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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一天，梅兰芳率领梅
剧团到达张店，淄博有关方面去
火车站迎接梅剧团。据当事人回
忆，当时梅兰芳穿一件灰色呢子
大衣，潇洒漂亮。

11月4日梅兰芳的演出安排
在晚上，化妆就在一间小屋里。
给他化妆的是跟随多年的“跟包”
张师傅。演出前，张师傅只提了
一个要求：准备两把大水壶，接上
开水沉淀水垢后，供梅兰芳上妆
和卸妆用。张师傅还特意解释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有一次去
外地演出，因为水里有水垢，梅兰
芳在洗脸时不慎将水垢揉进眼
里，结果不得不停演一星期。

来张店演出时，梅兰芳已经
66 岁了，每晚演出不少于 2 个小
时，分分秒秒都要付出艰辛的劳
动。特别是有些高难度动作，如

《贵妃醉酒》中的“卧鱼”、“衔杯下
腰”，《霸王别姬》中的“舞剑”等，
就是年轻演员做起来也不容易，
梅兰芳却是每个动作都做得准确
到位，造型极美，让现场观众终生
难忘。

据邢顾问回忆，梅兰芳先生
演出前，时任淄博地委第一书记
王 成 旺 同 志（山 西 人 ，1920—
2007。1961 年任惠民地委书记，
后任德州地委书记、山东农学院
党委书记、山东省科学院党组书
记兼院长，两次当选为中共山东
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在地委会议
室与他见面交谈。王书记对梅先
生不顾年老体弱、坚持亲自登台
为群众表演表示钦佩，由衷赞扬
了梅先生的精湛艺术。梅先生也
对王成旺等领导同志的周到接待
再三表示感谢。大家还一起合影
留念。

梅先生演出期间，主持了惠
民地区京剧团挑梁小生孙俊生先
生拜京剧大师姜妙香先生为师的
拜师仪式。这是我市京剧艺术史
上一件大事。

谢思进、孙利华编著的《梅兰
芳艺术年谱》在“1960年”一节中
这样表述梅兰芳来山东演出一
事：

秋 赴山东济南等地演出。
梅兰芳对许姬传（梅的秘书）说：

“建党四十周年，我还要排一出新
戏，向党献礼。”回京后，即与许姬
传、许源来按照《柳毅传书》原稿
九场戏逐场讨论，并精心对龙女
的场次进行加工修改。

《柳毅传书》说的是一个古老
的中国民间爱情传说故事。而据
考证，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亓家
庄村坐落在柳毅山下，村里以柳
姓居多。据《柳氏祖谱》记载，故
事里的柳毅即是当地柳姓的先
祖。村里有柳毅墓，并流传有与
唐代传奇作家李朝威《柳毅传》有
关联的书籍残本。

大师在他生命尽头的前一
年，还为他钟爱一生的戏曲艺术
殚精竭虑。而他此时尤其关注

“柳毅传书”，是否与这次来山东
有些许关系？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
入泥……”那悠扬的丝竹、清越的
丽音，穿越时光、惊艳四海，赞不
够千秋盛世、道不尽万种风情。

斯人远去，风范长存。当此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看
这江山织锦、百业俱兴、艺术繁
荣、黎庶陶然，想来是足可让我们
的一生挚爱着祖国、挚爱着人民、
为民族解放和复兴大业奉献出一
切的老前辈们感到欣慰了……

滨城区秦皇台乡张集村有张
姓、李姓、魏姓、冯姓等，其中张姓人
口居多，这里是滨州红荆坟张家的
祖居村庄。

元延祐年间从山西洪
洞迁来，三世祖张瑾最具
传奇色彩

根据张氏家谱记载，元朝延祐
年间（1314——1320 年），家居山西
省平阳府洪洞县县城西北 25 里的
老窝张家村的张杰一家，奉命迁居
地广人稀的滨州。

张杰一家原本和田氏兄弟八人
一起迁移，他们发现这里土地秀美，
南有桃园，东有梨园，北有长堤，后
有放马场，遂在此落户，称田八堤口
村。后来，田氏绝，张氏兴。

明朝永乐年间，海水内侵，此地
多碱，张氏墓地内有大片高大的红
荆树，因此被人们称为“红荆坟张
家”。延续五六代时，时至明朝中
期，张氏人丁兴旺，开始大量外迁，
至2009年第五次修家谱时，滨州红
荆坟张家后人主要散居在滨州一带
的滨城区、沾化区，少数居住在其他
的县，有32个村庄。

