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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德，字龙光，号六惜居士。济阳后楼村人。平生喜欢读书，志趣高雅，身
体力行勤俭廉洁。他虽家资万贯，却并不怜财爱钱，不慕求权贵，为富而能仁，是
个颇具爱心的人。他主持修订的乡规民约，用“十二德赞”的形式为村民百姓立了
家风、村风，是教化乡里、倡树美德的良好教材。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了良好
家风和村风，在当时当地树起了倡树良好乡风的典范。

周耀德少年时代勤奋读书，考取禀生，明代天启七年（1627）成为贡生。崇祯
初年进京参加了殿试，被授予七品文林郎一职。因时下灾荒连年，匪盗四起，乡里
不安，他未能赴任就职。在乡间，他一方面经营家园，另一面思谋如何改换农村的
景况，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训言。

周耀德心地慈善，待人接物极为宽厚。他的家资丰厚，拥有很多土地，租种者
众多。当灾害之年，土地歉收，他毅然为众租户减免了租金。对于鳏寡孤独无法
营生者，开仓救济。年景好的时候，对租田户合理收租，向来不摧不逼。他家养了
数头牛，交一名伙计掌管，专门无偿地供无牲畜户耕作使用。乡民们称周家养的
是义牛。

周耀德很有正义感，颇具怜悯心。他见义勇为，主持公道。曾有乡民遭人污
告陷害，镗然入狱。他见一家老小悲痛无奈的样子，信然相劝说：“天下总有个说
理的地方！我来帮你申冤雪耻。”于是赶忙筹集了银两，托请他有头有脑的朋友，
出面与县衙办案人员多次交涉。终于弄清了案情真相，还了被告人的清白，获释
出狱。又有一乡民嗜赌成性，不务正业，卖光了田地，穷困潦倒。后来，他竟押上
了自己的老婆输给人家。赌徒们把他的老婆强行拉走，限五日内交钱赎人，逾期
则卖给他人。这一家老人孩子大哭嚎啕，此人也欲上吊自尽。周耀德闻知，先劝
慰其全家老小，又忙凑足了银钱，派人去赎回了妇人。在他善举的感召下，这位乡
民痛改前非，再也不去赌场。周耀德看其能够悔改，便送给他二亩薄田，教他老实
种地，安分度日。

婚丧嫁娶是农家百姓的大事。周耀德特别关注这方面乡亲们的艰难困苦。
每逢有人在成婚成家的大事上对他有所祈求时，他总是慷慨相助，帮人出聘礼，办
嫁妆，成人之美。每逢有老人去世，出不起丧时，他会欣然为人买葬衣，替人买棺
木，解人所困。凡受助之人，无不感恩零涕，终生不忘。

周耀德关心乡间县域内的各项公益事务。他倡议、出资兴建了本族的祠堂，
又修编了族谱，对合族人等进行德、孝方面的传统教育。为了徒骇河两岸百姓交
通往来的方便，周耀德发起联合了垛石周边的十余个村庄，集资修建了徒骇河垛
石大桥。整个大桥设计美观大方，建造稳重坚固，外形非常壮观。施工的经费，周
耀德自己承担了一半以上。为了振兴县域教育，县里要修文昌阁和文庙，号召县
内大户捐款。周耀德二话没说，亲自乘轿子车把钱送到城里。后来公布捐资数
额，周耀德名列榜首。

周耀德意识到，要地方富饶、乡里繁荣、百业兴旺，唯有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他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学堂，同时免费收受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入学读书。他拨出
了四十亩良田，把全部收益充当办学经费。学校要聘最好的老师，校舍设备要齐
全，要求培养出全县最优秀的学生。

周耀德清廉持家，慈善处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他虽名闻四方，却不随便
走动官府。他所交结的多是地方上的名人雅士，如阳立的胡怀老，长山的刘青山，
历下的不二李处士，本县的王无瑕等等。这些人与他志同道合，不慕权贵，唯修
身、治家、济天下为本。州县的官员都很器重他，敬佩他，但没有能与他成为莫逆
之交者。晚年的周耀德，声望愈来愈高，他的影响走州跨县，直到京城。县令赵纾
为他立了功德碑，召示人们向他学习，发扬他积德行善惠众爱民的精神。当时京
城出差的官员，有路过山东者，多半会来看望他。巡抚吕纯如给他送的匾题词是

