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3年第02卷第01期

Vol.02,No.01,2023

研究性论文 http://www.scifootprint.com/TPCP/index.html

明代岁贡生于道行及其家族考
———以《静海县志稿》为中心

李佳阳

(独立学者,天津
 

301636)

摘要:天津市静海区历史悠久,文风惇厚,文脉赓续,科甲隆盛,人才辈出,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考

取进士(文、武)62名,举人(文、武)300余人,尤其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巨族,比如三代进士四代翰林

的励杜讷家族,七位进士十三位举人的高尔俨家族等等。在静海文化世家的璀璨星河中,于氏家

族被研究得较少。康熙版《静海县志》中记载,于氏家族的于道行曾于明代修撰过静海县志,查阅

其任职地的县志及静海的县志,还有《于氏族谱》等古籍,将于道行的履历及于氏家族的发展史逐

步理清。于道行,字文焕,号霄厓,出生于明代嘉靖初年左右,嘉靖三十九年(1560)取岁贡士,初任

山东滕县训导,隆庆五年(1571)调任莱芜县教谕,万历初年升山西应州学正,后致仕还家,搜集采

访,不辞辛苦,潜心修纂县志,惜未就而卒,留下《静海县志稿》,逝后葬于东窑村后的于氏先茔。于

道行后世子孙秉承家学,不辱家风,庠生、廪生、贡生比比皆是,武举人
 

1人,文举人2人,进士3人,
皆出自于道行直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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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静海地区往南一带称“长芦”,西
汉时期在此置东平舒县,唐置乾宁军。北宋大观二

年(1108),置靖海县,治所涡口寨,(即今静海镇)。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并入乾宁县(即今青县)。金

明昌四年(1193),复置靖海县,治所涡口寨。明洪

武初年,改“靖”为“静”,称静海县。2015年撤县改

区。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地区文化通过各种志

书传承下来,明代以前本地志书还是一个空白,有
待更多史料的发现。明代志书,通过近年来的深入

研究,由公认已知的一部增加到五部,本文介绍最

新发现的一部,由静海先贤于道行在明代万历年间

修纂的《静海县志稿》。并深入探究修纂者于道行

及其家族的发展历史。

1 发现明代《静海县志稿》

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历史的重要史料,是让人们

迅速了解并传承优秀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依据来

源。因年代久远,明代以前的静海志书已无从寻

觅。目前明代县志已知一部,由县令王用士于天启

年间纂修,被“公认”为创修。虽后世县志也如此沿

承记载,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从
明初到天启年间,在25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个偌

大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静海县拥有众多文化家

族,培养了大量的进士、举人等人才,完全具备纂修

县志的实力和能力,况且国家层面也有政策推动各

县修志。在这个信念下,笔者经过多年不懈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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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查找史料,终于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通过梳

