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4年11月88日 15诸城的的四四座座山山

王氏一门六进士

  嘉庆十年（1805），高密才女单为娟嫁与王
玮庆为妻。
  单为娟，字茞楼，号纫香，清代女诗人，是
高密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女诗人之一。其诗入《山
左诗钞》《东武诗存》，单为娟《碧香阁遗稿》
传世。她出身望族官宦世家，祖父单煌，贡生学
衔，当过县令、知府。父单可玉，廪贡生，任官
卫辉府（治今河南省汲县）通判。其弟单为鏓，
字伯平，号芙秋，亦为官，工书法，有“一字寸
金”之誉，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名家。单可玉之母
为李元直之女，李元直的三个儿子李石桐、李叔
白、李少鹤都是著名诗人，是高密诗派的中流砥
柱。单可玉“少从舅氏李石桐、叔白、少鹤三先
生，学诗法，著有《容安斋诗稿》”。
  单为娟19岁时嫁于王玮庆。夫妻二人吟诗作
对，诗书唱和，经常谈论诗文至半夜。单为娟针
黹之余，在丈夫课业之后，也往往取书与丈夫对
读，或拈韵作诗，相互酬答。王玮庆若有诗作，

必挟之与妻赏奇析疑。他们是夫妻，亦是文友。
  单为娟时常督促丈夫发奋读书，考取功名。
并写诗以勉：“独对青灯夜漏迟，郎归莫忘断机
时。更深惟有蛩声伴，好待来年折桂枝。”每天
鸡鸣之时，便催促丈夫起床读书，直到漏下三
鼓，仍坐等侍奉丈夫入寝，然后自己才休息。
  单为娟嫁作王玮庆妇六年，先后孕有三子，
都不幸夭折。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初二，年
仅24岁的单为娟病卒，王玮庆痛心疾首：“彼苍
者天，歼此良人，是独何心哉！”并赋《悼亡
词》40首。
  王玮庆发奋读书，于单为娟卒后4年高中进
士，官至户部侍郎。
  王玮庆搜集单为娟遗作，虽然十存二三，但
仍得诗58首，王玮庆收集零金碎玉，结为《碧香
阁遗稿》付梓。单为娟之诗有其父诗风，从容迂
曲，刻画精工，情真意切，清丽多姿，虽少雄壮
气势，但有婉转含蓄。

才女单为娟嫁入王家 英年早逝徒留遗憾

  清朝政府为维护反动统
治和适应帝国主义需要，宣
布实施“新政”，光绪三十
一年（1905）诏谕废除科举，
建立学堂。从此，各级私立
和公立学堂在各地兴起。
  曾任京议员的相州王氏
家族的王景檀与本家举人王
炜辰、秀才王武轩等人动员
族人筹资开办学堂，拟定从
王氏祭田中捐出五亩，由相
州王和巴山王各出一半，建
立了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宣
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统治，于1912年
建立中华民国，王氏私立学
校停办。巴山王氏为了继续
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独自开
办了巴山高级小学。
  巴山高级小学办学开
明，追求新思想、新思潮，
王翔千之女、共产党员王满
受巴山王氏私立小学校长王
聿修的邀请，执教于该校五
年级。学校很快成为革命的
宣传阵地，先后走出了孙仲
衢、田裕旸、韩铁英等诸多
革命者。

  1937年10月上旬，山东
最早的女党员王辩与爱人赵
志刚等人回到相州，秘密成
立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
发展了王满、王希坚、王成
等人加入共产党，成立相州
党支部。他们多次到王家巴
山高级小学进行革命宣传，
在巴山这块土地上撒播上了
革命的种子，让这儿具有了
良好的革命基础。
  在革命思想影响下，王
家巴山高级小学的韩铁英、
王祈庚、王从（丁建平）等
进步青年，开始接受共产主
义思想，韩铁英由曹涌涛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
成立中共巴山党支部后，他
担任组织委员。
  韩铁英于1921年生于乔
家巴山村一个中农家庭，他
文武双全，是个神枪手，在
王家巴山小学读书时，他从
地主家小姐王从那儿弄到了
一把手枪，经常跑到后山练
习，练得一手好枪法，能百
发百中。1944年，他调任诸
城县敌工部小站站长，第二
年调任滨北军分区敌工科干
事。1945年8月，中共潍东县
委、潍东县政府成立，韩铁
英的家就成了县委书记江涛
等军政人员办公场所之一，9
月4日拂晓时分，汉奸王金铭
突然率部偷袭村子，包围了
韩铁英的家。他临危不惧，
等家人赶紧躲进牲口棚里
后，他就躲在影壁墙后，一
边用匣子枪阻击着敌人，一
边迅速地从地上拾起敌人投
掷过来的手雷弹投掷回墙
外，直坚持到县大队前来
救援。

