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
20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李璇 组版：肖婷婷
今日聊城

古城区保护与改造以来，楼南大街又重新焕发青春

660000多多岁岁老老街街““畅畅谈谈””古古往往今今来来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这里曾有过明朝一品镇国将军刘通府，这里也曾上演过抗击日寇的激战场景，这里还有国内闻名
的海源阁藏书楼……600多岁的楼南大街上，自2009年古城区保护与改造以来，高大古朴的南城墙、南
城门楼拔地而起，人们追逐流逝的岁月，搜寻历史的记忆，畅谈楼南大街的古往今来，更有一份对这条
古老大街焕发青春的美好期待。

古城区上演“乾隆出巡”，再现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场景。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明将军府清亲王祠

都曾建于楼南大街

据原聊城糖酒供应站高级
经济师刘洪山先生的史料得知，
楼南大街距光岳楼百米左右路
西，曾建有明朝一品镇国将军刘
通府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刘通在吴王朱元璋军中，跟随平
定南方诸雄。明洪武元年(1368)
随大将军徐达北征，是年2月随
军攻克东昌并驻军于此。后继续
北征，平定天下。洪武四年(1371)
奉命回东昌建平山卫。洪武二十
一年(1388)，又随蓝玉北征，直到
元王朝彻底灭亡。

从史料来看，作为武将，刘
通为明朝的开国和政权稳固，南
征北战做出突出贡献。圣君嘉之
曰：忠。主将称之曰：能。官至左
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都督，官阶
一品，封镇国将军，赐建府第在
东昌城内楼南路西。

明初，刘通将军府兴建于楼
南路西，是这条街历史上的重要
一页。而在晚清，又有“僧王祠”
在此建立。宣统二年编修的《聊
城县志》载：“僧忠亲王祠在光岳
楼南，光绪二十二年建。”僧忠亲
王又是谁呢？

史料记载，僧忠亲王名叫僧
格林沁，是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尔
的第二十六代孙、嘉庆皇帝嗣外
孙，清末著名将领。曾率清军大
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擒杀林凤
祥、李开芳。咸丰十年(1860)9月，
直隶、山东等地捻军四起，僧格
林沁被封郡王，率万余清兵到山
东作战。清廷授权他节制、调遣
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多次
打败捻军。同治四年(1865)4月，追
击捻军首领赖文光、张宗禹部，
在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附近
吴家店陷入伏击圈，清兵全军覆
没，僧格林沁被杀，终年55岁。

僧格林沁兵败身亡，同治皇
帝谕旨，称其“公忠体国”，因此

“着加恩，配飨太庙”，命在他所
转战的五省地方建忠王祠。所
以，东昌府的楼南大街路西有了

“僧忠王祠”。

日寇进犯楼南城门

范筑先等以身殉国

民国十一年(1922)，为推动
反封建形势，楼南大街路西僧忠
王祠上建起了聊城有史以来的
第一处女子小学。小学创办初期
完全招收女生入学，后逐渐招收
男生，校名随之改为“聊城第六
小学”，因该校距光岳楼很近，后
又改名为“光岳楼小学”。因时局
动荡，光岳楼小学时开时停，于
1937年抗战爆发而终止。

1938年11月14日，侵华日军
进犯聊城。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
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率领
全城军民，为保卫聊城与入侵日
军浴血奋战。有关史料记载了聊
城南城门的壮烈战斗场景：14日
下午5点左右，日寇首先进犯楼
南城门，占据南关天主教堂，在
教堂西大场院里架起重机枪，利
用火力掩护冲到南城门下强爬
城墙，正在巡逻的游击营长林金
堂带领三连预备队与敌人展开
肉搏战，守城战士大砍刀上下左
右翻飞，发挥极大威力。危机时
刻，范筑先、张郁光、姚弟鸿率手
枪连和传令队五十多人急来增
援。经一个多小时拼杀，打退日
军几次进攻，日军死伤惨重，守
城将士也伤亡30多人。15日，终因
寡不敌众，聊城沦落敌手，范筑
先将军等壮烈殉国。自此，聊城
陷入水深火热的日伪时期。

从聊城沦陷到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处于日伪统治之下，此
时楼南大街除几家药铺和饭店
外，尚有一处汽车运输站存在。
1939年11月，日伪政权成立“华北
株式会社”，其下属“禹城汽车营
业所”在古楼南街路西，设“东昌
出张所”，经营东昌至临清、禹城