理,整理成小文《静海的明代方志》发表于2017年3
月13日的《今晚报》副刊津沽版。本文考证出明代

除天启版《静海县志》外还有三部静海志书,分别是

明初版的《静海县图志》、《静海县志》及万历年的

《静海县事迹》。这样已知明代静海志书就达到了

四部。虽然全部佚失,但让后人知道曾经修撰过这

些志书,可喜的是还发现了一篇天启版《静海县志》
的跋文,由静海先贤高尔俨所撰。

清代纂修县志共两部,分别是康熙版和同治

版。现存康熙版县志由于刻板及印刷问题,县志文

字多有漫漶,极不清楚,影响阅读,因此没能得到学

界的重视和利用。目前县志编修部门及域外研究

机构凡涉及静海内容的均引用同治版县志或民国

版《静海县志》,但同治版县志对清前期及明代静海

历史的记载不太详细,所以康熙版县志的价值凸显

出来,几代静海文史人都想把它点校整理出来,但
苦于版本缺字严重,均未完成,成为静海文史的一

大遗憾。通过不懈查找,笔者在一家公藏机构发现

一部手抄本康熙版《静海县志》(图1),经多方努

力,虽未得到扫描本但将流传本中的缺字全部补

充完整,并进行点校,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新

线索,“于道行任山东滕县训导,升山西应州学正。
居官清苦,事亲孝谨,抚孤侄如己子,好学至老不

倦。欲修县志,有遗稿未就而卒”[1](图2)。这就

说明明代先贤于道行曾纂修过静海县志,并留有

县志稿,可惜未最终完成出版便去世了。至此静

海明代志书又多了一部,虽然只是一部志稿,也是

弥足珍贵的。

2 从任职地的县志中寻找于道行史料

《静海县志稿》早已佚失,要想更多的了解这部

县志稿,可以从解读修撰者于道行开始。第一个

需要解决 的 问 题 充 满 趣 味,于 道 行 的‘行’字 读

háng还是xíng,因年代久远,其后代子孙无从考

证,如果读háng,读白了就成了dào·heng,有几分

僧道修行的禅味。笔者趋向于xíng的读音,解释

为在宽广的道路上行走,有儒风雅气,自觉更符合

于先贤学识气度。当然,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

图1 手抄本康熙版《静海县志》书影

图2 康熙版《静海县志》中于道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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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任职地查起,县志记载任职滕县训导、应
州学正,首先查阅滕县的县志。县志中嘉靖时期的训

导记载:“于道行,静海县人,恂恂有体”[2](图3)。

图3 康熙版《滕县志》中于道行的记载

但没有记载他的任职时间,于是查询更早的版

本,再查阅藏于海外的明万历版《滕县志》,仔细查

阅后,很遗憾没有发现更多的信息。再一个任职地

是山西省应州,查询乾隆及光绪版的《应州志》均没

有记载明代学正。是否被遗落了。转而寻找更早

的版本,找到万历版《应州志》,其中卷四《官师志》
载,应州设知州一员,儒学学正一员,训导三员。但

只录入了知州名录,学正及训导名录未收录。到此

这两个任职地的地方志没有发现太多的关于他的

有效信息,考证陷入了僵局。
通过大数据搜索发现于道行还在一地任过职,

就是山东莱芜县,查阅民国《续修莱芜县志》卷十六

载,于道行明代朝隆庆五年(1571)任莱芜县教谕,
他的下一任是万历元年(1573)到任,这样算他应该

在莱芜县工作两年(图4)。
查阅卷三十四《传序表志》发现收录有他的一

篇文章《吕母魏氏贞洁文》,卷三十五《艺文志·碑

记》收录有他的一篇文章《学田记》。这两篇文章的

发现非常珍贵,因为在有记录的任职地,滕县和应

州的地方志都没有发现更多信息,而在被忽略的任

职地的地方志发现了这么多的信息。但其中《学田

记》缺字严重,共缺100字(图5)。推测本文是从石

碑上抄写下来的,因石碑年久碑文漫漶,部分文字

无法识别。查询到康熙版《莱芜县志》有清晰版的

《学田记》(图6),并且在卷八又发现了一篇他的文

章《孺人吴氏贞洁碑》(图7)。这样就有三篇文

章了。
第一篇是收录于康熙版及光绪版《莱芜县志》

的《学田记》,本文曾被刻石为碑,推测立于莱芜县

垂杨书院。据传2000多年前,孔子曾经在莱芜口镇

街道垂杨村观礼,450年前,明代莱芜知县傅国璧在

孔子观礼处建立了观礼书院,命名为垂杨书院。本

文就是记载了成立垂杨书院的过程。后来书院慢

慢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可喜的是垂杨书院得到

了重建,坐落在济南市舜耕路219号,2016年3月

由文化学者张期鹏等几位莱芜老乡共同发起成立,
是一个集藏书、研究、交流、讲学于一体的民间公益

文化机构。下面我们来阅读这段历史,欣赏于道行

的文采。
莱邑旧有学田五顷,记之石刻,岁久为豪民侵

废,掌学事者屡欲复之而不能也。余一日告于邑侯

傅公,公曰:夫学校者,师生之所会,而学田者,文会

之所资。于不能复而必复之,其在我乎? 盖公之才

通而敏,优于政事,而尤重于学校。莅莱邑期月有

半,善政不可殚述,姑自创学田记之。学有齐膳银

户吴胤姬者,收支侵费,不足输官,自以宅田贯价于

民,民不可者再三。公曰:此可以创学田矣。即捐

俸银二十两,奖劝礼银八两,取其居宅一所,旧为孔

子观礼处,更新之,立为垂杨书院取其周围地共一

十三亩四分四厘五毫,立为学田,故牒本学收掌。
会□□□民赵盈、刘贤侵种临河淤地共二十九亩六

分,讦告入官。公曰:亭固以类而聚,此亦可以补学

田矣。再牒本学收掌,二项共得地四十三亩四厘五

毫,书院草瓦屋间数,门窗墙垣,地基长阔丈尺,无
租,开过吴胤姬田租数目备具,故牒卷案稽考,此特

造其端耳。若夫润泽增益,寔有望焉。由是田之所

出,为师者毋以入私槖,毋以需燕会。生之贫者,昏
不能娶也,丧葬不能举也,流离而不能还定安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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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而济助之,则师生文会之所资,非徒所以为养,
其所以为教者亦多矣。夫公议修学宫,业已处银八

