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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氏先祖为春秋时期郑
国贵族，至今已历96世

游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也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族，源出于姬姓。
春秋时期，周厉王姬胡的儿子姬友，被其
兄周宣王姬静封于郑，建立郑国。春秋
时期，郑国国君郑穆公有个儿子叫偃，字
子游，他的孙子游眅以祖父之字命姓，其
后皆以“游”命姓，称游姓。

《交际大全》“郡望篇”亦载道：“游氏
广平、冯翊，声实俱茂(雅)，秀美而文(吉)，

清德重名(酢)，善诗卓识(诚之)，独步六朝
之伯始(肇)，并肩三辟于高闾之(明根)。”
可见游姓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
史上曾抒写了壮丽的诗篇。

不管时空转变、王朝更迭，游氏宗族
都把河北广平作为祖源地，修谱、建宗祠
都以“广平”为号，游氏自子游至今已历
96世，2600多年。跨地万里，但游氏谱系
不乱、昭穆分明，血脉相连。

为缅怀祖先，弘扬祖德，团结宗亲，
命脉传承，共续文化，2009年1月1日，游
氏后裔游灿华成立“游氏网”，成为国内
第一个姓氏综合门户，为游氏本姓族人

提供族谱、宗祠、辈份、人文、寻亲问祖等
相关信息和服务，也成为海内外了解游
姓发展成就的窗口。

滨州游氏始祖游政立村
“泗户游”，至今已有25代

沙河街道中游家曾名：泗户游，游氏碑
记：“始祖讳政，元季以战功封侯”。游氏谱
云：“自元，至正间（1341—1368）占籍滨邑，
立村为泗户游”。明代，游氏三支分居，一
留原村（即中游），一在前立前游家，一在后
立后游家，遂改原“泗户游”为中游家。

滨州游氏始祖游政，江西青绥人，元
末朝政腐败严重、天灾不断，农民进行推
翻元朝的武装斗争。游政从江西拜别父
母，后辗转投靠朱元璋,又跟随徐达、常遇
春北上伐元，在攻占滨州邑的大战中负
伤，不能继续随军打仗，遂留守滨州。北
伐结束后,他因战功显赫封侯，占籍滨邑，
游氏遂在此繁衍生息。

厌倦多年征战，渴望过上安定祥和
的生活，游政辞官为民，欲寻安居乐业之
地休养生息。

对此，朝廷许诺他在滨州邑自寻安家
之地，充分体现了对开国将领的礼遇。游
政信马由鞭转了好几天，一天来到了滨州
城西南三十多里的地方，这里水草肥美，
生机勃勃。忽然在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大
花蛇和一只蓝花野猫正在激战。

游政捻须一笑：刚才看到的不是一

场龙虎斗吗？龙虎相争的地盘，定是极
好的风水宝地。游政确定这里就是他要
寻找的理想家园，百年之后他就要安息
在这龙虎相斗之地，保佑后代子孙成为
国家栋梁，荣耀游氏家族。

600多年来，以中游村为中心向外发
展出了前游村和后游村，以及杨柳雪的
游家庄子村，还有惠民县的杨子学村、老
北镇五四、姜家游姓等。游政后代至今
已有25代，并分散在辽宁、北京、天津等
地，将近20个村庄约3000人。

中游家村游百川是游氏
后人杰出代表

游氏自始祖子游公始，由于尚儒重
文，礼仪传家，各代名人辈出，彪炳史
册。1862年（清）同治元年，中游家村游
百川(1822—1895) ，字汇东，号梅溪，中进
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任福
建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御史、顺天
府尹、总督仓场侍郎等职。

在任期间，他不畏强权，敢于惩治不
守法纪的宗室亲贵；数次上疏力阻穆宗
重修圆明园，震动朝野；在湖南禁烟禁
毒，广受好评；在山东治黄尽心竭力，很
快稳定河患，并提出《治河三策》，是为治
黄史上重要著作。

游百川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帮
佣资助儿子求学。他自幼聪慧好学，自
知发奋，自强自立，感化名师免费教授。

此后，顺利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官至户
部侍郎，正二品。“山高水长有时尽,唯我
师恩日月长”，他做到了尊师重教，回乡
时曾“八里下轿”，看望老师杜源。罢黜
归乡后，他先后被聘请主持济南泺源书
院、东昌府书院，学生甚众，广受敬仰，世
人评价“激浊扬清，乱世贤吏”。

近年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围绕游百川打造历
史名人品牌，讲开发区故事，彰显历史文
化底蕴。目前已在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
园建成游百川纪念馆，出版发行《游百川
传奇》和《游百川研究》丛书，游百川故居
复原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2013年清明节，游政后人齐聚中游
村，重修游政墓并立碑。游百川后代至今
已五代，中游村为二子游礼贤后人，在北
京为四子游炳贤后人，也于2013年重修游
百川墓并树碑立传。如今连续五年清明
时节，全国各地游政后人都回到中游村祭
祖寻宗，自发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并修
续族谱，把游氏的家风家训发扬光大。

