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父父亲亲臧臧克克家家的的济济南南情情缘缘
在泉城，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作品

乔植英：我老家是安徽的，1954
年我报名成为支援山东文教建设的
志愿者。审批过后，我们南京晓庄师
范和扬州师范等学校的120多人，戴
着大红花来到了济南。

1951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
合校，仍命名为山东大学，臧乐源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山大的学生。他
提前毕业以后就留校做了政治助
教，之后在化学院担任团总书记。
我们是1956年在青岛认识的，1957
年结的婚。1958年，山东大学搬回
了济南洪家楼老校，他担任哲学系
主任。

就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哈韩
一样，我们当时崇拜苏联卫国战争
的英雄。我们的口号是“哪里需要
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臧乐源
治理过黄河，我修理过卧虎山水
库。我现在看到卧虎山水库，都觉
得很亲切。

乔植英：修卧虎山水库，哪里艰苦哪里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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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臧克家在济南求学时，首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他的儿子臧乐源出生于济南，在山大任教后定居济

南，他和妻子乔植英回忆起臧家在济南生活时的往事，一幅幅动人的画面随记忆闪现。如今，他们还多次捐献善款，将将
臧家的家风传承下去。

（1905 . 10 . 8-2004 . 2 . 5）山东潍
坊诸城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
全、何嘉，山东大学知名校友，是
闻一多的学生，现代诗人。忠诚的
爱国主义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
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
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
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
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
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
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
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曾任《诗刊》主编，他的第一
部诗集是《烙印》，主要讽刺诗集

《宝贝儿》，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
习的道路上》。其短诗《有的人》被
广泛传颂。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
做》入选七年级下册人教版第十
二课。

臧克家

192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
授，离休干部。现任山东大学关工
委委员、山东省关工委“五老”报告
团成员。离休20年以来，不知疲倦
地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著书立
说，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思
想教育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关
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山东省青
少年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
离退休干部党员、山东省“老教授
事业贡献奖”。

2014年6月被山东省委组织
部、省委老干部局授予“全省‘五
好’离休干部党员”荣誉称号。
2014年11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
干部先进个人”。

臧乐源
臧乐源：我在1929年8月10日出

生在济南。父亲给我取名叫“泺源”，
意为“泺水之源”，也为纪念他曾读书
的泺源书院。趵突泉内也有一个“泺
源堂”，但“泺源大街”的建成就是后
来的事了。

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回了老家

诸城，由祖母和姑姑抚养。我一心想
从老家出来，投身革命。介绍信一路
从老家村里到了区里又到了县里，最
后到了教育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
名字被误写成了“乐源”。不过在山东
话里，“泺源”和“乐源”的发音是一样
的，别人还是都叫我“泺源”，我也不

在意。
就这样，1949年2月，我第二次

来到了济南。根据教育厅的介绍信，
我被分配到了华东大学革命干部学
校（现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我一
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
到了我的出生地，济南。

臧乐源：我在济出生，名字寓意“泺水之源”2

臧乐源：我的父亲臧克家是山东
诸城人，他与济南最长的一段情缘是
在1923年去青岛读大学前，考入山东
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学习了三年。

后来他曾多次到过济南，看看母
校，拜访朋友，也曾创作了《济南三日
记》、《济南漫忆》等文章回忆在济南的
时光。

在第一师范学习的头一年，他先
住在北园。我父亲曾称济南为“欧洲中
世纪风味的潇洒似江南”的一座名城。

在《济南漫忆》中，父亲曾写道，
北园近靠胶济铁路，绿树清流，稻田

藕花，一片乡村风光，但与故乡不同。
“在北园住了一年。生活纯朴，环境清
幽，置身城市而无烦嚣之感。童年在
故乡，见过大米而没吃过，至于稻子，
只闻其名而已。而今稻田一方方，秋
风送爽，黄穗摇金；荷花池中，拨刺鱼
跃，这些入画景色，使我悦目赏心。晚
饭之后，悠然散步于村外，双脚踏上
单股铁轨，东摇西摆，保持不坠……
这些琐事，忆来情趣盎然。”

第二年暑假后，他搬到了第一师
范的校本部——— 泺源书院，他曾回忆
泺源书院的情景：“这书院虽不宏伟

壮观，却也颇具规模。校门对着繁华
的大街，一道长长的甬道直通校舍，
左首一块高七八尺的铁矿石，像一位
庄严的卫士。”

父亲说，第一师范算是济南的一
个革命阵地，同时也是“五四”新思潮、
新文化吸收与传播的一个站口。同学
们都如饥似渴地争读新出版的书。

也是在济南，父亲第一次在大刊
物上发表作品。当时处在黑暗反动的
高压之下，他感到窒息而愤懑，用通信
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反动统治的小文，
投到《语丝》上去，不久就刊登了出来。

在济南，臧克家首次在刊物上发表作品1

臧乐源

臧克家

多次捐献善款，传承臧家家风4
臧乐源：我的父亲既严格，又仁

慈。1997年，我到医院看望他，正赶上
他吃饭，他还夹起一粒花生米送到我
嘴里。“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
父亲的这首短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他就像一团热烈燃烧的火，在诗文中
烧灼，在家书中烧灼，温暖周围的人。
这四句话也代表了我的家风，被刻在
了他的墓碑上。

乔植英：公公以前是个军人，他
的作息非常规律，年有年的打算，月

有月的安排，日有日的计划。他每天
都把一天要做的事写在小纸条上，完
成了就打钩，没完成就反思原因。公
公很爱书，有些书借出去就收不回来
了或破坏得很严重，所以他打趣地在
书柜上贴了一张条子“概不出借”。但
2002年，97岁的公公将他个人所藏的
3312册图书捐给了山东大学图书馆。

在公公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们在
济南的生活也幸福美满。我们1957年
结婚，2017年就是钻石婚了。2007年，

我们为了庆祝金婚举办了一次签名
售书活动，把臧乐源写的《天理人伦
寻求录》和我写的《旷野杂花》两本
书，以成套100元的价格售卖。我们把
售书所得的4万元全部捐给了山东省
慈善总会。

2009年，臧乐源与弟弟、妹妹一
起把母亲留下的50万元国债存折按
照母亲的遗愿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将父亲的
家风传承下去。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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