十六两有奇,谷三百石,贮之学库、学仓,以待用有

日矣。更创置学田若此,其树功于学校何如耶? 是

用□□□公名国璧,号玉吾,江西临川人,领丁卯乡

荐,由署太湖教谕升莱邑侯云[3]。

图4 康熙版《莱芜县志》于道行记载

图5 民国版《续修莱芜县志》中缺字版《学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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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康熙版《莱芜县志》于道行文章

图7 康熙版《莱芜县志》于道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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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是只收录于康熙版《莱芜县志》的
《孺人吴氏贞洁碑》。

孺人吴氏,归王君讳强,自幼慈惠贞静,善事翁

姑,乡人义之。翁姑既死之后,不幸夫早逝,孺人哀

毁不自禁,即欲以身殉。诸姊婉言慰之曰:汝夫既

已矣,一孤尚幼,汝即欲从汝意,亦非汝夫所愿也。
孺人乃大感悟,而遂不果。是时孺人方二十五岁,
子志贤九岁,子母孤孀,况家无余赀,时势艰苦,久
而姻亲怜之,欲夺其志。孺人即以死自誓,坚持不

二其心,躬亲纺绩,抚蓄孤幼。且性质清淑,寡言

笑,尚朴素,衣食粗粝,冰霜节操,六十余年如一日。
子志贤,诚寔忠厚,感激至节,克敦孝道,乡士大夫

重之,荐于县尹。县尹荐于督宪,重加奖令,令县尹

陈公携礼帛诣其门,表其庐曰“柏舟遗烈”[4]。
第三篇文章是收录于康熙版及光绪版《莱芜县

志》的《吕母魏氏贞洁文》。
夫人之所以立身于天地间者,惟其节焉耳矣。

大哉节乎! 天之道也,地之理也,人得之以检制其

行者也。士君子百行一亏,其节,尚不得为完德;妇
人从一而终,必贞于其节,然后可以语贤妇矣。是

节也者,士君子之所难,而妇人尤为不易者。兹有

吕母魏氏,贞于其节焉,不亦难得也哉! 母东厢保

者,老魏昭女也,适吕凡七年,夫时景亡,遗二子,长
三岁,次甫五月,母慷慨自缢以殉。会同室者觉而

救解之,且劝曰:汝死诚是矣,奈二子何? 相将以成

人,不犹愈于死乎? 氏仰天自誓,命其长子曰尚操,
次子曰尚志,所以坚其节也。自后家无厚产,???
傮? 荒荐至,食不充口,体无完衣。尚操早殇,尚志

十余岁,时或行佣供母,母志操愈坚。贤士大夫过

其门者,莫不叹服。虽走卒里妇,亦知慕其行谊。
呜呼! 母不轻于一死,而竟成尚志行佣之孝,非天

之所以厚报母乎? 夫不幸早亡,有妻以完节成立,
其子终契阔于壤泉,夫虽死犹生也。七年刑于之

化,又有以锡其夫之光,母诚贤乎哉! 母女流也,未
尝学问,天植其性,自及笄以至垂白,孝舅姑,睦妯

娌,顺夫教子,植立纲常,扶持世教,与今古之忠臣

义士、孝子顺孙,辉映于宇宙间焉。猗与休哉! 是

故乡里敬之,官府奖之。余亦僃述之,以为异日作

史者之实录云[5]。
想要找到更多的信息,必须找到更早的县志版

本,查询到康熙版《莱芜县志》,载:“于道行,靖海

人,有文名,五年任教谕”[6]。果然越接近人物时代

的志书信息越全,静海原名靖海,明初改靖为静始

称静海,所以这里称靖海人也对但已经不准确了,

阅读全国其它地方志,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将静海人

写成靖海人。后面的“有文名”,这是光绪志没有的

内容,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说明他学识渊博,
文采出众,得到了学子及官方的认可。在惜字如金

