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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邓世广

趋炎曾恐玷微名，今亦扶筇向上行。
十八盘前登碧落，三千界下看苍生。
潇颾雨洗征尘净，浩荡风催步履轻。
我比泰山高五尺，云端不怕震雷声。
点评：自古以来，登泰山诗词名作浩

如烟海，最著名莫过于杜甫《望岳》。在今
人的诸多作品中，像邓世广先生登泰山
者确不多见。该诗因地起意，借景抒情，
妙趣横生，完全有理由归创新之列。诗的
首联，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
法和调侃的语言，破题而入，直点主题：

“趋炎曾恐玷微名，今亦扶筇向上行”。泰
山乃五岳之首，拜访泰山，不怕被别人议
论自己有趋炎附势之嫌，今天冒雨偕诸
弟子借助竹杖登山。颔联“十八盘前”对

“三千界下”，“登碧落”(天空 )对“看苍
生”，直中见曲，立意高妙。颈联“潇颾雨
洗征尘净，浩荡风催步履轻”，运思更加
超脱。这两联是写实与奇想的结合：雨洗
征尘净，风催步履轻。身在天界上，俯首
看苍生。构思奇妙，运笔简练。末联最妙：

“我比泰山高五尺，云端不怕震雷声。”在
泰山之巅，任云在脚下翻动，雷在脚下响
起，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胸襟！诗人
使用真情典达的艺术手法使诗含蓄而有
情趣。

□郭乾坤

张氏牌坊坐北朝南，用花岗石建
成，高 8 米，宽 3 . 5 米。道光皇帝端庄遒
劲的书法、工艺师们匠心独运的设计
及技艺精湛的雕刻，使得整座牌坊大
气磅礴端庄典雅。张氏牌坊宛若一件
精美的工艺品，在郭家庄老街上熠熠
生辉了一百八十年。

牌坊顶端两条螭龙各卧一边，中
间立一宝葫芦。刀币形飞檐上，四角各
蹲一小石狮并挂有风铃。下层中间长
方形雕花石块刻“圣旨”二字。“圣旨”
下面仍为两条螭龙左右分卧在刀币形
飞檐上，四角蹲小石狮并角挂风铃，中
间石块刻“名标天府”四字。八只雕刻
精美的石狮及八只风铃在文化大革命
中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名标天府”石
刻下是长三点五米的横石，上刻“爵秩
峥嵘”。牌坊中心位置的长条横石刻：

“貤赠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诏郭云
修孺人张氏坊

皇清道光岁在壬辰”。
两边竖石刻有楹联，上联为“宠锡

孝思黄麻诏”，下联为“恩荣家庆紫泥
封”。牌坊进出口上方长条石是精美的
二龙戏珠雕刻图案，对联前后各有雌雄
石狮一对，石狮下面为三层立地石刻。
牌坊刻字为道光皇帝亲笔所书，道光的
楷书大气峻美、遒劲潇洒，给人一种内
蕴深邃、法度严谨的静态之美。牌坊后
面是车门，车门前左右装有雕刻的石鼓
立石，门前上方悬挂着道光皇帝书写的
匾额：“道光岁在壬辰梅月 恩授荣光

从九品郭存龙立”，匾额正中上方中
心位置刻有满汉文“敕命之宝”篆印。蓝
底鎏金字的皇帝御赐匾额，与古拙壮观
的牌坊交相辉映，显示着悬挂匾额场所
及牌坊家族的声誉。

清初顺治年间(约1644—1650)，郭
氏先祖郭彪之子郭思化自博山西山峪
上台庄迁此定居，名为郭家庄。郭思化
生育了六个儿子，三阳、三仲、三泰、三
杰、三德、三权。“万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在郭思化定居郭家庄数十年后，
命其三阳兄弟六人乘夜前往博山西山
峪上台庄，打开郭彪之坟，将郭彪祖迁
葬于郭家庄。由于郭彪博山原坟茔碑
碣俱残，缺名少字，无法确定彪祖所自
出之。因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郭家
庄修谱时，自郭彪祖续起，将郭彪尊定
为郭家庄一世祖。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1777)，郭家八世
郭云修去世，其妻张氏带着年仅十七岁
的儿子郭存龙及五个女儿，担起了养育
家庭的重担。张氏起早睡晚，开荒种田，

养猪喂鸡，纺棉织布，里里外外均她一
人操持。张氏“持家甚勤俭，教子有义
方，以母道兼父道者。平时家居饮食皆
尚粗粝，为子女者反托以不饥终不入
口，以致并蔬食而担阁者，饮食之自奉
也，甚俭”。郭存龙多次请求母亲终止自
己的学业，返乡侍奉在母亲身边，助其
一臂之力，以减轻家庭负担，但张氏坚
决不肯，一定让聪明好学的儿子继续读
书，以求功名。母亲的忍辱负重深明大
义，深深激励着年轻的郭存龙。张氏一
边种田，一边照顾读书的儿子。正是这
位伟大的母亲，培养了郭存龙仁义礼智
信的优良品德及坚韧不拔的性格。张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含辛茹苦辛勤劳
作，家中田地一天天增多，家境一天天
富足、殷实起来，郭存龙家成了当地有
名的富裕户。乾隆五十一年九月(1786)，
年仅五十三岁的张氏去世。

