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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正式开始了，山里人过
秋过的时间格外长，收完庄稼
后，山上的山里红、柿子、软枣等
相继都要熟了，等着人们采摘。
忙有忙的好处，粮囤里的粮食可
是越来越多，大人们喜笑颜开，
孩子们也尽量多干农活往家运
粮食。县大队和民兵们白天忙，
晚上也没闲着，除了隔三差五地
再去破坏胶济线外，剪鬼子的电
话线已经是常态了。鬼子为了保
住垛庄据点，这些天也破了血
本，每次都派上两辆汽车拉上30

多个鬼子来巡查电话线。抗日武
装避其锋芒，不和他们直接接
触，反正你走了，过上几天我就
再给你剪，估计也快把鬼子折腾
疯了。

这天晚上，月黑风高，县大
队和民兵们，悄悄地围住了鬼子
的垛庄据点。鬼子的炮楼修得
高、墙也修得厚，炮楼四周还修
了条护城河，水也较深，水性不
好的还凫不过去。金龙和孙祥以
及县大队里几个枪法好的队员
趴在炮楼正门对过，每人一把三
八大盖，瞄上了炮楼上的几个枪
眼。炮楼里有常驻的鬼子 1 0多
个，还有20多个汉奸，合计有30

多人。他们武器精良，光歪把子
机枪就有5挺，还有掷弹筒和迫
击炮在炮楼顶杵着，抗日武装要
想硬攻进去，难度确实很大。

啪，金龙的枪响了，炮楼顶
上一个叼着烟卷的汉奸的帽子
被一枪打飞。金龙懊恼地说：“枪
口往下低一点就好了。”

啪、啪啪，孙祥和队员们的

枪也响了。由于是黑夜，队员们
的枪法都受到了影响，但子弹打
在炮楼的墙上打出的火星四溅，
震得里面的鬼子全醒了。炮楼上
的探照灯亮了起来，鬼子的机枪
等武器很快铺天盖地得打了过
来。金龙等人不断地变化射位，
20多条枪一起朝着炮楼上不断
地开火。这次战斗，由于咱的队
伍刚端了鸡山据点，缴获的弹
药不少，大家为了试鬼子的火
力，也就不心疼子弹了，哪里有
枪口喷出的火光就朝哪里开
火，这声势还真不小。估计里面
的鬼子也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
虽然没有机枪，但是全是三八大
盖在朝着他们搂火，肯定也是非
常紧张。

要说县大队的刘队长枪法
真不赖，把金龙和孙祥叫过来，

要三个人一起打赌，看谁能打掉
一盏探照灯。孙祥，想也没想，抬
手就是一枪，探照灯没灭但是听
到炮楼上“嗷”的一声惨叫，估计
是打着鬼子了。孙祥耍赖又打了
一枪，探照灯还是没灭；金龙稳
稳地端起枪，瞄了半天，也没打
着探照灯；但是人家刘队长，气
定神闲、轻轻地扣动扳机，一声
枪响正中间一盏探照灯应声而
灭。

这下鬼子的炮楼里更加乱
套，大概鬼子又急着摇电话报信
去了，但是电话已经不可能通，
县大队和民兵来的路上，金贵和
金喜已经爬上电线杆把电话线
又剪断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
鬼子的探照灯不照底下的抗日
队伍，却朝着北小庄村里的一户

人家照去。不大会儿，这户人家
的门开了，有个身影牵了匹马悄
悄地出了村子朝着山外飞奔而
去。这一切，都被在远处观战的
金贵和金喜看得一清二楚，悄悄
地记下了那户人家的具体位置。
然后，让金锁过来报信了。

金锁过来通报情况后，队伍
又放了几排枪，打得炮楼上的青
石火星直冒，接着果断地撤兵
了。这原来又是抗日队伍的一
计，摸清了据点附近的鬼子交通
员是谁。

第二天，附近的乡亲们传开
了，说是昨夜八路来打鬼子的炮
楼，鬼子吓得没敢出门。有一个
八路神枪手，还有百步穿杨的本
事，一枪把鬼子的电灯打灭了；
还有一个鬼子被一枪打中咽喉，
当场死了。 (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4400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
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齐齐鲁鲁多多才才俊俊，，章章丘丘才才子子多多
——— 章丘科举进士全考