红荆坟张家是张氏的祖居村
庄，围绕该村的近邻有 4 个村庄都
散居着张氏后人。其中，红荆坟张
家、桥东张家、桥西张家紧密相连，
规模较大，形成了三八大集，这3个
村统称张家集。

红荆坟张家的前五世均为单
传。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三世祖张
瑾，是洪武三年（1370 年）的贡生，
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被誉为“开
海滨文献之先，启后学科举之路”的
文明探路者。他是明朝开国的三朝
老臣，担任御史时铁面无私，曾在巡
夜时查处某王爷，因为怕牵连家人，
遂辞职归隐，连他的坟墓也不知在
何处。

七世孙张西铭最为知
名，曾任明辽东巡抚、畿辅
巡抚、南京户部尚书

张西铭，字原仁，是张家第七世
孙，他的父亲张拱宸移居滨州城内
西街。张西铭考取嘉靖丁未（1547
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升刑部郎
中，外放为长沙知府，曾任陕西副
使、浙江参政，所到之处皆有政绩，
被择优提拔为辽东巡抚，负责巡视
边疆，朝廷甚为倚重，因为身体不
适，告老还乡。数年后，再被委任为
畿辅巡抚重任，晋南京户部尚书，加
太子少保衔。因张西铭担任尚书，
主持部务，百姓俗称“都堂”。明清
两朝时，位于滨州城西街的张家大
门上有“大司徒第”匾额，城内有两
座牌坊是专门为张西铭所建，其一
是“都宪”，其二是“宫保尚书”。

作为进士出身的张西铭有诗词
传世，其中《咏卧佛台》曰：“耕钓轩
中旧隐时，长安千载动归思。明朝

又是天涯客，说与西风总不知。”他
对官场也有些淡然，主动辞官回乡，
有《乞归候报漫题三首》，其一曰：

“原无轩冕情，偶被弓旌误。已愧北
山移，况逢西省愬。徙倚江上楼，指
点齐东路。长啸赋归来，天空日未
暮。”其二曰：“江步久停舸，东装意
若何。归湖帆自远，出浦艇还多。
吾道思浮海，仙槎拟渡河。沧浪泽
畔曲，欸乃听渔歌。”其三曰：“暑雨
苔生棹，熏风浪拍洲。如何长艤岸，
不信远乘流。踏海言非诳，悲湘赋
未投。归心与逝水，江上共悠悠。”

在滨州一带，关于张西铭的传
说丰富多彩。传说，张西铭祖上家
贫，葬祖无棺，以箔卷绳捆掩埋，其
后发达，其位于村前的祖墓被誉为：

“诸（朱家村）侯（侯家村）把门，辕子
（袁家村）牵马，吉星高（东高家村）
照（湾赵村），人（任家村）马（马坊
村）相随。”言其风水极佳。

传说，有一次，张西铭与同僚们
饮酒，大家各自夸耀自己的家乡，他
则称赞滨州张家庄一带是：“千棵紫

荆树（红荆条），青龙遍地爬（辫子
草）。就地盘仙果（地枣），长生不老
花（野柴胡）。”

滨州红荆坟张家曾五
修族谱

历史上，滨州红荆坟张家共有
五次修谱活动，分别是明朝崇祯五
年（1632 年），清朝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光绪九年（1883 年），民
国七年（1918年）和2009年。

其中，民国年间的第四次续修
家谱时，张延龄所作的序言，感慨万
分，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全文如下：

滨邑之有吾张氏，肇基于元，称
盛于明。自满清一代，以迄民国，门
阀日就衰微，族属日形零落，长此以
往，其何以堪。此延龄目触神伤，日
夜疚心，而不能自已者也。延龄超
龄入塾，习闻塾师与乡中诸长老闲
话沧桑，谓当元之末世，滨谷朴野已
极，数十村落，衡宇相望，恒终岁不
闻书声。吾三世祖、都察院左佥都
御史彦瑜公惄焉忧之，时时以重儒
尊师苦口劝导，并捐资兴学，提倡教
育，于是，乡有聪明子弟浸渐知，令
就学。语云：“明德之后，必有达
人”。彦瑜公再传而至户部尚书、太
子少保原仁公，遂以掇巍科，登显
仕，其丰功骏烈，俱载州志，省志，兹
不备述。惟张氏之致身显达者，首
彦瑜公，至原仁公而称极盛，其余列
甲科，登显仕，入庠序者，终明之世，
动以百数，呜呼，可谓盛矣。不幸甲
申一变，烈皇殉国，用夷变夏，地覆
天翻，满清二百七十余年间，吾张氏
无一为贪而仕者，国家之痛，种族之
悲，盖有独甚者焉，不然，康乾之际，
非举世所颂为太平岁月者耶，惟吾
张氏犹尽然抱无涯之戚，葱葱林墓，
埋没尘沙，巍巍宗祠鞠为茂草，甚至
家乘谱牒亦以数经兵燹，当然无复
遗留。脱非凭祖宗在天之灵，有乾
隆四十六年重修族谱一举，则年湮
代远，几何不令一本亲属浸浸相视，
如途人哉。惟有乾隆年间之重修，
始有光绪年间之再修。自光绪九年
迄今，又将四十年矣，延龄所日夜疚
心不能自已者，至是乃得兴，族叔星
海、族兄经魁诸公，共同修订。昔老
泉苏氏有言曰：“观吾之谱者，孝悌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予小子虽不
敏，亦犹老泉之志云尔。

