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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改革之前，我们隔壁曾借住着一对
小夫妻。丈夫周子栋，是一个以靠卖猪头肉谋生
的小伙子。妻子李国香，是我们村名门大户冷道
台家中的佣人。命运使得他俩相逢、相知、相
爱。他们一起入党，参加革命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驻守招远的日军
终于待不下去了。1945年8月22日那天，他们
倾巢而动，在龙口登船狼狈逃窜。当天夜里，八
路军迅速进驻招远县城。随即，由我党政府组织
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招远大
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年河东民主政府的办公地临时设在东汤
小学。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
自卫团、儿童团等组织。周子栋担任自卫团长，
李国香担任妇救会主任。后来成立村党支部，二
人都是支部成员。

减租，就是在原来地租的基础上减少25%；
减息，就是将原来的3分利减少一半，成为1.5
分。减租、减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于那些长
期以来受苦受难的百姓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
回，甚是惊喜。但与此同时，大家又不无担忧，
心中有诸多疑虑。因此，租、贷双方都有不同程
度的不理解，不配合。再加上我们村情况较为
特殊，全村是同一族姓，同出一脉。以冷道台为
代表的富家大户，几代为官，在村中颇有声威，
故而，减租减息工作一时间进展得并不是那么
顺利。

周子栋夫妻二人除了按上级指示精神配合
村干部开好各种会议外，还没白没黑地走门串
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乡民和村
人的认识，使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

1946年，农村又开展起斗地主、分田地活
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场经济体制和社
会性质变革的运动，在很多村子开展得轰轰烈
烈，如火如荼。可是，在我们村子里，斗争大会
一直没有开起来，一度拖了运动的后腿，被上级政府称为“封建
堡垒村”。后来，民主政府统一协调、领导，周边村干部共同参
与，周子栋、张金亮等村干部积极配合，多次组织发动。大会
上，其他村里多名受苦受难的长工、佣人、佃户分别作了发言，
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剥削方法和剥削手段，使人们透过现
象，看清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懂得了剥削的残酷性和不合
理性。上级领导进一步指明，要想摆脱穷困，挖掉穷根，只有翻
身当家做主人。没有任何村子、任何人能超越这个范畴，冷道
台及所有族人都不例外。斗争大会圆满成功，土改运动终于得
以顺利开展。

1947年夏天，土地改革大复查开始，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激
烈。个别地方的领导头脑发热，有些过激，致使运动偏离了中央
的既定政策方针。我们村子也不例外。由于对立面的进一步扩
大，作为革命工作的积极骨干、村中的外姓干部，周子栋难免得罪
他人，遭到嫉恨。曾有一次夜里，周子栋刚开完会要回家，突然有
一伙人追赶着抓他。他机警地跑到当年任区中队教导员的冷大
同那里，才躲过一劫。

进入秋天，9月19日这天，国民党顽八军残部侵入招城。还
乡团到处抓人，肆意报复。被斗的地主和富有分子有的蠢蠢欲
动，有的上蹿下跳，大都忙着“秋后算账”。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
大地，血雨腥风的屠杀开始了。

敌人下手抓捕的，除了我政府各级参加土改的领导干部，就
是活跃在农村土改一线的村干部和积极骨干分子。当年，我们村
的村干部，包括周子栋和李国香在内，全部被抓了进去。有个被
斗户老太太竟然借机跑进城里，在大堂上跪着央求敌人“为她作
主”，并哭天抢地地喊着“要死的，不要活的”。

敌人将周子栋等人抓进去以后，轮番刑审、拷打，折腾一些日
子后，又通知各村联名取保。可能是抓进去的人太多，没地方关
押，也可能是战局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村的封建家族意识过重，因此联保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一
个外姓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祖父冷秉玉曾多次劝说：“这样
不上讲究，不够道义。”可两名国民党临时任命的闾长干部，不听
从好心人的劝说，还是一名外姓干部也不保。就这样，周子栋、李
国香、张金亮三名干部被留在了狱中，其余冷姓干部全都得到了
保释。

后来，我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顽八军也难逃此
运。他们逃窜前夕，对这批没有被保释出来的干部进行了各种形
式的屠杀，周子栋不幸遇害。