随着城镇化逐步推进，位于黄河五
路、渤海三十路的中游村，以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被选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医院新址所在地。2018年中游村将被整
体搬迁，600多年的村史即将改写。

为游氏家族、家风的传承与发扬，60
多岁的中游村党支部书记游森恩多方奔
跑呼吁建设游百川故居，保留中游村的
古风原貌，让游氏宗族血脉的渊源延续
是游氏后人殷切的期盼。

中游家的前世今生
王弘

周总理在南开同学会上
的演讲，令张镈对中国共产党
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

1911年4月12日，张镈出生于广州
两广总督署衙，同年底随其父两广总督
张鸣岐流亡日本，1913年定居天津，十年
后入天津南开读书。“1923年我正式考入
天津有名的南开初中一年级，校长是张
伯苓先生，已是当时的名教育家。周恩
来总理幼时也在南中读过书，比我高十
级左右。”（摘自《回到故乡——建筑师张
镈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到故乡》）

周恩来总理是1913年8月考入天津
南开学校的，1917年6月毕业。据此得
知，张镈和总理虽为校友，总理从南开毕
业六年后张镈始入校，二人失之交臂。
张镈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抗战时期的陪
都重庆。

1936年夏，张伯苓在重庆沙坪坝买
800余亩地，建立了私立南渝中学。1938
年底，张伯苓在重庆朝天会馆组织了500
多人参加的“南开同学会”，邀请南开校
友、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国民党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作形势报
告。当天，作为南开校友的时任重庆基泰
总所图房主任建筑师张镈亦被邀请参加，
并有幸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周恩来从
政治、军事、经济和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
及策略上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精确的
分析，科学的论断，有力地激发了校友们
的爱国抗日热情。

周恩来精彩的演讲，令不问政治、只
想求艺谋生的张镈茅塞顿开，对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崭新的
认识，并唤起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
感。50余年后，张镈感慨道：“在国共合作
抗日的旗帜下，周恩来同志驻重庆，应邀为
南开同学会作形势报告。我作为校友，参
加了报告会。会前久闻大名，但对共产党
并不了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共产、共
妻、共一切’的恶毒宣传，似乎共产党都是
青面獠牙的残暴之徒，使人望而生畏的人
物。现悉周先生生于1898年，当时尚不到
41岁，身穿制服，风度翩翩，神采奕奕。来
到会场，对到会的约五百同学介绍敌、友、
我的前线交锋和后方准备情况。报告先从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斗争形势上做叙
述、对比，侃侃而谈，深入浅出，令人鼓

舞。这是我到重庆以来，对抗战形势第一
次的了解，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打消了不
少唯武器论的偏激观点。”（《回到故乡》）

北京饭店东楼出“风波”，
总理指导张镈“亡羊补牢”

1951 年 3 月，张镈毅然辞去香港基
泰的高薪要职，由香港回到北京，“只想
为国家建设多作点贡献。”（《回到故乡》）
1958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中央提出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
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
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经过层
层筛选，由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的张镈作为总建筑设计师，承
担“国庆十大工程”之人民大会堂、民族
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的设计任务。

1972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
关照下，“文革”中被打成了“特务”、残遭
迫害的张镈再度受到重用，担任北京饭
店扩建工程的总设计、总指挥。“我虽在
病中，也不甘落后，在病榻上积极构思、
勾画草图……我为了不辜负总理的期
望，仍在努力工作。”（《回到故乡》）

张镈设计的北京饭店东楼模型做好后，
一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提出建议，“北店扩
建新楼超过百米也不算高。”“看来他并没
有了解周总理原批示的55米之高度。听
到这个指示之后，设计小组不少青年建筑
师十分高兴，马上否定了原批准的方案，另
起炉灶，设计新的超百米的新楼。……如
何处理总理和副总理之间的不同观点，实
在是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在催交新
方案模型之际，走了顺水推舟的道路。万万
想不到，这个修改方案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安
和麻烦。”（《回到故乡》）

当北京饭店东楼建设到第13层时，
张镈被告知：“总理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
到了施工的灯火，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
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不久，张镈又被告知：“总理指示，建筑必
须终止在15标准层。”

1973年10月30日凌晨1点，总理召

见张镈时即说：“你好，我们有14年没见
面了。”随后，落座谈心。“我万没想到总
理并没有开门见山谈主题，而是首先问我
先父的一生情况，并说他儿时就听说过两
广总督的传闻……然后了解我的每一个
家庭成员情况，还关心我在‘文革’中被抄
家的经过和感观。我说，经过通读主席四
卷，有些自知之明，还能三个正确对待。
总理赞赏地说，就是要改造思想，一定要
活到老，干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说
家常就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令我十分感
动。”（《回到故乡》）