  1946年，他调任高密县
敌工部工作，翌年又被派驻
华东十三纵队任纵队民联部
和敌工部干事，此后，参加
了解放潍县、兖州、济南、
上海及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最后随部队挺进福建。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福
州军区任海军政治部敌工部
宣传处处长。
  1980年，他调任北京市
崇文区常委、区革委会副主
任、副区长。虽然已经离开
军队，但他还是把自己视为
一名军人，以军人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平日一律坚持骑
自行车上下班，仍然穿着一
身浆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
居住在海军部公用宿舍，充
分显示了一位“老八路”、
老共产党员清正廉洁、克己
奉公的公仆本色。
  由于巴山革命基础深
厚，这里成为了抗日中心
区。1945年8月，中共潍东县
委、潍东县政府成立，管辖
潍河以东、胶济铁路以南的
诸城七区和高密南部地区，
县委驻地就设在巴山的乔家
巴山村。乔家巴山与王家巴
山、孙家巴山的群众都积极
支持抗战，年轻人踊跃参
军，各家各户争相捐献
抗日物资，抗日形势红
红火火，巴山成为当
时 的 革 命 活 动 中
心，为抗战及解
放战争的胜利
作 出 了 重 大
贡献。

王氏出资办新学 成为革命者摇篮

  仅“诸城行”一行人搜集到的巴山相关古诗
词就有10余首。小小巴山竟承载了诸多锦绣词
章，既是乡愁的凝聚，更是文化赋予的人文情怀。
  早在700多年前，远在异乡的礼部尚书、诸
城诗人王致道就写道：“着雨麦苗青漫陇，弄风
柳条绿垂堤。巴山云重遮人目，密水泥深没马
蹄。”
  “二子京华二侍亲，平分忠孝停均匀。”这
是离家万里思念故乡的王应垣的得意之言。“家
书屡约返乡关，策杖同看屋后山。”他终脱尘
网，悠然北山下。家有四子，二子同榜进士，远
在京华；二子侍奉身侧，耕读传家，忠孝两全，
人生又有何憾。
  “归来原不为鲈莼，一别家园十五春。乍见
云山逢故友，又听风雨送行人。重束行装含泪
眼，强颜欢笑慰双亲。”王玮庆最终扬名京城，
家山与故友一样年年期盼他归来。千里外的辽西
路，这位巴山才俊奉王命北行，他乡一座形似巴
山的小山骤然引起他的思乡情怀，“山水相关文

字缘，渔洋一过盛名传。今朝行到辽西路，忽忆
家山意黯然。”他乡无数好青山，最美还是巴山。
  20世纪初，栈桥的海浪留不住一位名叫刘稚
文的文士。“怅望巴山故里遥，舌耕笔耨暮复
朝。人情阅尽身犹健，世味经多志渐消。”是故
乡温情的山水，一次一次抚平了那巴山游子的沧
桑与伤痛。
  “翩翩词赋最怜君，不得才名继左芬。凄绝
巴山潍水畔，夜台秋雨唱秋坟。”这是单家女儿
单为娟幼弟的哀唱。她的老父也长诗当哭：“枉
说归宁十载期，酸风刺骨不能悲。更无一字还相
慰，却话巴山夜雨词。”
  作为外乡人，清初文学家丁耀亢妙笔生花，
为巴山的好友孙健之写下了“巴麓开松榻，潍干
冷钓湾。莫愁浊酒尽，花柳送君还”这首送
行诗。
  “山肴野菜自生香，钓得鲤鱼共酒尝。四十
年前如昨日，巴山潍水是家乡。”借日照人安茂

佺（讷如）的一首怀旧诗，再一次向巴山凝望。

巴山潍水承载乡愁 古人诗词传诵至今

成为革命活动中心 群众团结支援抗日

巴山。

巴山王老宅。

巴山王家的姑娘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