的志书中共选录了他三篇文章,也说明了康熙志中

对他的评价“有文名”名副其实。

3 结合《于氏族谱》中史料考证于道

行履历

对一位古人的介绍,家谱应该是最详细的。查

阅静海《于氏族谱》,于道行是静海于氏家族第七

世,“字 文 焕,号 霄 厓,明 嘉 靖 庚 申(嘉 靖 39 年

(1560))岁贡士,任山东滕县训导,升授山西应州学

正,居官清苦,事亲孝谨,抚孤侄如己子,好学至老

不倦,欲修县邑志,有遗稿未就而卒,俱载邑乘。始

创序家谱,至今得以追叙者,皆赖有遗本。娶孟氏,

继刘氏、李氏。
 

生男四:野、垒、增、垣”[7](图8)。家

谱的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知道了他的字号,和他

取得岁贡生的时间,任职地及官职和县志记载一

致,对他为官和为人的高度评价,还有他做的一些

事迹,抚养侄子如自己的儿子一般,修纂县志,留下

遗稿。创修家谱,为后世留下资料,以便续修。他

有三任妻子,四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名中都有一个

土字,应该是有所寓意。但可惜的是没有记载他的

生卒年月,还无法完善他的履历,理清他的生平。
但可以根据他直系或者旁系亲属的生卒年进行推

断,继续查阅家谱。
于道行之父:“于珣,字美玲,号崑岗。明处士,

敦行尚义,无少长皆敬仰其高致”[8]。(处士:本指有

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

高致:崇高的人品或情趣。)同样也没有记载生卒

年,但是于珣崇高的人品一定对于道行有所影响,

导致于道行后来创修家谱,义修县志的这些壮举。
于道行长子:“于野,字子先,号行吾,明邑庠生。次

子于垒,字子魁,号仰吾。明邑庠生,嘉靖癸丑年

(1553)生,万历辛丑年(1601)卒,高年四十有九”[9]。

三子:“于增,字子益,号任吾,明万历戊子科、辛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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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于氏族谱》于道行内容