客运，总长156公里。1941年开通
聊城到阳谷、堂邑、东阿班车。
1944年，该“出张所”客运终止。
1942年，李海务村的孙福生在楼
南路西开办过“普大织袜厂”，仅
一年便倒闭。此时段还有桓台人
张贯五办的一家小织布厂在楼
南经营，后迁出。

海源阁虽然复建

珍藏却大多流散

楼南大街南口往西是观前
街，街东首路北紧临楼南大街处
便是名闻遐迩的中国四大藏书
楼之一的海源阁。“海源阁”是晚
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由杨
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

海源阁藏书楼紧邻的是海
源阁图书馆，也是聊城市图书
馆。馆长李付兴介绍，现在的“海
源阁”是1992年10月在原址上复
建的，院落紧靠楼南街南口，坐
北朝南，门两侧有原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胡乔木题写的“一人致
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
芳”的楹联。1992年10月，聊城市
人民政府在《重修海源阁记》中
申明：“海源阁虽得杨氏四代人
悉心相守，但于本世纪二十至四
十年代，屡遭劫难，珍藏流散，楼
舍损毁，令人痛心不已。”

楼舍重建了，流散的珍藏却
再难寻回。咸丰初年,战火纷飞，,
江南各地世家积年藏书散出,当
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购
得汪氏艺芸书舍、鲍氏知不足斋
等所藏大批珍籍,返故里为父丁
忧守丧时,建藏书楼“海源阁”藏
书。同治年间,杨以增儿子杨绍和
又购得清宗室怡府弘晓明善堂
(又名乐善堂)的大部分珍籍。另
外,张氏省训堂、陈氏向山阁及明
代邢侗藏书也被收罗进来。一时
南北精帙,荟萃山左,海源阁藏书,
雄峙中原,打破明清以来藏书只
汇集在南方的局面,与常熟瞿氏
铁琴铜剑楼并称“南瞿北杨”。

杨氏藏书肇始于杨以增之
父杨兆煜,后经杨以增、杨绍和、
杨保彝、杨承训四代人努力，,藏
书逐渐丰富。杨氏海源阁藏书以

“精”“博”著称,总数约为3681种,
224600卷。其中宋刊本108种,金元
刊本79种,明刊本31种,校本141种,
抄本106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源
阁屡受战乱之苦,楼舍损毁,珍藏
流散,宋元本多归国家图书馆珍
藏,其余2/3的明清本辗转入藏山
东省图书馆。

刘鹗冒雪借书被拒

林则徐赠剑杨以增

海源阁曾吸引众多爱书人
前来求书。《老残游记》作者刘鹗
就曾冒雪前往海源阁,求见藏书
却被拒之门外。

光绪十七年冬,一个雨雪霏
霏的日子,刘鹗到聊城,想借杨氏
海源阁藏书却被拒。在他的《老
残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老残至东
昌观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
题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
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
嫏阛饱蠹鱼。”像刘鹗这样被拒
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少,像历城
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

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海源阁第
四代杨敬夫当老师),而最终也没
能如愿。

“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
则徐,跟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是
至交,还曾赠给杨以增一把宝剑。

聊城大学文学院致力于研
究海源阁的丁延峰教授介绍,杨
以增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小林则徐两岁,二人初识在道光
十七年(1837年)。杨以增儿子杨
绍和还被林收为弟子。之后二人
同在河南、陕西等地为官,交情甚
笃,书信往来很多。林则徐称杨以
增为“圣贤门中人”,曾将收藏的
珍贵写本《铁堂诗草》二卷赠给
杨。由于杨以增为政勤恳、有政
绩,林则徐向朝廷上疏,建议升杨
以增任陕西巡抚,并得许可。道光
二十七年(1847)三月,皇帝谕令林
则徐为云贵总督,杨以增为陕西
巡抚。同年四月十四日,林则徐携
夫人、小女,自西安起程,经四川赴
云南。新任陕西巡抚杨以增派六
人,专程护送到四川成都。

分别时,林则徐把一直佩带
的宝剑赠与杨以增作为纪念。在
赴云南途中,林则徐常将行途艰
苦情形告知杨以增,并委托他办
理一些家务和其他事情。杨以增
也因林则徐身体有病而倍加呵
护,常寄钱接济。

20世纪70年代的楼南大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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