后郭存龙入国子监学习，其国学名
茂东，他天资聪慧学习优异，不但文章
好，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国
子监的优等生。郭存龙“志气磊落、敬友
尊师”，与学友关系融洽、友好，特别与
章丘明水康家的好友关系非同一般，他
对康家以诚相待慷慨资助，受到了康家
的敬重。后来康家的康腾蛟、康星涛等
在京城及社会上都成了高官、名流，对
好友郭存龙也有很大帮助。郭存龙的优
异成绩及至高品德，有口皆碑好评如
潮。郭存龙官至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诏。

郭存龙返乡后，此时的郭
存龙家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他在村里德高望重，威信极高。
他“解难排分，济困扶危，建房
荣亲，立碑尊祖，修宗谱立族
社，叠石桥平险路，其利贻利
后人者多焉”。谁家生活困
难，他慷慨资助；谁家老人
生 病 长
灾，他大
方 解 囊 ；
谁 家 庭 不
睦，他叙情论理
解难排分。他当了
一辈子热心人，做
了一辈子好事。嘉
庆二十二年(1817)，
以他为领头人，捐
款在村西重修了三义
桥，在村东建起了宗庙，
可惜该庙在1960年被拆
除。当时郭家庄的这两
件大事，一时在文祖东
山峪传为佳话，众皆
交口称赞之。

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郭存龙更
加怀念含辛茹苦养育他成人的父母亲，
他决定把自己的职位、名号貤赠给父亲
郭云修，并投巨资为母亲张氏立牌坊。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
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
准则。清朝历代皇帝对忠、孝极力推崇。
当道光皇帝得知郭存龙至诚至忠的孝
亲德操后，决定下诏予以表彰，并亲自
撰书。道光十二年四月(1832)，“圣旨”及
道光书写的“恩授荣光”金匾，从京城一
路锣鼓喧天，由官轿抬至郭家庄。郭家
庄沸腾了，东山峪沸腾了，方圆百余华
里的老百姓不顾路途遥远山高路险，纷
纷扶老携幼，前往郭家庄瞻仰皇帝御赐
金匾。百姓说，见到金匾像见到了皇帝，
真乃吾山民之福也。半年后牌坊建成。

仰望着高大的牌坊，端详着皇帝
御赐的金匾，回想四十六年前死去的
母亲，此时的郭存龙百感交集，老泪纵
横，跪倒在牌坊下久久不起。

郭家庄张氏牌坊，古朴典雅的造
型，风采独具的工艺，严谨细腻的雕
刻，令人叹为观止。一百八十年风风雨
雨，一百八十年岁月沧桑，凡到过郭家
庄目睹张氏牌坊无论是为官者还是布
衣者，皆惊叹之，并被牌坊立者郭存龙
的孝道深深震撼着。

郭家庄张氏牌坊是“山东第一牌
坊”之说，名不虚传。

章丘郭家庄张氏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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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偕门下诸子登泰山

早春登白塔寺

在距章丘市文祖镇二十华里的东山峪，有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
小村庄——— 郭家庄。在村的老街上，清朝从九品、翰林院待诏郭存龙为
母亲所立的“张氏牌坊”，历尽沧桑仍保存完好。

牌坊底部的石狮

张张氏氏牌牌坊坊

□布凤华

寒山危径柏萧森，突兀盘空起万寻。
俯首崖间分鸟道，骋眸寺顶传玄音。
闲看烟草荣枯事，淡笑红尘名利心。
身傍瑶阶将欲歇，一声黄雀入云深。
点评：这首诗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抒写

了诗人《早春登览白塔寺》的见闻及所感。
首联紧扣白塔寺地形地貌，以直述入题。
早春天气乍暖还寒，然寺中的苍松翠柏依
旧郁郁葱葱。次句下笔有力，凸显出白塔
寺的高俊。颔联紧承上联，写白塔寺之高，
俯视崖间，看到山间之鸟道；纵目寺顶，听
到寺内传出诵经之声音。“俯视”、“驰眸”，
一下望、一平视，既有动感又给人以空间
的变化。此联是全诗的枢纽，诗人站在高

旷的寺顶，目极长空，耳闻
梵呗，仿佛刹那间顿悟：世
间的荣辱得失、功名利禄只
不过是一片烟云。此时，诗

人已超脱了世俗之念，得自然之
妙趣，闻天籁之空灵，一种超然之
感顿生心底。“闲看”、“淡笑”更显
现出诗人淡泊红尘的恬静心态。

顺流而下，自然导出尾联，无拘无束
的诗人，傍依石阶而息，“一声黄雀入
云深”，亦写实亦写虚，由瞬间的感
悟，此刻诗人自由自在的心灵像鸟儿

一样向白云深处、无边的天空飞翔，飞
翔……诗已结束，诗意余味未尽，给人以
深深的启迪。

(本期由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山
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历山诗刊》主编于
仁伯先生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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