科、庚子科三中乡榜武举载邑志。四子于垣,字子

逸,号居吾”[10]。

以上是于道行的直系亲属关系,通过梳理得到

三个准确的时间节点:(1)于道行次子于垒的生年

是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2)于道行考取岁贡

生的时间是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3)于道行

在明朝隆庆五年(1571)任莱芜县教谕。
什么是“岁贡”? 明清时,每年或每两三年从各

府、州、县学中选送成绩或资格优异的生员升入国

子监就读,这称为岁贡,如此录用的读书人便是“岁
贡生”。显然,于道行就属于这种类型。

岁贡之选,例由老资格的“廪生”论资排辈,所
以俗称“挨贡”。秀才出贡,就等于在府、州、县学毕

业,成了国子监的监生(俗称太学生),取得了出仕

做官的资格。于道行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出仕做官

的,通常贡生从国子监毕业以后,只是授予一些虚

衔,不会授予实际官职。但于道行成绩优异委以实

缺。而且由于政绩卓越,人品出众,学识渊博,一路

升迁,由训导升教谕再升学正。科举制度中举人的

地位要比贡生高很多,而且更难考中,但一般举人

出仕做的官也就是教谕之类,而且还不是都能有实

缺。于道行却以岁贡生的功名能干到一个州的学

正,足见他学识渊博、政绩突出、官声显赫、能力超

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拔他。根据他考取岁

贡生的年龄可以推断出他的生年,但没有记载。只

能根据现有数据推断,与他同时代同辈分的嘉靖三

十一年(1552)举人于木,生于嘉靖五年(1526)。假

定他们同年出生,那么次子于垒出生时于道行28
岁,考取岁贡生时34岁,任莱芜县教谕时46岁,再
升任应州学正时大约50多岁。到60多岁致仕回

家,抱子弄孙,以享天伦之乐,并开始续修静海县

志,可惜天不假年,留下书稿,抱憾仙逝。按这样推

断来看,各个阶段的年龄还算合理。由此推断生于

嘉靖初年。不过这只是推断,期待新的资料发现,

来解开这一谜题。
于道行创修《于氏族谱》传承优秀家风,修纂

《静海县志》积攒旷世阴德。福荫子孙,耕读传家。

于道行后世子孙秉承家学,不辱家风,庠生、廪生、
贡生比比皆是,武举人1人,文举人2人,进士3人,

皆出自于道行直系后代。

4 于氏家族发展史及功名人物

于氏家族乃静海名门望族,诗书传家,广施好

义。当官者廉洁清正,堪称循吏;为民者乐义好施,

德馨乡里。

据家谱记载,静海于氏原为山东文登县大水波

乡望族。明朝初,于国义与其兄国仁同迁直隶永清

信安镇,农 耕 为 生,渐 致 富 发 家。明 永 乐 二 年

(1404)诏郡邑拨户口充畿辅,于国义以“大丈夫何

地不可以托业”的胸怀,留兄国仁占籍永清,而自

己独自应诏迁来静海,占籍辛口里七甲,民籍。初

居县治北阁街(今静海镇二街)。仍以农耕为生。

由于他善于经营策划,种植丰收,畜牧业兴旺,家
境更为富饶,并建有别业,名曰“陶居”。他常常教

育子孙以忠厚相勖,以耕读共勉。他说:“子孙虽

愚鲁,经书不可不读,能成立则出仕为忠良,不能

成立则务农守淳朴,此经久继世之法,子孙共勉

之。”[11](图9)

自始迁祖于国义传四世为于俊、于鉴、于铣、于
杰,分作伯、仲、叔、季四门。目前已经传至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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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

图9 南开大学藏《于氏族谱》

从第七世开始族人陆续有迁出到其他村庄

及外地者,因年深日久战乱灾祸等导致了众多支

系失叙失考,失叙的典型案例是季门,季门每世

都有失叙情况,到第十五世后整门失叙,不知何

种原因。季门的祖茔在白杨树村附近,民国时曾

在此出土于木墓碑。于氏家族目前实际只有伯、
仲、叔三门。

迁出外地的典型案例是十一世于幵(jiān),在
雍正年间改籍贯为天津县,究其原因推断和行政区

域的变化有关。因为天津卫于雍正三年(1725)撤
卫设天津州,雍正八年,清政府从原隶属天津州的

武清、静海二县以及沧州共划出了260多个村子归

了天津州,次年天津州升为天津府同时又设置了天

津县。推断因为于幵所在的村庄划归了天津县,所
以籍贯也随之变化。在此之前仍属于静海籍贯,所

以查阅乾隆版《天津府志》静海岁贡栏仍有于幵雍

正四年。就是说于幵雍正四年考取岁贡生时使用

的籍贯仍是静海籍。再查刊刻于乾隆四年《天津县

志》的选举志岁贡栏载“于幵雍正四年,静海改归”。
这句话如果单独解读会有误读,容易产生歧义,理
解为于幵雍正四年由静海籍改为天津籍。放到志

书里解读就会清晰了,于幵雍正四年以静海籍考取

岁贡,今划归天津籍,录入《天津县志》。后查阅家

谱得到应证,于幵,雍正十年奉例拨入天津县籍,载
天津贡举志(图10)。后于幵曾孙于作鹏和于百朋

嘉庆二十一年由天津再迁孟县。

图10 乾隆版《天津县志》

迁出者众,于幵这支只是迁徙脉络比较清晰

的,或于氏后人已分布全国甚至旅居世界各地,
已不可考。结合民国版家谱记载的领谱地址及

目前已知的于氏后人聚居地,于氏后人分布地总

结如下。
本地区分布村镇有静海镇二、四、六街、独流

镇、陈官屯镇、中旺镇、大寨村、大黄庄村、后毕庄

村、前树村、史家庄、靳家庄、良王庄、西边庄、东边

庄、西滩头村、弯头村、胡连庄、北岳家园村等,西青

区木厂村、辛口村、高家村、西琉城村、张家窝村等。
津南区小站镇。天津市区西头佟楼村。外地有河

南省孟县、吉林省等。以上有些聚居地的于氏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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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失叙联系不到。这些失叙地的于氏后人如果