□翟伯成

■三次“一榜三进士”

章丘一榜三进士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朝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康迪吉、刘禄、杨选三人
同榜中进士(康中第二甲 92名、
刘中第三甲49名、杨中第三甲85

名 ) ；第二次是清代顺治九年
(1652)刘之骥、安锡祚、潘飏言三
人同榜中进士 (刘中第三甲 143

名、安中第三甲256名、潘中第三
甲309名)；第三次是清末同治七
年(1868)焦肇骏、黄维翰、术其黉
三人同榜中进士。

康迪吉、刘禄、杨选与李开
先为同时代人。康迪吉，一代廉
吏，曾督察湖广粮食储备，管江
浙关税，“屡司钱谷，丝毫无染”。
后出任太原知府、保定知府。刘
禄，回村人，初授行人，尝出使朝
鲜，国王馈赠丰厚，全部谢却。因
上疏救尚书王杲，得罪严嵩被贬
谪罢官。严嵩倒台后复官，晋太
常寺少卿。杨选先后任行人、御
史、副使备兵易州、都御史巡抚
大同。后到兵部右侍郎总督蓟
辽，屡立战功。后因奸佞陷害，构
成冤案被杀。刘之骥曾任商丘县
知县、刑部山西司主事；安锡祚
曾任赵城知县、刑部主事；潘飏
言曾任宁晋县知县、吏部主事。
焦肇骏，大高村人，曾任广西富
川县知县；黄维翰，绣惠城北门
里人，曾任江西建昌县知县；术
其黉，阎码村人，生平不详。

■两次“一榜四进士”

清顺治三年(1646)章丘不仅
出了武状元郭士衡，文科一榜还
出了四名进士：窦蔚、孙伯龄、张
笃行、王忻。窦蔚中第二甲57名，
曾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孙伯
龄中第二甲60名；张笃行中第三
甲117名，曾任福建按察使司佥
事；王忻中第三甲141名，任江西
宜春县知县。三年后，顺治六年
( 1649)又一榜中出焦毓瑞、李缙
明、鲁期昌、牛天宿四名进士，在
中国科举史上也罕见。焦毓瑞中
第二甲38名，督理京通二仓监察
御史，后改宣大巡按御史、户部左
侍郎；李缙明中第二甲61名，梭庄
人，曾任工部郎中；鲁期昌中第三
甲49名，曾任孝感知县；牛天宿中
第三甲144名，相公牛推官人，曾
任广东琼州府知府。

■“父子双进士”

旧时，人们皆以“父进士子
进士父子进士，儿满堂孙满堂儿

孙满堂”为荣耀。在章丘就有三
家“父子双进士”光宗耀祖。明代
父子双进士有袁氏袁弼、袁轩冕
父子。袁弼中成化十年(1478)第
二甲59名进士，其三子袁轩冕中
嘉靖五年(1 526)第三甲114名进
士。袁氏三代皆科第起家，读书
成才。袁弼其父袁通、其弟袁庆、
其长子袁公冕、其侄袁勲皆中山
东乡试，加上袁弼、袁轩冕一家
共出了六位举人。为此章丘县特
建“世荐乡书坊”以纪念。袁弼、
袁轩冕中进士后，又建“父子进
士坊”表彰。父子皆官至知府、知
县，且政声卓越。袁弼的长子袁
公冕也以举人身份被选拔任河
南汝宁府通判，为人风致潇洒，
好酒能诗，时有章丘“李太白”之

誉。袁弼次子袁崇冕，号西野。虽
为布衣，但颇有才气，长于经营
之道，兼而研诗习文，工金元词
曲，与李开先志趣相投，组织“富
文堂词会”，共同研究词曲创作。

至清代，章丘又出现了王
濂、王大年父子双进士。王濂中
顺治十五年(1658)第三甲95名进
士；王大年中康熙三年(1664)第
三甲62名进士。王濂中进士后任
荣昌(今属重庆市)县令，颇有政
绩。该县为严邑，恰值战后，城中
居民户不满百。王濂设法招徕安
集，改善民生。为了发展教育，王
濂“广学宫，崇礼教”，任职六年

