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张养养浩浩墓墓西西侧侧就就是是当当年年云云庄庄
后人正申请保护性开发云庄遗址，未来或将重建名士故里

柳云社区住着1200多名张家后人

宋末元初时，祖先张养浩
生于济南历城县，就是今天天
桥区北园街道的柳云社区。他
年少知名，19岁就被举荐为东
平学正，后来又做过堂邑县尹、
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
书、参议中书省事等各项官职，
最后担任元朝的宰相一职。他
一共经历了三个皇帝当政，做
官时勤政爱民，又敢于直言上
谏，常因此将自己置于危险境
地。他写的《三事忠告》就是对
自己为官的经验总结。

不过，祖先给后世留下的
最大贡献在于文化方面，在文
学史上，他被尊为元曲三大家
之一，散曲作品集结于《云庄
乐府》一书，最著名的《山坡
羊·潼 关 怀 古 》被 选 入 教 科
书。其实他在人生的各个时期
都有许多作品问世，不限于散
曲，也有散文、诗歌。他在作

品中表现出来的，有针砭时弊
的批判精神，也有寄情山水的
避世情怀，还有兼济天下的人
道精神，思想内涵都十分丰
富，尤其是那种对国家和人民
命运的关注，即使拿到今天来
看也值得借鉴。

祖先给我们家族后人留下
的家风或精神有很多，最重要
的在于孝道和和睦。他曾写过
很多诗文宣扬孝道，他自己也
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我们张公
坟这边这么多年，老一辈的人
还遵循着旧时传统的规矩，新
的一辈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不
孝之子或闹事之人。柳云社区
是张家后人世代聚居之地，现
在留在这里的后人就有1200
多人，在世的有七辈人，不过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不少，张
家族谱已作为文物被收藏进了
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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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教导后人不要为官，
与他在官场上沉浮多年后归隐
有关。做了30年官的他位至宰
相，看清了从政风险，于是急流
勇退，在52岁时辞官回乡。由于
早有归隐山林之意，他早先就
在济南历城老家的基础上建起
了一座“遂闲堂”，后来才慢慢
扩建起了“云庄”别墅，在此隐
居八年之久，每日与文人墨客
交往游玩，写诗作赋，收集金
石，朝廷七次召见，他都不去。

根据祖先的《云庄记》记
载，在今天的墓园西侧百步远
即为云庄，占地约500亩。祖先
首先在云庄别墅最前面开凿池
塘，取名“云锦池”，在池中植石
一株，叫做“玉云峰”，池塘里种
着荷花，周围种了许多垂柳和
竹子。紧邻云锦池的北面还修
建了一座“绰然亭”，又名翠阴
亭，完工后他又利用剩余材料，
在亭子东面修建了一座简易的
庵房，作为自己读书休息的地
方。在亭子后面有一片茂盛的
树林，也被取名为“云香林”。云
香林的后面就是最早建起来的
遂闲堂。

除了建筑亭台楼阁，祖先
还不惜重金购买了两只鹤，学
习隐士林逋的“梅妻鹤子”，由
于他酷爱奇石，史志记载他在
云庄里收藏着十块奇石，这些
石头造型奇特，观赏价值很高，
可惜的是现在已疏散到各处，
现存的有4块，其中的“龟石”现

在趵突泉公园里面，“苍云”和
“振玉”在山东桓台县王氏纪念
园里，1992年在云锦池旁的地
下发掘出了石龟和“麟石”，现
在放在了墓园里。

除了云庄以外，祖先为表达
对陶渊明的崇敬之情，还曾在宅
子边上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
柳庄”。从此以后，五柳庄逐渐演
化为当地的村名，和张公坟一起
沿用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小清
河还有五柳闸遗址，我们这个地
方称为柳云，也是取云庄和五柳
庄的各一个字。

墓园西侧一百步就是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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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都会 写下《山坡羊·潼关怀古》的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是济南历城县人。他历经元朝三代皇帝，官至宰相却选择择归
隐田园，为赈灾重新出仕却病逝于任上。在今天的柳云社区西泺河旁，建成了张养浩墓公园，墓园西侧一百步，就是他他当年为
隐居建设的云庄。如今他的后人们正积极申请将云庄遗址地块进行保护性开发，未来或将重建名人故里。