11月2日，顽八军仓皇弃城，匆忙逃往龙口。在解放军的枪
炮声的震慑下，四十几天的“秋后算账”匆忙收场，张金亮、李国香
幸免于难。

明清几位宁海籍知县的故事
□曲延科

“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古代的学子一
旦进入仕途，当上了知县，很难在其位就只谋其政，利欲
私心无时无刻不在勾引他们贪腐，一般来说，干满一任
知县，就能有10万银两进账。凡事都有个例外，在明清
两代，宁海州就出了五位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的知县。

孙惟中 清河（现属河北省邯郸市）知县，宁海州人，
明隆庆年间，由永年县丞迁任清河知县。他为人简朴，
不事铺张，独励苦节，廉平得民。外出公干，只一仆相
随。卒于任，检视囊箧（盛物件的小箱），只铜钱二百，士
民哀之。巡抚罗公为他书写匾额曰“清白令”。

王嗣佺 武邑县（现属河北省衡水市）知县，城西门
里人，字纫兰，号天全，别号东海逸民，清顺治乙酉
（1705年）举人。任武邑知县，秉承清正家风，清廉为
民，德能俱佳，誉声四起。任满，囊空如洗，家徒壁立，游
历山水而归。

杨鼐望 临漳（现属河北邯郸市）知县，午台南塂（现
属莱山区）人，清嘉庆己巳（1809年）恩科三甲第四十九
名进士。任职河北临漳知县，居官廉介，一尘不染，仁心
爱民，有“清白令”“慈惠师”之称。

姜汝诚 平南（现属广西贵港市）知县，字子朴，官庄
村（现属莱山区）人。清光绪8年（1882年），由内阁供事
签分广西马平县典史，继任阳朔、全州、平南典史，升任
平南知县。其忠勤廉慎多惠政，不幸卒于任所，检视行
囊，清贫如洗，最后还是在绅士的资助下办了丧事。

林树森 马平（现属广西柳州市）知县，字季伯，孤山
集（现属乳山市）人。由庠生入国子监，中顺天光绪壬午
（1882年）副榜，辛卯（1891年）举人，戊戌（1898年）进
士，朝考分发马平知县。到任后，废旧汰弊，诸政更新，
民心悦服。未三月病卒，年五十有七，因宦囊空空，无灵
柩及回归之费用，当地绅士助资哭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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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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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崧晚年任河南滑
县知县。他上任后，将
收取的民资减半使用，
等徭役结束后，节余出
来的银两一千有余，悉
数退还百姓，民心大悦。

张 崧 杨岳东杨岳东

杨岳东先后担任过
六个县的知县，任职十
八年，任职知县时间之
长实属罕见。他居官勤
勉，忠于职守，明于察
断，所任皆政绩卓异。

祝元敏为能吏，其处
事果断，雷厉风行。从县
衙作风到乡风民俗，从农
田水利到粮棉桑茶，从县
城建筑到社会治安，一一
进行整治改革。

祝元敏祝元敏

于瀗携妻子去纳溪
赴任，正值吴三桂叛
乱。叛军迫其投降，其
坚贞不屈，一直被关押
至第二年。叛军对他百
般凌逼，于瀗至死不从。

于于 瀗瀗

张启愚任大邑知县
期间，两袖清风，一尘不
染，还捐了很多薪俸给
书院。离任时，他宦囊
空空，除行李书籍，别无
它物。

张启愚张启愚

际遇不同 故事不同

小雪节气过后，大雪纷飞，胶东半岛，正式进入严冬。冬
季寒冷而漫长，能抵御严寒的火炕，是家家户户的避风港、保
暖室，是乡愁最初的模样。

在寒冷的冬季，无论大人、孩子，在外冻得全身冰凉，只要
回到家里往热炕上一钻，那绵绵的热力，立即从尾骨通向头
顶，使你热血充盈，浑身通泰。室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屋里
炕面散发着热量，使家中温暖如春。

火炕是农民在生活风浪中小憩的港湾，是胶东民间文化传承
的一叶方舟。它承载着老百姓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生活需要。

