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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历史人物
济阳县在历史上颇有些知名人物，并且有的知名度还相当高，在全

国著名。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既有知名度相当高的，也有知名度虽不
甚高但在本县影响很大，群众经常传说的。现以其生卒时间为序简介
数人。

解系：解系字少连，西晋时著县（今济阳县）人。历任黄门侍郎、散
骑常侍、豫州刺尚书、雍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等职。解系少年时
即洁身自好，不阿权贵，为时人所敬重。当时的权贵人物苟勖曾对他
说：“我和你交亲（解修，曾任集班刺史等职，生前颇有名气——笔者注）
交谊很深。”意欲笼络解系，解系却冷冰冰地回答说：“没听父亲说过。
您如果同我父亲有深交的话，我父亲去世时总该有您吊问的信函（但却
没有）。您说的这话我不敢承当。”结果使苟勖自讨了个无趣。

晋惠市元康（291—299）初年，征西大将军赵王伦（惠帝的叔祖，司马
懿的第九子）镇守关中，对氏、羌等少数民族残酷镇压，激起氏、羌人民
的造反。当时解系任雍州刺史，就在关中一带，他不满意司马伦的做
法，主张施行安抚政策，但司马伦信任奸佞孙秀，因此与解系产生了矛
盾。后来朝延调回了司马伦，解系上书要求斩杀孙秀以向氏、羌人民道
歉，平息氏、羌人民的公愤，朝延当然不准许。以后司马伦与孙秀屡屡
向朝延进谗言，结果罢掉了解系的官职。到司马伦操纵了朝延大权的
时候（即“八王之乱”中），即借故杀死解系及他的全家，解系的两个弟弟
解结、解育也是很有才名的，当然也不能幸免。

张尔岐：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居士，济阳南乡柳树王村（后店子
乡张稷若村）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六年
（1677）。

张尔岐死后几百年来在济阳县被传为“活神仙”，说他前知五百
年，后晓五百载，能呼风唤雨，剪纸成兵；又说他并没有死，而是脱壳成
仙，等等，这都是些神话故事。实际上张尔岐并不是什么“活神仙”，而
是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研究儒家经典著作有很高的成
就。他一生不仕，潜心治学，尤其在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
礼》、《礼记》），造诣很深，连当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都说：“卓然经师，
独精‘三礼’，吾不如张稷若。”《仪礼》即常说的礼经，是儒家重要的经
典之一，是东周时期部分礼仪制度的文献汇编，所以历代很多名儒都
在研究它，为这作传（《仪礼》的原文称为经，阐发经的内容的文字叫
传）、作注（注释经的字句的文字）、作疏（阐释旧注或对旧注进一步发
挥的文字）。年湮代久，不仅《仪礼》的经文有些脱漏，而且传与注也有
许多混淆之处。致使后人难以读懂，张尔岐经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
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烦琐附会的文字，加以句读，篡成《仪礼郑注句读》
一书，颇为学者们所重视。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刻在石碑
上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脱误共三百余。一次，尔岐先生于济南讲
授《仪礼》时，偶为学者顾炎武听到，十分敬佩其见解精辟，次日绝早便
登门拜访，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尔岐先生一生著作很多，如《易经
说略》、《书经说略》、《老子说略》、《书经直解》，等等，多由先生的后人
及其弟子刻版问出。

张尔岐富有民族气节，明亡清立后立志不仕，隐名乡里教读耕作。

然而国恨家仇时时常绕心头，泄手笔端，所以历来传有他剪纸练兵反清
复明的神话。

先生操行高尚，一向为人称颂。明未应科举考试时，有人送他制艺
（八股范文）作备考的捷径，先生不予理会。一生寒素，耿介自持，其门
人艾元徴时为康熙朝刑部尚书，每有重礼馈赠，必婉言谢绝。曾应聘与
修《山东通志》，事毕不受酬礼而归。事亲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习医
道，术成后乡邻纷至求诊，先生均为细心辨证施治，颇受乡里感戴。先
生与两弟（二弟尔荣、四弟尔崇）分家时，自择劣等田产。因二弟残疾
（盲人），甘愿代其承担赋役三十余年，直到先生临终时，还嘱咐他的儿
子们为其叔父代承赋役。