张养浩墓园历经三次建设

祖先再次出仕，是为
了 赈灾。元明宗天历二
年，陕西大旱，他奉命前
去赈济灾民，到了陕西做
官四个月，他都没有回过
家，干脆住在了官府，白
天外出救济灾民，晚上就
向上天祈祷。当时一斗米
值十三贯钱，百姓拿着钞
票出去买米，钞票稍有破
损就不能用，拿到府库中
调 换，有些官员营私舞
弊，百姓换十贯只给五贯
的钱，有时等好几天都换
不到，给百姓生活带来很
大困难。祖先得知后，从
府库中查到一千多万贯
的 钞票，盖上印发给百
姓，命令米商凭钞票将米
卖给百姓们，让那些贪官
污吏再也不敢从中牟利。

但在那年的七月，祖
先在陕西任上得病去世，
享年60岁，他的儿子张引
将其葬回了济南的祖茔。
现在西泺河边的张养浩
墓公园，在上个世纪 8 0
年 代 时 还 是 比 较 荒 芜
的，牌坊都埋在地下，由
于后世家族没落无人打
理，加上挨着西泺河，一
到雨季河水涨上来就会
淹到墓地。在 1 9 9 0年左
右，柳云居委会出资几十
万元，在文物局的指导
下，把四块墓碑抬高了一
米五左右。

加上这一次，墓园一
共改造建设了三次，第二
次在1997年，是垒起来了
三面院墙，并进行了绿
化，花了200多万元，居委

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
绿化队。2009年时，济南
市园林局介入，经过半年
的设计，投入了400多万
建成了现在的公园。墓园
中原本也有张家世代的
一些坟地，高低不平，为
了把这些坟地弄平，我挨
家挨户地做了7天的思想
工作，好在他们一听是为
祖先做好事，都很支持，
分别将各家的坟地平了，
墓碑埋到了地下。

1992年6月，张养浩
墓公园被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公园
已经成为大家凭吊怀古
或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里
面有元、明、清代的石碑、
牌坊、石龟趺、石狮等文
物，占地两万多平方米。

3

未来有望重建云庄4
原来的北园这边都是

水，除了稻田就是荷塘，现
在只有我们柳云这边剩了
两块荷塘。元代画家赵孟
頫曾画过济南的《鹊华秋
色图》，那里面一望无际的
水泊和树木现在都消失
了。我小学是在张公坟这
边上的，就在云庄遗址这
边，还能看到以前留下来
的石头。那时一出门都是
一块块的池子，种着藕等
水上作物，是远近闻名的
蔬菜区。上学中午没事时，
我们还会去钓蛤蟆，逮蛐
蛐。我家渔网也特别多，撒
一次网就能收获一大笸箩
鱼，足可以证明那时生态
环境的良好。但现在这些
东西已完全消失，也就我
这一辈能有那时的美好记

忆了。
从1902年的《省城街

巷全图》中也可以看到当
时北园水塘密集、星罗棋
布的景象，如今柳云居的
三块水面是市区内大明湖
以北仅有的留存至今的自
然湿地，应当妥善保护。现
在北湖片区正在规划开发
中，不能忽视水生态的保
护，并且我们这些后人都
希望能够把祖先的墓地和
故居打造为历史文化公
园，而非居住用地。

目前我已代表社区提
交了一份云庄遗址的保护
性开发申请书，建议上级
部门将墓园西侧池塘附近
约92 . 7亩的用地进行保
护性开发，根据一系列的
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以

及出土文物和家中长辈的
口口相传，东至西泺河路，
南至高压线，北至水屯北
路，西至规划生产路，这块
地就是曾经的云庄范围。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名士资源留存下来的
却不多。云庄原址上，可以
还原遂闲堂作为张养浩文
化纪念展馆，展示他的政
治理念、文学作品和现存
文物。虽然历经几百年，文
物大多遗失，但还是有一
些出现在社会上。应当保
留云锦池，重现“云香林”，
进一步发掘元代园林历
史，将它们和墓园整合，能
够为周围市民提供更多的
文化休闲空间，这也能成
为北湖片区未来的一张文
化名片。

张养浩墓

张养浩墓公园西门的“水月松风”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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