火炕由炕面、炕洞、烟道及锅炕构成，核心是炕内部的烟
道。长期使用过的灶炕，炕洞子有时会堵满烟灰，赶上没风的
天气，家里点着了火，看不见外面的烟筒冒烟，可屋里的炕墙、
炕面、灶炕门全都往外串烟，弄得满屋子烟气弥漫。

所以火炕要热要保持通畅，首先要在盘上下功夫。盘炕
是有技术和学问的。如果盘不好，灶炕不是冒烟就是不起火
苗，到了冬天，炕也不热。

堲，是盘炕的主要原料。脱坯不能用黑土，也不能用沙
土，要用黏性黄土，脱出的坯既结实又抗烧。

把选好的带黏性的黄泥土用筛子筛过后，再把麦秸草铲
断，掺和到泥土里，然后挑水搅拌，等搅匀后，开始脱堲 。

麦秸草的作用就类似于盖楼用的钢筋。
脱堲工作，一般两个人一起做。一个用铁锨运泥浆，一个

蹲着负责脱堲。蹲着的人先是把长方形的木框平放在地上，
把和好的泥倒进去后，用手一抹，把多余的泥巴取出来，然后
用一根铁条，顺着木框四周划一下，堲就脱好了。大约两三
个小时，再把平躺着的半干半湿的堲，扶立起来通风暴晒，等
晒干后即可盘炕。

用堲盘的炕，具有散热慢的特点，一宿都不凉。
一个村里的盘炕匠不过三四个人，一般都是4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因为他们自幼干农家活，磨练出了盘炕的好手艺。
盘炕最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是盘烟道。盘炕匠一般会选一

个下雨天干活，这样的日子生产队不用出工。那时候人们很淳
朴友善，不收任何工钱，连饭也不吃，大约半天时间就盘好了。

冬夜漫长，吃罢晚饭，小孩子们早早钻进被窝，叽叽喳喳

地打闹着。看到家里来客人了，就乐翻了，听坐在火炕沿上的
大人们拉呱。听到感兴趣的话题，淘气的孩子们不停地探出
脑袋，打破砂锅问到底。有的把脚伸进墙旮旯的被子底下，焐
得热乎乎的，脸蛋也红扑扑的。

我的母亲热情好客，在四邻八舍里有着很好的人缘，冬天到
我家串门的人特别多，母亲总是将火炕烧得热热的。家里来了客
人，她就赶紧让客人把鞋脱了，到热炕头上坐着拉家长里短。

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忙过年的衣服，棉袄、棉裤都是母亲
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剪鞋样、打补丁、纳鞋底、缝被褥，统统在
炕上进行。

进了三九，外面非常冷，炕头却热浪滚滚。
早晨，孩子们咕噜一下从炕上爬起来，看着玻璃上冻出的

漂亮窗花，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像动物。刚上两天学的孩子，
用指甲不停地在窗花上写“大”“小”“人”等字；淘气的男孩子，

则爱写“儿”“孙”“爷”等。
院子里的树上、院墙上已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小麻雀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扑打着羽毛在树上撒欢。
吃罢早饭，孩子们从炕上跳下来，背上书包，带着美好的

心情走在上学的路上……
热炕头还可用来生黄豆芽、做酱豆。做酱豆就是把黄豆

煮熟后，盛一个盆里，上面盖一个盖子，蒙在被子里。大约一
周时间，豆子开始拉丝，直到发出一股酱臭味，才算结束。

母亲再把做好的酱豆与白菜根、芥疙瘩丝配伍，非常对
味。晚饭，一家人坐在一起，炕上放一个圈盘，地瓜、饼子用饭
灶盛得满满当当，就着氤氲扑鼻的酱豆，个个撑得肚儿圆。

快过年了，家家都到集市上揭一张新席。席子一般是芦
苇或者高粱秆编织的，铺在炕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为
喜庆的年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除夕之夜，屋外刮着呼呼的
寒风，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守岁迎
新、吃饺子。饭后，火炕上配上昏暗柔和的煤油灯，看着母亲
做针线活儿，听她讲着老故事，气氛好温馨。