艾元徴，字允洽，号长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卒于清康熙十五
年（1676），今孙耿街人。清顺治三年中进士，居官翰林院，后历任户部侍
郎、吏部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任职期间忠心为清廷效劳，仅有一
事为济阳人所称道。康熙初年山东荒旱，各州县士绅联名恳请减缓赋
税，山东巡抚耿某因务虚名，匿不上报灾情。济阳秀才杜翰三（垛石镇
人）忿然挺身去北京告状。耿某贿通有司，捏造罪名将杜入狱。狱卒得
知杜是艾元徴的熟师，即向艾通报。艾元徴至狱中探望，询明原委。恰
好此时艾新任刑部尚书，即亲自审理此案，十余天后将杜释放，并处决
了耿某，一时人心称快。 （待 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

济阳掌故杂谈

自1939年10月，中共济阳县东路工作委员会组
建了第一个县大队，到1949年3月，这期间济阳县先
后组建了三个县大队，一是中共济阳县东路工作委员
会组建的县大队，二是济阳县视察团组建的县大队，
三是济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组建的县大
队，这个县大队组建后又经过一次升级和四次重新组
建，直到1949年3月，县大队被撤销后，济阳县再无县
大队编制。

1939年8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挺队政治部派共产
党员民运部干事吕本支组成济阳、商河边区工作队，
并委任吕本支为济商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来济商边
区开展抗日工作。工作开展后，就了解到驻仁风的伪
军赵团内部有矛盾，因为赵团的副团长赵学信和吕本
支主任是多年的故交，所以，吕主任便秘密和赵学信
副团长联系，想趁赵团内部有矛盾的机会，做赵学信
副团长的工作，通过做工作，很快就争取了赵学信副
团长率部分伪军反了正。当年10月，吕本支等人在
他的老家济阳县七区大吕家村（今属商河县）召开会
议，成立了中共济阳县东路工作委员会，吕本支任东
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东路工委成立后，为了拥有自己
的武装部队，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东路工委就把赵
学信率领的反正人员及新参军的青年组建为济阳县
大队，共五十余人，步枪四十余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
进纵队政治部委任赵学信为县大队长，由老红军廖保
兴协助赵学信工作。县大队辖一个中队和区队武装，
主要任务是保卫东路工委，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
支新组建的县大队由赵学信大队长经过集训后，很快
形成了一支强有力队伍。在东路工委的直接领导下，
配合八路军第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消灭
了驻仁风的伪军徐寿亭部，并火烧了伪军的老巢潘家
楼。在陈罗二庄战斗中担任过阻击援战的任务，歼灭
了日军40多人，为东路工委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作出
了贡献。1940年4 月，东路工委接到八路军第一一五
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的命令，由吕本支主任带
队，到宁津、乐陵、临邑三县结合部的簸箕刘村进行整
编。至此，中共济阳县东路工作委员会奉命撤销。济
阳县大队除县大队长赵学信和宋法和二人因家庭有
特殊情况，经上级组织批准离队返回济阳老家外，其
余全部人员都被编入八路军鲁北支队。

1942年8月，冀鲁边二专署正式组建后，上级根
据当时济阳的形势和现有具备的条件，为了更好地开
展抗日救国工作设立了济阳县视察团。视察团根据
形势的需要，在八路军教导六旅十七团一营营长赖金
池的支持下建立了县大队，五十人左右，先后由视察
团主任王铁锋、吴鸿宾兼任大队长，张子平、高洪范任