“东土吉士”，巡按御史黄宪卿送匾题词是“善行可风”，知府樊时英送匾题词是“仁
孝廉洁”，县教官训导陈猷送匾题词是：“士林砥柱”。

周耀德胸中别有志趣，他梦寐以求的是把乡里营造成富不欺贫、强不凌弱、互
助互爱、公正平安的和谐家园。他遍访了省内外的有识之士，又与朋友们进行了
多次探讨，构思成了以“十二德赞”为内容的乡规民约，“十二德赞”的推广，逐渐深
入人心，乡里民众形成共识，自觉遵守，对地方的文明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二德赞
一赞报朝廷德：钱粮蚤纳，佐国助军，凶年饥岁，不欠毫分，不属公事，不入公

门。
二赞报父母德：丰洁奉养，诚敬荐歆，伴守慈墓，事死如存。
三赞公明德：见人冤狱，不忍不平，劝和原告，自输真情，罪人开放，替出葬银，

父子完聚，一家安宁。
四赞乡邻德：土地广阔，田禾广多，头畜践踏，贫穷偷摸，佯推不知，一切放过。
五赞化盗德：盗贼偷物，两次释劝，改做好人，乡人赞念。
六赞慈仁德：恤养孤寡，助葬族亲，施粟助饥，脱衣救人。
七赞忍恕德：小怨不计，大犯不复，横逆之来，忍耐为主。
八赞勤俭德：一味清淡，百样苦辛，克复祖业，创立名村。
九赞清廉德：人来馈物，加倍偿人，不义之财，视如粪土。
十赞教子德：义训五子，修行学文，个个能孝，济济成名。
十一赞劝家德：出刻家训，勤石分明，件件天理，事事人情。
十二赞爱物德：埋葬六畜，禁杀四牲，恩及异类，何况于人。

（根据钱明月文章《济阳前贤》整理）

一个春暖花开、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作为区老干部
联络员看望了老党员、县人大退休的老干部李增武伯
伯。

三十多年前，因为求助他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的
妻子朱姨修改稿件，我与李伯伯逐渐相熟起来，由于写
作的共同爱好，我们成为了“忘年交”，这也让我有幸了
解他的人生故事，更多地认识了解了他的家人。伴随
着我的感动和敬仰，我采写的他“在延安的故事”、“坚
强信念故事”、“奉献爱心故事”等多篇文章也就陆续登
载在多家报刊上。

那天见到李伯伯的时候，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一
篇《春光明媚暖人间》的文章。一见到我，立马站起来
拉住我的手，笑呵呵地问好。看上去，他身体硬朗，精
神矍铄，一点也不像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说明来意，
李伯伯兴致勃勃，不急不缓地说起了他的家风故事。

李伯伯一九三六年出生在崔寨街道东辛村的一个
耕读世家。李伯伯回忆说，他的家规和家风就是小时
候父亲经常教导的：“忠孝义节，厚德至善”，用今天的
话来理解就是对党和国家忠诚，廉洁奉公、诚实待人、
孝敬父母、热爱家庭。

李伯伯的父亲曾当过小学教师，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教他认字、读书、写字、打算盘，要求特别严格。
每天，父亲都把用红纸写成的三四公分大小的字块，一
片一片地让他认，日积月累、逐天增加，认完这些字要
花费很多时辰。接下来就是读《三字经》、《百家姓》、

《修身》之类的书。然后背小九九，最后写毛笔字。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逐渐养成爱好读书写字的习
惯。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变化学习内容有所
不同，爱好学习的习惯却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来没有懈
怠过。

1957年9月，李伯伯和妻子在长春银行学校毕业
后，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积极响应党的“大中专毕业
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的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到陕北
延安洛川县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虽几易单位，但两人始
终坚持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凭着坚实的业
务功底和实干苦干的奋斗精神，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
工作者”。回到济阳工作后，以百倍的热情一如既往踏
实工作，取得了卓越的工作成绩，并逐步走上领导岗
位，历任县财贸办副主任、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等职务。