火炕越到春节烧得越暖和，因为春节用火多，炸果子、蒸
馒头、熬猪头冻，火炕岂能不热？

一家人，围在火炕上，一份温暖，一缕乡愁。

火炕，乡愁最初的模样
□孙瑞

在古代，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唐代之前叫县令，唐代之
后叫知县（宋代有短暂时期小县称县令，大县称知县）。春
秋战国时代，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了郡
县制，县令这个官位由此而生。知县的出现是在唐代。唐
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局不稳，大到中央、小到县令这样的地
方，官员频繁更替，甚至出现断层，中央不得已只能临时委
派官员代理，这就出现了“知某府事”“知某州事”“知某县
事”等官职，简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县”的名称由此
而来。

据统计，宁海州（辖现在的牟平区、莱山区、高新区、昆
嵛山保护区和乳山市大部）明清两代共出了62位知县（不
包括在知县位置上升职的），其中明代32人，清代30人。明
清时期，实行本籍回避制度，士子不能在家乡做主官，只能
到外地任职。下面介绍几位知县因出身、品质、能力及际遇
不同所演绎出的不同故事。

张崧

最受老百姓爱戴的知县

张崧，字洛赤，一字南赤，号钟峰，泽上村（现属乳山市）
人，清雍正丙午（1726年）举人，丁未（1727年）副榜进士
（正榜之外另取的），晚年任河南滑县知县。

张崧出身耕读世家，生而聪慧，记忆力超常，经史过目不
忘，二十岁成名，文名甲东海。学使石源彭、殿元传宝玉考察
其才能，皆称奇。不过，其仕途多舛，中举后，4次春闱（礼部
在春季试进士）都落榜。他认为自己学识不够，越发努力学
习。他听说文登县有一位水部（朝内掌管有关水利、运输、渔
业等政令）官员于秋溟家中藏书数万卷，便寓居于家11年，
将于秋溟家藏书翻阅殆尽。时任宁海知州的四川遂宁人张
玠，倾慕张崧学行兼优，以礼聘任其为瀛洲书院山长（官立书
院院长）。张崧乃饱学之士，任书院山长期间，倾其所学，凡
经他表彰和奖励的士子皆为名士，其越发名声大噪，且著作
益富。张崧的著作，大多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较著名
的有《桑蚕谱》二卷、《白蜡虫谱》一卷、《北菌谱》二卷。他发
现州邑文献存有缺限，遂对照郡县沿革，遍查古迹及山川物
产，广采群书，加以讨论而辨其错讹。著有《幼海风土辨证》
十四册、《修志管见》一卷、《向若新稿》一册，还撰有《旅食贤
已录》五卷。这些著作，有的已付印，有的定稿后秘藏于家。
张崧还有其它诗文诸选，其中尤多善本。其常与宋克智、刘
培南等胶东文人名士作文字交，名震一时。

原以为张崧会终老书院，不料晚年却被朝廷启用为河
南滑县知县。滑县为政务繁杂的老大难贫困县，凡有徭役，
皆加重收取民资，当政者得以中饱私囊。张崧上任后，将收
取的民资减半使用，等徭役结束后，节余出来的银两一千有
余，悉数退还百姓，民心大悦。他初到滑县，突遇水患，灾情
严重，来不及上报，就先捐出自己的俸禄为百姓施粥，以解
眼前之急。赈灾的钱币发下来后，他又亲自筹划分配，虽风
餐露宿，亦不辞辛劳。接着又倡议劝捐，以补助赈币之不
足。由于筹划得当，滑县顺利地渡过了灾荒，百姓所活者无
数。张崧从基础抓起，修水利，兴农桑，薄徭税，除积弊，打
击奸猾，订立乡约，建立学校，培养士子。其废寝忘食，通宵
达旦地工作。眼见滑县日新月异，百姓的日子一天天见好，
他却因辛劳过度，突然一病不起，卒于任。他到滑县的时间
还不足3年。噩耗传出，百姓无不嚎啕。灵柩回归之日，百
姓围棺大恸，又纷纷设祭帐相送，沿路络绎不绝，直送出县
境至开州。

杨岳东

任职时间最长的知县

杨岳东，字晓岩，号愚山，晚号凤皐, 午台南塂村（现属
莱山区）人。十二岁那年，以背诵五经补博士弟子员（秀
才）。他潜心研究经籍，采选先儒警语佳言，汇通成编，著
《愚山史钞》以广学识。