副大队长，孙兴华任指导员，县大队随济阳视察团活
动于县境西部边缘地区开展抗日工作。1943年6月，
济阳视察团撤销后，县大队改编为济阳县三区（孙耿）
区队。

1944年1月，齐济县撤销后，齐河和济阳分别置
县。中共济阳县委、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将
原齐济县大队的第一、二小队和原临邑县大队三小队
组编为济阳县大队，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其元
兼任大队长，济阳县委书记李萍兼任县大队政委、朱
宝承任副大队长，刘桂阳任副政委。县大队初建时辖
三个小队，共300余人，7月，驻济阳二区（回河）平棚
店村的伪军起义后，编为县大队特务队（对外称第二

中队），10月，济阳四区（新市）区队副队长刘传尧带
区队升入县大队，编为县大队第四小队，特务队编为
第五小队，至此，县大队发展到450余人，有步枪400
余支，并配有轻机枪和掷弹筒武器。

1944年冬，济阳县大队副大队长朱宝承、副政委刘
桂阳先后分赴渤海军区和冀鲁边军区学习，第二军分
区派参谋杨剑鲁来济阳主持县大队工作。1945年3
月，县大队副大队长朱宝承调第二军分区任参谋主任，
1945年5月，经第二军分区批准，将济阳县大队升级为
独立营(甲级)，将原县大队的五个小队改为五个连的建
制。独立营由中共济阳县委书记赵淳任教导员、刘桂
阳任副教导员、杨剑鲁临时负责营长工作。8月，第二

军分区任命张宝珊为独立营营长。10 月，独立营的
一、二、三、五连升入山东省警备六旅第十二团。11
月，原独立营的四连（改为小队）与由区队升级的三
个小队又重新组建成济阳县大队，县大队由中共济阳
县委书记付科兼任政委。1946年12月，付科调离后，
县大队由县委书记杨卓群兼任政委，济阳县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吴鸿宾兼任县大队长，1946年 12月，吴鸿宾
调离后，由县长刘季青兼任县大队长，赵明轩任副大
队长，1947 年春，赵明轩调离后，杨维华任副大队长，
赵元洪任教导员。1947年春，县大队配合华东野战军
第十纵队深入鲁西作战，解放齐河县晏城镇后，赵明
轩带二个小队升入山东省警备第六旅第十二团，其余
二个小队与区队升级的二个小队以及新建的骑兵排
又重新组建成济阳县大队，由县大队副大队长杨维华
继续担任副大队长。县大队组建后，奉命参加了济南
战役。1948年11月，济南战役胜利后不久，县大队又
升入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县大队小队长以上的干部
回县又重新组建了县大队。1949年1月，县大队奉命
和其他县大队合编成一个团，又升级到华东野战军第
一纵队。2月，由新参军入伍的新兵又重新组建了县
大队，县大队开始有六个小队，后又缩编为四个小队，
仍由杨维华任副大队长，焦仁甫任教导员。3月，新组
建的县大队又升入渤海军区和泺北军分区直属部队，
从此以后，济阳县再无组建县大队。

济阳县大队自1939 年10月组建到1949年3月撤
销，前后共十年的时间内，在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
队政治部和济阳县委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除
了不断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外，并将县
内日、伪军据点全部拔掉，活动地区也由县境西部地
区向东部地区挺进，参加较大的战斗有济阳县城守卫
战、邓霍二庄伏击战、耀德庄伏击战、太平突围战、老
实王家伏击战、陈罗二庄伏击战、盐店于家突围战、攻
克伪军曲堤据点等战斗，并以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四
区（新市）的牛王店据点伪军缴械投诚。在解放战争
时期，县大队和区队积极配合，打击入侵济阳县境的
国民党地方武装，清剿流窜于黄河两岸的伪军残部，
1946年7月，配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对侵占济阳县城
的国民党第一0六团给予歼灭性打击，解放了济阳县
城，后又配合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深入鲁西作战，解
放了齐河县重镇晏城，配合二军分区部队跨过黄河，
粉碎了国民党封锁，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歼灭入侵孙耿
一带抢粮的国民党保安二十五团与鲁西还乡团武装
1500余人，并奉命参加了济南战役，济阳县大队为全
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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