“治行称第一”。后任河南汤阴知
县，又在治理黄河方面有功。其子
王大年中进士后任昆山知县，廉

洁勤政，民亦颂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相

公桑园的翟中策中第三甲44名
进士，其子翟登峨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科进士。翟登峨曾在嘉庆二
十四年，以山东乡试第一中举，
荣夺解元之号。咸丰元年，任广西
梧州府藤县知县，为剿匪，与其子
战死城头。其事迹载入《广西殉难
录》）。《清史稿》有忠烈传。

■两次“五里三进士”

明万历丁末科，章丘一榜中
三名进士，即：章丘城南华家村
谢启光(户部尚书)、城西大高家
庄焦磬(兵部尚书)、城东南三盘
村的胡东渐。华家、大高、三盘村

呈鼎足之势，相距不足五华里。
谢启光，明万历三十五年 (公元
1607年)进士，累官南京兵部左侍
郎。顺治间降清，官至太子太保、
户部尚书，是清初为数不多的汉
族六尚书之一。焦馨，曾任巡抚
宁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东
渐：曾任操江巡抚佥都御史。

至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
科考试中，天下举子进京会试，
章丘又一榜中三进士，分别是：
章丘城（今绣惠）北门里黄维汉、
城西大高庄焦肇骏、城西阎马庄
术其黉。章丘城、大高、阎马相距
亦不足五里，故人称后五里三进
士。这在中国科举史上亦不多
见，一时轰动京畿，名扬天下。黄
维瀚，曾任江西建昌县知县；焦
肇骏，曾任广西富川县知县；术
其黉，生平不详。

■一榜兄弟双进士

清道光三年(1823)刘家麟、
刘家龙兄弟一榜中进士。

刘家麟，明水镇西营村人。
《章丘乡土志》记载其“性严正，
与人交不苟随，学问品行，阖邑
推重。”中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
子科山东乡试解元。道光三年
(1823)癸未科会试，与堂弟刘家
龙同榜中进士。以知县分发湖
北，先后任巴东、长阳等县知县。
刘家麟以寇准为榜样，廉洁勤
政，忠于职守，“不媚上官，惟孜
孜以爱民为务。”因而深得百姓
拥戴，有人曾作《得政歌》颂扬他
的政绩。不数年，因与上官不合，
托故辞官。于道光二十年回故
乡，恰遇章丘知县何家驹动员全
县绅董捐资扩建绣江书院。经上
下合议，一致同意延请刘家麟出
任书院监理。刘家麟慨然就职。
尽心尽职，集资聚物。边建院，边
督学，历时八载。刘家麟亲自授书
讲经。“教授生徒，朝夕不倦，论者
以为有胡瑗（北宋著名教育家）之
风焉。”刘家麟著有《出山为小草》

《还山后集》《台青山房唱和诗集》
《章丘节孝志》等行世。

刘家龙，字海冠，号左青。自
幼聪颖过人，嗜好读书，有过目
不忘之功。道光三年(1823)癸未
科与堂兄刘家麟同榜中进士。曾
任河南新安县知县，廉洁勤政，
以民为本，劝课农桑，鼓励生产，
逐步改善经济状况，进而修葺学
校，培养人才，使新安教化大行。
刘家龙后应其堂兄刘家麟之邀，
到绣江书院充任教授之职。从此，
兄弟同心致力于人才培养，将章
丘教育推向了一个繁荣时期。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历史上，章丘有“五
多”，即进士多、铁匠多、
经商的多、开药铺的多、
御裁缝多。“齐鲁多才俊，
章丘才子多”，成为章丘
的人文特色，是章丘人才
辈出的一个标志。概言
之，章丘不仅出过文状
元，还出过武状元；既有
一榜三进士、四进士，还
有父子双进士、兄弟双进
士、五里三进士，一时传
为佳话。

章丘自隋唐以来科
甲蝉联，明代以前有多少
进士，史料记载不祥。明清
两代史书均有记载。笔者
曾统计过，明清两代文武
进士共118人（有人统计
112人，当有缺漏）。文状元
是元代的张起岩，武状元
为唐代的员半千和清初的
郭士衡，另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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