杨岳东虽然聪颖过人，却于嘉庆戊辰（1808年）才中了
三甲进士。他先是被分配到四川，后因家庭原因要求去直
隶（河北），9年后再去四川。自直隶至四川，他先后担任过
六个县的知县，任职十八年，任职知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
他居官勤勉，忠于职守，明于察断，所任皆政绩卓异。

据《牟平遗香集》载：杨岳东初到河北保定县，便深入高
阳镇村，查灾赈灾，洞悉民情，与民同甘苦。至定州，又遇水
患。他亲自到野外勘察水灾，到田间地头勘定被洪水冲淤
的地亩，“亲阅绳尺，虽炎暑未尝小疏”。新安县三面临河，
水灾频仍，杨岳东到任后，深入民间，“查灾筹赈，嘘寒问苦，
贫户多感激流涕者”。新安县城地处九河下游，因灾害欠债
颇多，要想彻底脱贫，必须根治九河水患。于是，杨岳东组

织人员，按河堤旧址重新规划河水流向，制定治理规划，然
后发动全县民众治理九河。他亲自沿乡督导，奋战3个多
月，全部完成治理工程。接着又筑木修建了副坝，以备涨
水，根治了新安县水患。杨岳东离任后，新安百姓在渥水渡
刻石铭记他的功德。

后来杨岳东调任四川营山诸县，注重施以德政，抚安民
生，同时公平疏讼，强化治安，严厉法禁，所任皆有政声。四
川总督戴公向朝廷反映：杨令所莅各县都很有政绩，能否不
频繁地调动，让其专心在一个地方做出更好的成绩呢？然
而，戴公的建议并没有被朝廷采纳，杨岳东在河北、四川各
任职了3个县，每县只有一个任期（3年），而且都是刚治理
好就立即调任另一县。内阁中书王幼海对同僚说：“杨君是
个出色的人才，可惜登第晚了。”

杨岳东12岁就考中了秀才，被誉为神童。结果经过5次
乡试才考中了举人，6次会试（乡试、会试都是每3年一次）才
考中了进士，仅应付考试就用了33年，中进士时已45岁了。
登第确实有点晚，不过任知县的时间为18年，也忒长了。

晚年，杨岳东离任回乡，在菜园里修筑了一座草亭，榜
曰“昔阴”，种花莳菊，吟诗读书，著有《昔阴亭诗》一册及《初
月山房》《菜圃纪候》诸草。

祝元敏

最潇洒的知县

祝元敏，字骏公，号麻岩，宁海州人。清初由恩贡授当
涂（现属安徽马鞍山市）知县。

当涂是有名的老大难贫困县，号称“难治”。祝元敏
到任后，先去长江边采石矶拜谒太白祠。公元576年，李
白受永王李璘叛乱的牵连，被流放到夜郎（贵州西部的一
个地区），途中遇赦，寄住在时任当涂县令的族人李阳冰
处，不久病逝。当地士子就在长江南岸采石矶处建祠纪
念，名太白祠。祝元敏见祠内外茅草丛生，便捐出自己的
俸禄，把太白祠及周围景区修葺一新，并规定今后要加以
重点保护，不许在此砍柴、放牧。经过先令祠，又恻然道：

“我主政这方土地，对不起前人的地方一定很多，既然步
他们的后尘，怎能让他们遗留的仁爱荒没呀！”于是又捐
资把先令祠整修一番，表达了对前任们的尊崇。接着，开
始了对当涂的治理。

祝元敏为能吏，其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从县衙作风到
乡风民俗，从农田水利到粮棉桑茶，从县城建筑到社会治
安，一一进行整治改革。其举废汰弊，平讼理，清积案，重法
典，厘正祀，整书院，立乡校，兴水利，劝农桑。经过3年的
综合整治，当涂面貌焕然一新，至第6年彻底摘掉了老大难
贫困县的帽子。

祝元敏把名利看得很淡。“不博官评，不邀士誉”——不
为博取上司的好评，不为得到士子们的赞誉。据《牟平遗香
集》载：祝元敏祖上曾做过明代侍御（侍奉君王的人），家中
经济条件必然不错，因此他做官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
名，把名利和身世都看作是浮鸥。