中华民国八年岁次己未孟夏，
十九世孙张延龄谨序。

红荆坟张家：

元朝从山西迁来 称盛于明代
侯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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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梅兰芳与滨州
最近的一次“交集”（下）

钱杰

前排左一为时任淄博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的邢天才同
志，左三为时任淄博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同志，右二为梅兰芳大师。

由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
纂的大型地方丛书《山东文献集成》
被誉为“山东的四库全书”。该丛书
是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2005
年启动，2006 年出版首辑，由时任
山东省省长韩寓群任主编。该丛书
共分四辑，影印出版山东先贤文献
1000 种，其中收录了 5 家名门望族
的家谱，分别是：孔子世家谱、即墨
黄氏家谱、桓台王氏家谱、邹平长白

山马氏家谱、日照丁氏家谱。
邹平长白山马氏家族，即今邹

平市西董街道马庄村的马氏家族。
因该村位于济南、淄博、滨州三市交
界的长白山北麓，处于山区与平原
接合部，故马氏族人自称“山东长白
山马氏”。

明朝初年，“山东长白山马氏”
始祖马文英移民该村。《马氏宗谱》
共有六修，始修于清康熙五十二年，
二次续修于清乾隆四十年，三次续
修于清道光三年，四次续修于清光
绪二年，五次续修于 1931 年，六次
续修于2016年。六百年来，马氏族
人以山东长白山为中心，不断迁徙，
开枝散叶，繁衍生息，散居省内数十
个县市区，尤以今邹平、章丘、淄川、
周村、张店、桓台、新泰、莱芜、历城、
历下、高青居多，跨省迁徙和散居海
外的不少。根据第六次续修家谱统

计，马家发展至第二十六代，有
88000余人。

马氏家族第六次续修家谱评选
出了四位名人为家族名人。分别
是：邹平长支十一世马骕，历城长支
十五世马国翰，长山（今周村）三支
十七世马耀南，淄川四支十八世马
立训。

其一，马骕，字宛斯，又字骢御，
长支十一世。1621 年生，1673 年
卒。顺治十六年进士，居邹平孙
镇。代表作有《绎史》《左传事纬》。
马骕是著名史学家，以研究夏商周
三代闻名，被誉为“马三代”。

其二，马国翰，字词溪，号竹吾，
长支十五世，1794 年生，1857 年
卒。居历城县劝夫庄（今全福庄），
清道光十二年进士，历任陕西敷城、
石泉、云阳等县知县，官至陕西陇州
（今陇县）知州。以巨著《玉函山房

辑佚书》闻名于世，被誉为清代第一
辑佚大家。

其三，马耀南，原名马方晟，三
支十七世。1902 年生，1939 年牺
牲。居长山县（今周村区北旺庄）。
北洋大学毕业。1933 年任长山县
中学校长。1938年6月担任八路军
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
员。1939 年 7 月，率部与日军作战
时，壮烈牺牲。马耀南与其胞弟马
晓云、马天民，三兄弟均担任抗日部
队司令，均牺牲在抗日战场，被誉为

“一马三司令”。
其四，马立训，原名马立祥，四

支十八世，1902 年生，1945 年牺
牲。淄川县凤凰村人。八路军山东
纵队四支队三团一营一连二排排
长。革命烈士。特等战斗英雄。全
国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山东五大名门望族之一的滨州长白山马氏
侯玉杰

梅兰芳主持惠民地区京剧团孙俊生拜京剧大师姜妙香先生为师
的拜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