职务变了，良好家风不能丢。李伯伯参加工作之
初，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吸烟、不喝酒、“亲”、“清”
交友；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但经常告诫自己要始终如
一的遵守规矩，同时书写了许多有关“廉洁自律”的书
法条幅来提醒自己。他召集全家人开会，要求全家人
做人一定要谦虚、行事一定要谨慎，不得轻浮傲慢。为
人处世，要诚恳、忠厚、宽容。全家人要当好他的监督
员，为他把好廉洁自律关。三个儿女结婚时，亲家和孩
子们都想要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可是他和朱姨都坚持
尽量从简，不大操大办。他常说，作为党员干部做事要
坚持原则，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
响一大片；他必须带个好头儿！他从不赞成所谓“有权
不使，过期作废”的说法，坚决做到不以权谋私、假公济

私，严格要求家人不能借助自己的影响为自己或为他
人谋取私利。他有一个晚辈，是某单位的一名普通职
工，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曾是李伯伯很要好的同事，有朋
友就对李伯伯说，“你这堂堂副县长，何不出面说句话，
提拔提拔这自家人当个科长啥的？”他听后笑笑说，这
种违反原则的事咱可不能办！还有一个晚辈，因单位
改制下岗，没了工作，虽没直接提出让他给找份工作的
想法，但他也考虑到了晚辈会有这样的念头。这个时
候他想到：下岗职工不只是他自己，我不能借助自己的
权力为自家人办事情。后来，终究没有满足晚辈的期
望，还是这位晚辈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

李伯伯多年来爱好书法，称得上书法大家。因为
他的书法作品经常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得过大奖，不少
人前来求他写字，每次他都热情相迎，不但分文不取，
而且不惜赔上笔墨纸张，精心写好后愉快地送给求字
的人。县里每次书画展览，不等展期结束，就有人给他
打电话，请求将作品留下，他都爽快地答应。所以，他
的展品常常是有去无回。前几年春节期间参加县里的

“文化下乡”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每次活动李伯伯都在
写个不停，别人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笑呵呵地说：
不累！每次活动他都是最后一个收起笔墨工具的人。
平常还义务为一些部门、单位书写工作制度、宣传口号
等，甘心情愿、乐此不彼。退休后的近几年来，他拿出
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五万多元退休金，自费结集出版
了《岁月漫笔》、《文墨留痕》、《书法作品集》等著作，全
部无偿赠送给了干部群众和一些亲朋好友。有很多人
愿花钱买他自费出版的书，但他都分文不取。有的单
位一下拉去百余册，诚笃付款，他都坚决不收。他说，
作为一位老党员、退休干部，只有为党和人民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义务，没有一丁点捞好处的权利。退休后，他
和朱姨写的两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充满了正能量，其
中的《非官者说》《天堂——地狱的启示》等近二十篇有
关廉政建设方面的文章，既提醒自己，又教育他人，收
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李伯伯心地善良，经常倾其所有帮助求助他的
人。物质贫乏的年代老百姓都很贫穷，也或许同事街
坊都知晓他乐于助人的脾气，有困难总找他，或借钱、
或借粮。三十、五十、一百，从没让人家空手而回的时
候。一位同学家中盖房子找他借钱，实在拿不出来了，
他竟两整天寝食不安，直到打出自己粮油供应本上仅
有的定量供应的十斤面粉给同学送去，才如释重负。
李伯伯的二妹有五个孩子，当初孩子都小，家庭极度贫
困，而李伯伯和朱姨俩人的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七八
十块钱，也拉着三个孩子，住的又很紧张。可他硬是将
二妹家其中的三个孩子接到身边，管吃管住，供他们上

学，直至拉扯他们成家立业。他所住的东辛村地处黄
河滩区，生产条件差，制约了乡亲们脱贫致富步伐，他
和孩子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奔走求助，协调资金，使
水利设施、村街村路得到了改善。