转入正题后，总理对张镈说：“我已6
天没睡觉了，内心很不安，在中南海就能
观测到冒出来的北京饭店新楼。还是原
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我先作检
讨，未能严格遵照总理批准的55米高的
方案执行决议，提高后又没有作请示报
告，是有责任……总理及时发现，及时处
理，还算亡羊补牢之举。”（《回到故乡》）

此后，张镈和周总理就如何弥补东
楼的“缺欠”进行了多次交流和整改，最
终妥善解决了楼高危及中南海安全的问
题。总理说：“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

“总理这种身教、言教、以身示范的做法
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永生难忘。更说明
总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高
度负责精神。”（《回到故乡》）

张镈扶病设计北京新图
书馆，以慰总理遗愿

1975 年 3 月，周恩来提议并批准兴
建北京新图书馆。在周总理的关心下，
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张镈参加了
新图书馆的设计工作，“听到北图是总理
的关心项目，迎刃而上。”（《回到故乡》）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清京师图书
馆，随着馆藏的不断增加，馆舍几次扩展
仍不够用。在总理关怀下，选定了北京
图书馆新馆址，总理指示：“建馆要有长
远观点，要向一劳永逸方向考虑，书库的
近、中期的发展更要作全面考虑，同意集
思广益，搞好设计。”新馆的设计云集了

当年各大建筑院校、建筑设计单位和著
名设计师，共征集了114个方案，经过反
复比较，选用了建设部设计院和中国建
筑西北设计院的方案，最后经过杨廷宝、
戴念慈、张镈、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设
计大师给予综合调整。

1976年1月9日清晨，当张镈从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里收听到周总理病逝的消
息后，悲痛欲绝。“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
理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族人民有共同
怀念、悼念的感情和悲痛是发自内心
的。我更不例外。回忆1972年时，总理
表达希望活到80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
的愿望，再联系总理说北店一年不能建
成就来不及了等话语，说明总理早知重
病在身，但仍抱病处理国事，不但会见外
宾，并以身作则，亲临指导做西华门屏风
楼，尤其是想起在庆祝人民大会堂胜利
建成，在庆功宴上高兴地说：‘打你五
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耳边。更
远一点是在1938年，总理留驻重庆，以南
开中学同学会名义，为校友报告抗日战
场的前后方景况，距今仅38年。思前想
后，不胜唏嘘。”（《回到故乡》）

为了报总理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完成
总理遗愿，张镈化悲痛为力量，夜以继日
地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方案，累倒在
办公桌前，“当再复读总理对‘北图’的眉
批‘一劳永逸’字句时，感到总理是在利用
成语鼓励并号召我们要竭尽全力做好设
计工作。为了悼念总理，自认为最好以实
际行动来做表示，更好地在五老小组中起
到日议夜画，以缩短工作进程的作用。就
在即将统一各方面意见之际，我因过度疲
劳而晕倒在建设部设计院的图房之中。
急诊后方知已戴上冠心病的帽子，血压偏
高。参加四届人大时，会医检查说我仅有
心肌劳损，不料发展得如此之快。但我并
未休息，再接再厉，终于在1976年4月初
完成任务，并在我院做出正式的北京图书
馆新馆模型。”（《回到故乡》）

1999年7月1日，张镈在北京病故，
遵其“叶落归根”的遗愿，其骨灰被安葬
在他的故乡——无棣县车王镇段家村张
氏族茔母亲墓室旁。

张镈与周恩来总理的建筑情缘
张海鹰

到了后来，此风日盛，汉末魏晋时期
达到一个高潮。东汉汝南郡吏许劭闲着没
事儿就喜欢看人玩儿，然后做些没头没脑
的点评，多半和政治挂钩。比如他给还未
发达时的曹操相面，说你小子是“清平之奸
贼，乱世之英雄”。按说这话怎么听也不像

句好评，可曹操居然哈哈笑着认领了。这
张大白脸可真够奸的。

他还有个怪癖，爱在每月初一(月旦)和他
堂兄许靖一起评论乡里人物，每月一换话题，

“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
玉手纤纤的西晋大美男、大书法家、大

臣王衍有一回看到十四岁的奴隶娃子石勒
在城门上吹口哨，大惊失色，对随从说，听这
孩子的声音、看他的相貌，将来一定是国家
祸患。潘滔则认为王敦“眼睛像蜜蜂、声音
似豺嚎，若不害人必定害己。”(均据《晋书》)

如果说这些对人物模样的评论还仅
限于一些心血来潮的片言只语，到了宋代，
大文学家苏洵则撰出千古名篇《辨奸论》，
尖锐地、系统地、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一通政
敌王安石的“脏样儿”。

