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城城书书法法亲亲子子游游正正火火热热进进行行中中
免费游古城学书法，快来参加吧！

摄摄影影家家走走进进古古城城采采风风

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本报聊城7月26日讯(记者

杨淑君) 7月23日上午9时，“聊城

福彩杯”宜居宜业新聊城摄影大

赛暨摄影家走进中华水上古城采

风启动仪式在光岳楼广场举行。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市文

广新局、聊城古城保护与改造指

挥部、聊城市摄影家协会等部门

和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聊城市旗袍协会

以及上百名摄影爱好者共同见证

了这一活动启动。活动吸引了众多

摄影爱好者云集现场。他们带着专

业装备，抢占最佳取景角度，将手

中的“长枪短炮”对准古城的每处

风景。古城的亭台楼榭在他们的独

特视角中绽放出别样的美。

启动仪式现场 记者 杨淑

君 通讯员 杨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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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7月26日讯(记者

杨淑君) 自推出至今，中华水上

古城非遗体验月活动周周火爆。

观看视频或幻灯片，看老师傅

现场制作，亲手参与体验。据悉，为弘

扬聊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非遗神

奇魅力，力促非遗走进生活、融入生

活，7月份，由聊城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东昌府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

水上古城、山东保盛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共同举办了主题为“走进古城，

寻梦非遗，感受文化”的非遗体验月

活动，活动时间为今年7月的每个周

六(7月2日、7月9日、7月16日、7月23日、7

月30日)，每个周六体验一种非遗制作

技艺，整个体验过程包括1个小时的

文化讲解和1个小时的过程体验，活

动地点在古城楼南大街的鲁西民间

艺术体验馆等非遗商铺。

如今，仅剩7月30日，体验聊

城剪纸技艺，本次体验月活动就

要全部结束。活动地点在古城楼

南大街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每

周六上午8:30工作人员发入场券，
9:00正式开始，已经报了名的幸运

参与者，按时到场参加吧!

非非遗遗体体验验月月活活动动

仅仅剩剩最最后后一一期期

古城老街巷之孙家胡同：

因因尽尽孝孝定定居居聊聊城城，，为为官官兴兴学学遍遍布布名名人人足足迹迹

今实验小学大门以西这条街原名叫“孙家胡同”。“孙家胡同”东西长100多米，南北宽3至5
米，因孙肇兴的故居而得名，在今实验小学院内。

缘起：

尽孝心奉岳母

定居于聊

孙肇兴(1583-1661)，字兴
公，号振宗，聊城西南60里白塔
村(今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人。
孙肇兴的始祖可追溯至孙敬。
孙敬，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
城南20里小董村，明洪武二十
五年(1392)迁居山东东昌府莘
县城西南25里银河店。二世祖
孙惠。适值燕王朱棣以“清君
侧”的名义举兵南进，明惠帝朱
允炆派遣大军围剿，聊城、阳
谷、莘县一带是主战场之一，因
战事频繁，民不聊生，孙惠“烦
骚扰、避徭役，携眷避居河南归
德 府 柘 城 县 洪 福 集 ( 今 砖 桥
集)”，并在那里居住了数十年。
三世祖孙祐，字福宁，即孙肇兴
的曾祖父。孙祐因曾孙孙肇兴
而显贵，皇清诰赠其为正二品
的荣誉性官衔“资政大夫工部
左侍郎”。他“念莘邑祖墓无人
祭扫，奉岳母还莘，居莘县城东
北15里聊城界之白塔村(今双
楼)”，并在此定居。孙肇兴的祖
父孙朝臣，父亲孙东阳，配邹
氏，生五子，孙肇兴排行第五。

据史料记载：孙肇兴考取
秀才后即博览群书，“以躬行实
践、立说著书为己任”，并不拘
泥于八股文章。明万历四十六
年(1618)考取第六十一名举人；
天启二年(1622)考取第三甲第
六十五名进士，授江南淮安府
山阳县知县，任期五年。

为官：

甘冒风险

为百姓除弊兴利

孙肇兴任山阳知县后，走
遍了河西村寨，实地考察了地
形，倾听到民众的呼声，他广施
德政，治理有方，兴利除弊，为
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他界
定地亩，均衡田赋。因办法公
正，既平息了农民之间的土地

纠纷，又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
入；甘冒风险，复田千顷。万历
十年(1582)，督漕尚书凌云翼高
高筑起两岸河堤，堵截运河以
西的水路，致使管家湖以西的
千余顷良田尽沉水底，良田被
淹，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
道。孙肇兴捐出自己的薪俸购
买良石和木料，他本人也不出
面，委托已退休在家的乡宦何
世爵悄悄指挥。一条高3尺、宽4
尺、长35丈、上面盖着条石的涵
洞，在运河河底下面4尺深的地
方悄然竣工。这一涵洞“西出西
堤以吞、东出东堤以吐，于是河
西千顷之涛，复为良田”。

在消除水患、田赋均平、山
阳百姓安居乐业之后，孙肇兴
又把目光转向当地的教育事
业。他本人“高才邃学”，通晓经
史，是教授士子、培养人才的内
行专家。他不但督促县教谕和
训导们办好教育，还常常挤出
时间到奎斗宫为秀才们传道、
授业、解惑。

