就是
刘鑑之弟，后府都督指的就
是刘鑑。

刘氏族谱记载，刘鑑于
宣德六年(1431)依制袭封平山
卫指挥同知。此时，永乐期间
北方平定的边境，经洪熙、宣
德间放松守备，分散的元朝
势 力 又 为 瓦 刺 部 首 领 也 先
(《明通鉴》称额森)尽收，重新
崛起。宣德五年(1430)，明廷为
避其锋，将开平卫移独石，独
石以北险要尽失；为防范国
内生事，将武昌左护卫由湖
广都司调属山东都司，改置
东昌卫。

正统初，也先屡次南侵。
刘鑑奉命率抽调的卫所班军
赴京守御，在秣马厉兵准备
迎敌的战备中，屡建功勋，遂
由世官升授流官卫指挥使，
隶后军都督府。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
也先大举内侵，甘州、大同相
继失守。七月，正统帝率五十
万大军亲征，刘鑑受命留守
京城。八月十五日，正统帝在

“土木堡之役”全军覆没，被
俘。

也 先 挟 持 皇 帝 赚 城 索
财，步步逼近明廷，朝廷在投
降、迁都逃跑、奋起抗击三种
战略选择的争议中，主战的
兵部侍郎于谦获胜。于谦临
危受命，组织“京城保卫战”。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提督诸
营兵马。卫指挥刘鑑升都指
挥佥事，随侍于谦左右。

十月，也先军进抵北京

城下，列阵西直门外。众臣集
仪迎敌之策，于谦采取列军城
外、背城死战、置于死地而后
生的策略，分兵京城九门，自
己亲到德胜门守将石亨的阵
中抵御瓦刺军主攻部队。刘鑑
冒死飞驰各部传达于谦死守
命令。

刘鑑奋勇请命，率少量精
兵冲入敌阵，诱敌入伏，致使
素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之
弟战死。刘鑑飞兵赶到接应，
京城转危为安。因功，刘鑑升
任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后又
升授后军都督同知、都督。

家风：

尚武脉延后世

家族辈出人杰
刘氏在明代出了八世将

军，而尚武之风在家族中延续
了七百年。清末以来百余年
间，武将武官也不乏其人。居
住十二里营村的刘金城，清代
为武官，封为云骑尉。其子刘
炳阳，民国初，任张勋部第二
路第一营营长，兼二路帮统，
授衔陆军步兵上校。

居住柯针寨村的刘金贵，
抗战前曾为范筑先部武术教
官。十七世刘玉安，曾在袁世凯
部天津小站练兵，护送袁灵柩
至安阳，返乡未归。解放前加入
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居住东阿
苑庄的刘曰义，1938年加入共
产党，四十年代初，参与在东
阿、茌平、齐河、平阴、聊城五县
边沿组建阿东办事处和抗日武
装阿东独立营、东阿大队，任阿
东办事处敌工侦查组长。

刘曰义之子刘兴华，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阿东办
事处联络科长兼交通科长。抗
日战士俘获日伪营长孙宪孟

后，日伪截获刘兴华为人质。
日伪团长冯太恒几次通过关
系上门恳求刘曰义以孙宪孟
交换刘兴华，同时劝说刘兴华
请求组织解救，均遭刘曰义父
子严词拒绝，刘兴华被杀害，
后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解放战争时期，居住沙镇
刘庄的刘洪岭，1947年随刘邓
大军南下，1948年牺牲于河南
光山县；居住侯营的刘庆海，
1947年参加解放军二野一纵二
旅四团，牺牲于过江战役中；刘
义森，1947年参加解放军二野
一纵二旅四团，牺牲在进军大
别山的湖北东坡战斗中，均被
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解放后，居住侯营的刘肇
玉，北京军事学院毕业，历任
部队团长等职，上世纪八十年
代参加反越自卫还击战。转地
方后，任县级聊城市市委常
委、武装部长，在军事岗位上
两次立功。后任副市长。

刘洪山介绍，光岳楼西南
角的将军府，在清代逐渐败
落。初由长支居住，后来转由
三支十三世孙奉政大夫刘程
法居住,至清末十六世后继无
人，再次衰落。其他族人分布
在两县十一村没人接续居住，
即由护林人员住此。并出租大
部分房屋供人开设当铺，以赁
费维持生活。

僧格林沁死后，同治皇帝
谕旨，命在他所转战的地方建
忠王祠，东昌府的“忠王僧王
祠”就建在了楼南大街路西，
刘府的南部被僧王祠占用。民
国初，以无主财产归公，与邻
近的公房办了光岳楼女子小
学。抗战胜利后，聊城县孤儿
院设此。解放后，人民银行聊
城中心支行设在这里。今圣旨
博物馆以南、海源阁宾馆以北
就是明清时期的原刘氏故宅
所在地。

拍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古城楼南大街。右下角为明代刘
通故宅遗址处。

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于
谦。镇国将军刘通长孙刘鑑曾
随侍于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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