文中说：“脸脏了要擦，衣服脏了要洗，
这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有的人不是这样。
他蓬首垢面，神态猥琐，如此模样却同人家
高谈阔论诗书，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凡是做
事不合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
古时的奸臣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
请注意神补刀在最后这一句上：不注意形象
——不通人情——奸臣，如此逻辑，众所周
知地把王安石套了进去。王安石文章学问
与“三苏”齐名，政治上的成就更大。但在当
时，认为他是奸臣的却不在少数，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不修边幅、邋里邋遢。

宋人陈正敏在《遯斋闲览》中有一段

镜头感丰富的记述：一次在朝堂上，忽然有
一只虱子从王安石胡须里探头探脑爬了出
来。他是参知政事，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大
官，站得离神宗皇帝很近。皇帝看他那个
德性，不禁莞尔。散朝后，他问身边的一位
大臣，皇帝笑什么？人家指指他胡子上那
只虱子，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要捉来捻死。
那大臣摇头晃脑制止他说：“这只虱子可不
简单。有诗为证：‘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
可杀之，或曰放之！’”引得哄堂大笑，王安
石大窘。其人缘平常亦由此可见一斑。神
宗拿他当一乐，不过一笑置之，可后来的哲
宗皇帝是格外地讨厌他，以至终于罢相，变
法随之失败。都是模样儿惹的祸。

明清之际，以貌取人被正式引入用人机
制。徐九经满腹锦绣，金榜高中，就因为两肩
不平、模样清奇古怪，被贬做了个小小的县令，
虽是戏文，却折射出明代吏治的荒唐腐败。

台湾作家兼史家、“野翰林”高阳（许晏
骈）先生著《清朝的皇帝》是一部严肃的史
学著作，其中记载阎敬铭(曾任山东巡抚、
户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当年参加吏部“大
挑”时的情形，颇为有趣。所谓“大挑”，是

吏部为久试不第的举人所筹的一条出路，
钦派王公主持面试，一等派地方官，二等派
教职。地方官重威仪，面相成了主要条件，
以“同”字脸、“国”字脸最为吃香，上宽下尖
的“甲”字脸、宽颐锐上的“由”字脸，以及上
下皆锐的“申”字脸都比较吃亏。话说咱们
这位阎先生，身不满五尺，二目一高一低，
刚进考场，便有某亲王厉声断喝：“阎敬铭，
出去！”可见“大挑”对相貌要求之苛。只是
这样一来，不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断
了不知多少“我很丑，可是我很有才”的知
识分子的前程。

大江歌罢掉头东。新社会新气象，按
说不该再以貌取人了，但就有抱着“国粹”
不肯撒手的。多年前湖北省一孟姓副省长
大搞权色交易，贪污受贿。东窗事发，中纪
委调查组让他交代问题，他百般抵赖，最后
干脆把麻衣相搬了出来：“好人坏人看面相
也能看出来。就凭我这面相，你们看我像
坏人吗?”可惜人家纪委办案重事实看证
据，不管你是“国”字脸还是别的什么脸，这
位原省长大人的“辩护”，传出来只好当老
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都是模样儿惹的祸
钱杰

无 棣 乡 贤 张
镈的名字，常常与
闻名海内外的北
京友谊宾馆、民族
文化宫、人民大会
堂等这些知名建
筑 联 系 在 一 起 。
张镈之所以荣登

“中国十大建筑设
计大师”榜首，享
有“ 中 国 建 筑 泰
斗”之美誉，这与
周恩来总理的关
心和爱护不无关
系。二人之间的
建筑情缘，令后人
一直津津乐道。

游氏纪实故事之一：

元末明初，农
民起义军将领游政
因伤患落籍滨邑建

“泗户游”，即今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沙河街道中游村，
明朝时期分出前
游、中游、后游三个
村，历经600多年，
现 有 20 多 村 庄,
3000多位后人。

笔者历时 2 个
多月的采访、搜集，
整理出8篇纪实小
文，怀着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崇敬，尊
重历史、还原历史，
为挖掘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尽一份绵
薄之力。

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以貌取
人 也 是 正 常 心
理 ，自 古 相 沿 。
谁家嫁女儿也都
想着挑个宋玉、
潘安，没人愿意
招个女婿长得跟
加西莫多似的。
但没有一个国家
像我们这样，能
把一个人的模样
问题提到“政治
的高度”上来认
识。以至于早在
三皇五帝时就把
相貌作为考察干
部的一个重要条
件 ——《大 戴 礼
记》记载，尧帝依
据人的容貌设官
授职。

搜 书 志搜 书 志搜 书 志

滨州游百川纪念馆滨州游百川纪念馆。。

张镈张镈（（右二右二））向周恩来汇报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向周恩来汇报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

戏曲中的曹操形象戏曲中的曹操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