孙肇兴的显著政绩，赢得
了山阳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
调离山阳时，数以万计的民众
夹道跪送，赠送一巨匾，上书：

“民之父母”四个大字，落款是
“江南山阳县绅民公送” 。

明天启七年(1627)岁次丁
卯，孙肇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
所取多知名人士。崇祯年间，孙
肇兴历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
部武库司主事、河南布政使司
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后崇祯
听信张彝宪的谗言，反加罪于
孙肇兴，将其逮捕入狱，后发配
军中戍边。崇祯八年(1635)8月，
在众多文武大臣的力荐声中，
崇祯帝收回成命，孙肇兴官复
兵部武库司主事。

入清后孙肇兴擢升天津兵
备道。顺治二年(1645)2月27日，
孙肇兴任山西督学，“出其所著

《四书约说》、《选定文规》、《程
墨正音》授诸生，晋人之文一
变”。是年，创修了《孙氏族谱》，
为后人研究孙氏家族史提供了
珍贵的史料。

后孙肇兴历任江南布政司
右参政管布政使事、广西左布
政使，布政使是仅次于总督和

巡抚的地方高官，官阶从二品，
掌管财政和人事。后因病归。顺
治皇帝诏见并问以治平之策，
孙肇兴立进《用人惩贪疏》，受
到顺治的赏识，任命他为宗人
府府丞，掌管皇族的谱牒和族
中事务。后孙肇兴被任命为工
部右侍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改工部左侍郎，官阶正二
品。

致仕：

故居匾额

皆为状元名士题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
九日，孙肇兴因年迈退休，之后
徙居聊城光岳楼南街路东孙家
胡同，即今实验小学院内。孙肇
兴故居，朱红色的大门坐北朝
南，门上悬挂着一块光彩夺目
的金字匾额，上书“少司空第”
四个大字，落款是“皇清状元东
昌邓钟岳书”；厅堂大门上亦悬
挂着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匾
额，上书：“启文堂”三个大字，
落款是“门生傅以渐敬书”；厅
堂正中墙壁上悬挂着顺治皇帝
钦赐的两块匾额：“理学名臣”、

“斯文宗仰”，皆是御笔亲书。其
他几块著名的匾额：“经元”，落
款是“皇清状元傅以渐敬书”；

“亚元”，落款是“皇清相国傅以
渐题”；“经魁”，落款是“刑部尚
书任克溥题赠”。孙玉泽的正厅
匾额“嘉会堂”，落款是“愚孙婿
邓钟岳书”。

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二
十日戌时，孙肇兴在聊城逝世，
享年79岁。清廷特准在其故乡
双楼村立碑纪念，并修建楼宇
两座。莘县人民还在县城树立
了“皇清工部左侍郎加一级仍
支从二品俸资政大夫孙公振宗
万民感恩碑”，县衙街前建立石
制牌坊，以缅怀他的功绩。

综观孙肇兴的一生，他不
但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更
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登
门拜师求教者不计其数，状元
少保大学士傅以渐、刑部尚书
任克溥，都是孙肇兴的学生。邓

钟岳是孙玉泽的嫡孙女女婿。
乾隆三十五年(1770)冬，东

昌知府胡德琳购买了孙肇兴的
曾孙孙启淑的宅院，经营四载，
建成“启文书院”。光绪中叶，东
昌知府程绳武又一次修缮。光
绪二十八年(1902)，改建“东昌
府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改
称“东昌中学校”。民国三年
(1914)7月更名为“山东省立第
二中学校”，俗称“聊城二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聊
城二中停办。1949年5月，改办
小学至今。

1947年为缅怀抗日英烈张
郁光，孙家胡同和东段的状元
街更名为“郁光街”。孙家胡同
虽然狭短，但却留下了许多历
史名人的足迹。傅以渐、任克溥
等人时常前来拜访看望其业师
孙肇兴。启文书院又聚集了众
多名人讲学，翰林院庶吉士、江
苏巡抚傅绳勋，翰林院编修朱
学笃，晚年皆应邀到启文书院
讲学。从“聊城二中”到今天的
实验小学，又为国家造就了众
多的人才和精英，原中共中央
顾问委员会常委段君毅、《红
岩》小说中华子良的“原型”韩
子栋、著名画家李苦禅，都是

“聊城二中”的学生。更有不少
有志青年已经跨越国门，走向
世界各地。

孙肇兴《四书删补约说》

书影。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本报聊城7月26日讯
(记者 杨淑君) 24日，
水上古城书法亲子游活
动启动第一期，爱好书法
和历史文化的聊城小朋
友和家长踊跃报名，他们
在古城人文盛景中游而
学之，亲历古城，感受深
厚文化底蕴，以及中国书
法魅力。活动仍可报名，
但名额有限，想参加的抓
紧报名吧！

怎样报名？首先，通
过手机关注“水上古城”
微信公众号(扫下面二维
码即可)，在公众号上填
写个人信息(姓名+年龄+
联系方式)，等待活动中
心与您联系。与活动相关
的任何问题，均可拨打咨
询 电 话 ：水 上 古 城 ：
8251916；翰墨艺术馆：
18806354698。

报名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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