能看到本文可以进行联系,静海于氏家族诚挚的欢

迎各支回归于氏大家庭。
静海于氏家族第一个出仕为官有所作为的人

是仲门的始祖于鑑,岁贡生,初任宣化府万全都司

经历(图11)。1449年明英宗由于在土木堡之变中

大败,被瓦剌国抓去当了俘虏,在羁留塞北一年之后,
于鑑协助朝廷使臣寻得明英宗朱祁镇,并一路护送,

安全送 达 北 京,墓 表 称 赞 他“赞 画 戎 机,身 先 都

帅”[12]。因护跸有功,升任山东济宁州知州,政绩卓

越,诰授奉议大夫。明英宗在当了八年太上皇后终于

复辟成功,重新登基称帝,想要犒赏当年助他回京的

有功人员,可惜于鑑已经故去,于是追赠钦赐葬祭,并
赐御篆龙凤碑碣,敕封承德郎。以上内容来自于鑑的

墓表。

图11 景泰五年(1454)《会试录》于鑑为对读官

自此于氏家族世代簪缨,庠生、廪生者代不乏

人,岁贡生以上功名者大有人在。
六世:于干,岁贡生,山东高唐州训导。“天性

纯孝,亲死庐墓,日负土筑封,哀戚不倦,三年如一

日。邑宰率僚佐屡至吊奠,邻封方千里内士大夫,
往吊者后先相望。事定详载墓碑,崇祀忠孝祠,载
邑志”[13]。民国版《静海县志》载其:“性孝谨,亲殁,
庐墓三年”[14]。

七世:于木字君立,号石泉。生于明嘉靖五年

(1526)六月十七日(阴历)。嘉靖三十一年(1552)
壬子科举人(七十三名),万历十八年(1590年)任山

西沁源知县,为官清廉,被《沁源县志》列为名宦并

作传,传曰“俭以助廉,宁静不扰,未几乞休,上官留

之,竟浩然而去”[15](图12)。曾为静海文庙重修碑

纂额。于道隆,岁贡生。于道行字文焕,号霄厓,岁
贡生,山东滕县训导,莱芜教谕,山西应州学正。于

道昌,岁贡生,河南西平县县丞。
八世:于岑字子锐,号抑庵,岁贡生。于学古字

子进,号训吾,岁贡生。于增字子益,号任吾,万历

十六年(1588)戊子科武举人。
十一世:于幵(jiān)字敬符,号敬斋,岁贡生,著

有《四书话音韵谱》《经纬字汇》《家礼通宜》《四字小

学》。于灿(1651—1708)字兆熹,号赤崖,岁贡生。
十二世:于天锡,岁贡生,嘉靖十六年(1537)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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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嘉靖三十一年(1552)顺天府《乡试录》于木资料

灵石县训导。家谱记为灵池县训导,应为音译笔

误。
 

于凝祺(1675—1736)字用允,号芝谷。康熙五

十六年(1717)丁酉科举人,雍正二年(1724)甲辰进

士,雍正五年任湖北孝感知县。再任雍正庚戌科会

试帘官(帘官也就相当于现在高考的监考人员和阅

卷人员,或者公务员考试的监考人员和阅卷人员)。
雍正八年调任江南徽州府祁门县知县,任期推行众

多德政,得到百姓称颂。其人性好洁、心慈爱、重义

气、广交游。著有文稿诗集。
 

于廷献字进颺,号兰

谷。岁贡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定州曲阳县训

导,后升任深泽县教谕,豹文、峨文之父。
 

十三世:于豹文字虹庭,号蔚州,别号南岗,生
于1720年,郡廪生,乾隆三年(1738)戊午科亚元,七
年(1742)壬戌科明通,十七年(1752)壬申科进士。
资才高敏,读书过目不忘,直督学吕,特取鸿博第

一,诗文杂作甚富。因染痹症不仕。著有《南冈诗

草》。梅成栋称天津人能自成家者,前有帆史(张
霔),中有虹亭(于豹文),后有芥舟(金玉冈),故辑

《津门诗钞》时,录于豹文的诗多达155首,其中

《咏明史绝句》100首,全部收入,其推崇可知。于

峨文字镇川,号雪峯,生于1735年,乾隆二十五年

(1760)庚辰恩科举人,历官广平府学训导、定州学

正(乾隆四十五至五十六年任)、山东嘉祥(乾隆六

十年任)及鱼台县知县,署理兖沂曹道。著有《雉
翔斋诗草》。

十五 世:于 壮 图(1807—1868),道 光 十 四 年

(1834)甲午科举人,授保定府祁州学正,清同治七

年(1868)
 