李伯伯和朱姨对父母特别尽孝敬。上世纪六十年
代，他和朱姨在陕北洛川工作。工作忙、路途远、回家
少，只能通过经常往来的信件向父母问寒问暖；有一年
中秋节，单位发了几块月饼和几个小苹果，自己都舍不
得吃，全部邮寄给了父母。那时月工资虽只有二三十
块钱，但每月先留出给父母的钱寄到家里来。后来和
老人生活在一起，特别注意伙食调剂，让老人称心满
意。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李伯伯和朱姨回到家，一定先
给老人打个招呼问候老人。平日的生活中，朱姨经常
给婆母洗头、洗脚、剪指甲，陪老人说话拉家常。遇到
母亲身体不舒服，全家人都会坐立不安，赶紧请医生诊
治或送母亲去医院治疗。有一年母亲患了青光眼，朱
姨在市立医院陪护一个多星期，直至痊愈出院。他们
始终极尽孝道，直到母亲九十六岁去世。

听着李伯伯娓娓道来的家风事，感觉就像缕缕春
风吹进我的心田，让人心里暖暖的。他的家风是廉洁
为民的风，是无私奉献的风，是人间大爱的风，是能量
无限、催人奋进、砥砺前行的风。应该说，李伯伯是以
学治家、以德管家、以廉保家的家风建设活动的典范，
正是在李伯伯良好家风的带动、影响、熏陶下，李伯伯
家庭才有如今的和谐幸福美满。现在包括女儿一家在
内，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十五口人中，有十二个共产
党员。为了把美好家风传承给儿女、孙辈，李伯伯抓住
晚辈经常来看望他的机会，反复重申家风内容，表扬先
进，提醒大家牢记家风。还多次写家书，常“晒”他和朱
姨荣获的济南市“四好离退休干部党员”、“模范金婚老
人”、“全国银龄五好幸福家庭”、“泉城敬老孝星”等荣
誉证书，以自身奋斗经历、担当作为、甘于奉献的现身
说法，激励全家人努力践行、传承良好家风。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阳台上随风飘来阵阵清幽
的花香。李伯伯说，家风就像这些花儿一样，靠“祖
传”、“父传”，更靠“自传”，精心浇灌、细心培养，才能代
代传承、香飘久远。我们每一个人做人、做事，都要善
于学习，秉承传统，遵规守矩，勤奋踏实。和谐心态是
金，崇德扬善是本，我们都要做正直善良的人。李伯伯
发自内心真切感人的话语令我感动。我想，其实，家风
不是风，它应该是精神，是骨气，是指南针，是定盘星，
是林和靖的梅，是郑板桥的竹，是留给后代人最宝贵的
财富。愿我们济阳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更多像李伯
伯这样践行、传承好家风的家庭，助力推动党风、政风、
民风的持续向好，健康发展！ 作者系城区居民

不惑的年纪，家族的印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
骨子里。让我很多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属于我们
家族的“密码”流露出来。

我的家族在村子里属于比较大的，在太爷爷的时
候，是家族多年单传，到我爷爷这一辈上，家族一下子
壮大起来，爷爷兄弟四个，父亲这一代叔兄弟有十一
个，一大家子人了。关于太爷爷的事，因为我和他未曾
谋过面，也很少听长辈们提起过，只知道我们不是什么
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也没有人当过大官，勤劳本分的
先人们在庄稼地里劳动，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片土
地和一所不大的宅院，几个爷爷和孩子们就在这个宅
院里一起生活。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他们在生活困
难时期没能熬过来，也过世早，从大人口中略知一二而
已。所以，家族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排行老四的我
爷爷奶奶了。

记得在我小时候，爷爷总是不拘言笑的，整天阴沉
着一张脸，俗称“苛丧”着脸，见了谁一般都带搭不理
的。作为有两房儿媳，十口人共吃一锅饭的一家之长，
他的规矩多，脾气也比较大，家里人都不敢惹他。家里
的上座是他专属的，不要说小孩，任何人都不能随便
坐。一次母亲下地干活，过了晌午才回来，奶奶端出饭
菜来，让母亲赶紧坐下吃饭。母亲去找凳子，奶奶说：

“你就坐椅子上吃吧”。母亲也没多想，就赶紧吃起
来。还没吃完，一抬头，爷爷突然出现在面前，对着她
大吼起来：“谁让你坐这把椅子的，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奶奶赶紧过来解围，数落起爷爷这个倔老头。母亲这
顿饭也没吃好，又不敢反抗，红着眼圈就默默的收拾了
桌子，端走了饭菜。我们有时候趁爷爷不在家，偷偷爬