没有了欲望和追求，加之工作超然，祝元敏的官场生活
十分洒脱。他工作之余，常往来于青山绿水间，踏青问俗，
凭吊名胜古迹，或寄之于诗，或兀坐抚琴，且酌且饮，萧然物
外。一时文人墨客都称他为神仙吏，也称他为谪仙（谪居世
间的仙人）。他在当涂写了大量的诗赋，集《姑水琴泛》二
卷。昔日李阳冰任当涂令时，李白赠诗云：“广汉水万里，长
流玉琴声”，祝元敏的集名正是仿照此诗而起的。

于瀗

最有骨气也是最悲催的知县

于瀗，字秋一，号阜台，上庄村（现属牟平区姜格庄街
道）人，清顺治庚子（1660年）举人，康熙甲辰（1664年）进
士，授四川泸州纳溪知县。

康熙12年（1673年）冬，于瀗携妻子去纳溪赴任，抵达
保宁时，正值吴三桂叛乱。叛军攻陷四川，四川提督投降。
于瀗遭叛军前后居险而守，进退不得。叛军迫其投降，其坚
贞不屈，一直被关押至第二年三月，期间，叛军对他百般凌
逼，于瀗至死不从。其妻宫氏受刑不过，自缢。于瀗寻机逃
脱，向南逃至桃花坝（现属简阳市），潜藏在孝廉李先复家
中。其时，四川全境沦陷，盘查甚严，于瀗人地两生，身无分
文，无处可去，在李先复家一藏就是6年，精神几近崩溃。

康熙20年11月，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吴三桂、尚之信、
耿精忠时称三藩）之乱终于平息。阆中（四川东北部）诸生把

“原纳溪令于瀗抵死不受伪职”等情上呈，督抚藩臬会题议
叙。然而此时于瀗身心疲惫，斗志全无，对前途不做任何期
待。他在《锦江溯洄吟》中写道：“回首当年事，多荣亦多瘁。
此后将如何，莫放今日醉。”这可能正是于瀗当时的心情。

张启愚

最不谙官场的知县

张启愚，字鲁思，泽上村人，系张崧之子。清乾隆甲子
（1744年）举人，授四川大邑知县。

张启愚继承家父遗风，居官简朴，清廉爱民，重视人文，
尊重士子。他认同宋代教育家胡安定所言：“致天下之治者
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所以
任职大邑知县后，他先办起青霞、鹤鸣两所书院，并捐出自
己的薪水，作为聘任教师的工资和办公经费。办公之余，自
己还常去给学生授课。

张启愚为人清正，性格耿介，又是个认真扎实做事的人，
他的性格与官场庸俗的情态格格不入。“官方饶俗态，嚬笑总
非真。白眼看僚友，黄金结贵人（偶题十四韵）”表达了他对官
场的不认同之情。他更痛恨那些漠视老百姓疾苦的官僚。他
在《淇园道感怀五百八十字》中说，这年汛期，雨水特别大，他
刚在一个地方处理完水灾，忽然听说沁河决堤，洪水泛滥，“民
依高丘居，编氓（编入户籍的平民）尽饥色（老百姓都被困在高
丘上，挨饿受冻。）”他“连夜乘船回，逐处勤抚恤，跋涉固险艰，
检察必周悉，户口判大小，贫穷分次极”。他的抗灾工作做得
既艰难又细致入微。可是“上宪何轸念，车马来络绎。”——上
司们来大邑的车马络绎不绝，却没有对灾民们有任何同情的
表示，反而“旗帜要鲜明，饮食务丰洁。志意微不满，登时遭诘
责”。张启愚非常气愤：“万事皆待补，此费从何出！”

张启愚不谙官场俗态，不会阿谀奉承，更不曲意讨好上
司，因此经常受到刁难和打击。他忍无可忍，一气之下，以
养病为由，辞去了知县职务。

张启愚任大邑知县期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还捐了
很多薪俸给书院，离任时，宦囊空空，除行李书籍，别无它
物。士民哀痛，扳辕泣涕，依依不舍。当道念其为饱学之
士，且忠直勤勉，改授他为莒州学正（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
人员，八品）。他一如既往，清廉勤勉，任职多德声。晚年致
仕回到家乡，教授生徒，亦取得不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