正月十五日,张宗禹率捻军攻破祁州,祁
城失陷,率妇孺等11口殉难,奉旨优奖建立专祠,入
邑乘,世袭云骑尉。《天津县新志》记载于壮图身负

三十余刀,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图13)。

图13 《天津县新志》于壮图传

十六世:于淮(1777—1826),字广川,嘉庆十三

年(1808)戊辰科武举人。
 

于耿光字觐臣,号景周,生
于1843年,光 绪 八 年(1882)壬 午 科 举 人,九 年

(1883)癸未科进士。任礼部主事。孟县分支。在

于耿光的硃卷履历部分,记载了从仲门始祖于鉴到

他自己的直系履历(图14)。其中本履历里他的四

世祖就是于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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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光绪九年癸未科会试同年齿录中于耿光履历

于氏家族诗书传家,教书育人,开设私塾、学
校。培养众多人才,不仅有功名官宦,还有文人墨

客,留下众多诗集佳句。
七世:于相号左泉,庠生,将自己家辟为私塾,

教授子侄后辈,及本邑寒门学子,造就众多人才,享
有崇高声誉。

十七世:于震英字子俊,庠生,清朝停止科举

后,热心家族事务,建设于氏学校,亲自执教十余

载,教育子孙后辈,培养人才。
九世:于伯龙(1587—1647)字鳞伯,号鹏搏。

廪膳生。十五岁丧父,辅助继母料理家政,勤俭持

家,抚养弟妹至成人。挤出时间读书,并考取功名,
著有《丈行名传稿》。

十二世:于扬献字擢溪,号万峰,别号一粒园

翁。庠生。热心公益,工诗,著有《燕南存草》《闽游

记》《津门食品诗》。
十三世:于巨澍(1732—1778),字说岩,号蘓

生。优廪膳生,安贫乏,嗜诗书,敦友于,睦族党,科

岁屡列优等,乡园四荐未售,深稽古。工诗,著有

《寄庐诗集》十六卷、《诗赋》二卷、《杂俎》八卷等。

诗集还未见,但在乾隆版景宁县志中收录有他诗作

两首,能被其他县收录进惜墨如金的县志中,足见

其诗词水平及影响力。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清修寺古柏[16]

森森古柏状杈枒,朝映岚光暮映霞。

枝挟钟声洒风雨,阴移塔影走龙蛇。

游来讵数承天寺,化去堪成博望槎。

我欲披缁绝尘鞅,馀年相伴卧袈裟。

碧苔庵[16]

阴翳千章密,招提院落开。

岚光环杳蔼,涧溜响潆洄。

寺忆题红叶,庵宜识碧苔。

修篁摇剑珮,丛桂骨楼台。

积藓米栏畔,湾桥跨水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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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灵潜豹虎,禅定护风雷。
莲社容相遇,祗林漫浪猜。
何时脱尘鞅,常听梵音来。

十四世:于百朋字崇锡,号柳桥,太学生,候选

未入。著有《晓翠山房诗草》待刊。
乐善好施,扶危助困,也是于氏家族家风的一

部分,其中典型案例是第十世于京。于京(1614—

1684),字袋瞻,别号无欺道人,明邑增广生,读书负

奇气,赋性闿爽,气节严正,尤乐善好施,天津城西

至小店村45里路坑洼不平,崎岖难行,于京爽然独

立捐修,造福乡里。捐立义冢、施舍棺木、资助婚丧

等义举不胜枚举,名著乡里。子孙功名迭起。
及至现当代,于氏族人秉承优良家风投身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十九世于云江曾北上入朝

作战,南下剿匪,战功赫赫。于云成也曾入朝作战,
九死一生。复员后积极投身社会建设,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于云浩南开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周恩

来总理钦点的核试验37人小组成员,参与“两弹一

星”工程核试验。因工作需要保密,隐姓埋名,不计

得失,受人敬仰。于月明秉承家风,效仿先祖于道

行义修县志的壮举,曾参与编辑解放后静海县的第

一部县志。于云浮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医四十

余年,曾参加抗美援越战争,救死扶伤、济世救人,
并善长书法,全国书协会员,获奖众多,并与长子于

俊杰出版父子书法集。第二十一世于绪祥人民解

放军某导弹基地工程师,上校军衔。
天津静海《于氏族谱》由于道行创修于明嘉靖

年间,经顺治、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至1918
年增补修订,存抄本四册,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

1930年再次续修,在本县独流镇的书局彩华石印处

印刷,一涵八册,共印三十部。最近一次大修是

2017年,一套共计15卷。此次族谱印刷精美,装帧

大气。文本采用宣纸刊印,檀木盒存藏。
明代《静海县志稿》修纂于万历年间,修纂者于

道行,出生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的静海于氏家族。
于道行字文焕,号霄厓,出生于明代嘉靖初年左右,
嘉靖三十九年(1560)取岁贡士,初任山东滕县训