到椅子上，在大桌子上玩一会儿过过瘾。后来，在我上学
以后，爷爷就宽容多了，允许我在平整的大桌子上点着的
煤油罩子灯下写作业。

爷爷在教育上对孩子非常重视，我父亲的兄弟姐妹
都有文化，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贫困让哪一个孩子辍
学。上小学以后，还记得爷爷亲自跑到集上为我买回一
本深蓝色塑料皮的新华字典，从济南回来给我带回漂亮
的文具盒。只要我说要买本子，爷爷从来都是很痛快的
把钱给我。爷爷特别疼爱他的大孙子，也就是我弟弟，弟
弟比我小5岁，每天早上，4、5岁年纪的弟弟起床后第一
件事就是跑到北屋里我爷爷床前端尿盆，这一端就坚持
了好几年。

爷爷喜欢京剧、花草和美食，年轻时在济南也是票
友，经常到戏园子里听戏，到老年了逢年过节高兴时在大
家的伴奏下还能唱上一段。受老爷子影响，父亲他们也
会唱、会拉，在我们周围小有名气。父亲在70年代还是庄
户剧团的骨干，经常在村里的戏台上唱大戏。现在父亲
年纪大了，有时间了，也经常组织戏友们开展文艺活动。
爷爷喜欢侍弄花草，院子不大，摆满了各式花花草草，在
那生活都不宽裕的年代，尤其难得。爷爷对美食也有独
到的研究，冬天没事了会做个他的拿手菜让我们饱个口
福，他做的江米鸭子、粉蒸肉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想来还有
香香的、让人垂涎的味道。现在来说，我爷爷是既传统也
文艺的一个老头儿。

要说让大家多年后仍然每每提及的，还是我奶奶。
我奶奶是大家闺秀，出生于名医世家。自幼没进过学堂，
但也是文化人，懂中医，四书五经、古籍经典读了不少，随
口就有一个故事从她嘴里缓缓淌出，她的故事陪伴我们

这些孩子度过了一个个美好的夜晚，滋润了整个童
年。她教给我们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教给我
们剪纸画画，教给我们下棋，更以身示范，教给我们做
人的道理。

奶奶心地善良，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待人真诚
友好，有求必应。常有村里人找她看病，她不管多忙，
都细细的切脉诊断，告诉人家得了什么病，怎么治，从
来不收一分钱。有时奶奶也帮妇女接生，黑灯半夜
的，不顾早晚。我们姐弟几个的名字是奶奶起的，周
围邻居的孩子也都让奶奶给起名。奶奶起名字也有
讲究，虽然不是按照生辰八字，但哪些字不好，要避开
是一定的，要叫着响亮顺耳，寓意深厚才是好名字。
奶奶的魅力还在于村里无论老幼，都特别尊敬她，喜
欢和奶奶拉呱。有点学问的，喜欢和奶奶谈古论今；
婆婆妈妈的，喜欢让奶奶帮着调解矛盾；小孩子们呢，
当然是缠着奶奶给讲故事了。村里谁家有啥喜事，一
定请奶奶去坐席，我也因此跟着奶奶走东家串西家，
哪里都熟门熟路。

奶奶坚强勇敢，生活的打击和变迁曾使爷爷一蹶
不振，意志消沉，但奶奶从不惧怕这些。即使再苦再
难，也是用自己的肩膀硬抗，她仍然一如既往的热情
生活，走出家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她仍然是面带微
笑的。在异常的艰辛中她带大了五个子女。小姑幼
时，正是生活困难时期，奶奶要忙活一大家子的生
计，趁着中午的空闲时间去推磨，是用力气在推的那
种石磨。小姑抱着她的腿不撒手，非要母亲抱抱。
奶奶怕耽误干活，“狠心”的一脚把小姑踢出老远，然
后小姑再哭着爬过来，再一脚踢出去。如果不是生
活所迫，哪一个母亲能舍得对子女这样无情。如果
内心不够刚强，怎么会在生活的磨难中展开笑颜。
奶奶去世的前两年，身体状况不好，她依然尽量不
麻烦家里人，坚持自己吃饭、穿衣、下地走路，和我们
温和的谈心。

这些，已经成为我心中不灭的印记，成为我们这
一代传承儿女后代的家族“密码”，不可复制，也不可
忘却。 作者单位：区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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