导,隆庆五年(1571)调任莱芜县教谕,万历初年升

山西应州学正,居官清苦,有政声,事亲孝谨,抚孤

侄如己子,好学至老不倦。致仕还家后,教子弄孙,
心怀桑梓,留史后人,搜集采访,不辞辛苦,潜心修

纂县志,惜未就而卒,留下《静海县志稿》,或许被后

世修志者借鉴,部分史料才能传承至今。于家乡历

史,纂修县志,于家族历史,创修家谱。传承文化,
堪称静海先贤,受后世敬仰。逝后葬于东窑村后的

于氏先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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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nghai
 

of
 

Tianji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n
 

honest
 

and
 

sincere
 

style
 

of
 

literature,where
 

it
 

is
 

of
 

a
 

prolonged
 

literature
 

context,all-pervad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peo-

pl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there
 

had
 

been
 

62
 

metropolitan
 

graduates
 

(literary
 

and
 

martial
 

arts),

300
 

provincial
 

graduates
 

(literary
 

and
 

martial
 

arts),and,especially,numerous
 

large
 

literary
 

clans
 

in
 

Ming
 

and
 

Qing,including
 

Li
 

Duna’s
 

of
 

3
 

metropolitan
 

graduates
 

and
 

4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and
 

Gao
 

Eryan’s
 

of
 

7
 

metropolitan
 

graduates
 

and
 

13
 

provincial
 

graduates.In
 

the
 

bright
 

star
 

river
 

of
 

Jinghai
 

literary
 

clans,Yu’s
 

clan
 

has
 

been
 

studied
 

less.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Jinghai
 

County
 

Annals,Kangxi
 

Ver.,

Yu
 

Daoxing
 

of
 

Yu’s
 

clan
 

had
 

compiled
 

the
 

county
 

annals
 

in
 

Ming.In
 

consulting
 

the
 

annals
 

of
 

the
 

places
 

where
 

he
 

had
 

taken
 

office
 

and
 

that
 

of
 

Jinghai
 

County
 

and
 

together
 

with
 

Yu’s
 

Pedigree
 

and
 

other
 

ancient
 

books,Yu
 

Daoxing’s
 

resume
 

and
 

the
 

history
 

of
 

his
 

clan
 

are
 

sorted
 

out
 

step
 

by
 

step.Yu
 

Daoxing,aliased
 

Wenhuan
 

and
 

titled
 

Xiaoya,was
 

born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Jiajing
 

of
 

the
 

Ming
 

Dynasty.In
 

the
 

39th
 

year
 

of
 

Jiajing
 

(1560),he
 

graduated
 

from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first
 

took
 

office
 

as
 

a
 

truant
 

officer
 

in
 

Tengxian,

Shandong;
 

in
 

the
 

5th
 

year
 

of
 

Longqing
 

(1571),he
 

was
 

transferred
 

to
 

Laiwu
 

County
 

as
 

an
 

instructor;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Wanli,he
 

was
 

promoted
 

as
 

a
 

tutor
 

in
 

Yingzhou,Shanxi.He
 

went
 

back
 

home
 

after
 

his
 

retire-
ment

 

and
 

started
 

his
 

hard
 

work
 

on
 

material
 

collection
 

for
 

his
 

compiling
 

of
 

the
 

Jinghai
 

County
 

Annals.Unfortunately,he
 

died
 

before
 

completion
 

of
 

the
 

annal
 

and
 

was
 

buried
 

in
 

Yu’s
 

cemetery
 

in
 

the
 

rear
 

of
 

Dongyao
 

Village,leaving
 

the
 

draft
 

only.The
 

descendants
 

of
 

Yu
 

Daoxing
 

continued
 

the
 

family
 

learning
 

and
 

kept
 

the
 

glory
 

of
 

the
 

clan,from
 

whom
 

there
 

had
 

come
 

out
 

many
 

graduates
 

of
 

provincial,metropolitan
 

and
 

imperial
 

colleges.There
 

had
 

been
 

1
 

martial
 

provincial
 

graduate,2
 

literary
 

provincial
 

graduates,and
 

3
 

metropolitan
 

graduates
 

coming
 

out
 

from
 

Yu
 

Daoxing’s
 

lineal
 

progeny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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