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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烂堆里寻出民国书法作品
作者疑为民国时期聊城书法界“三臣”之一的刘克平
本报记者 刘云菲

近日，市区书法爱好者刘天游，从一个卖废品的
人手里发现一副对联，疑似出自民国时期被聊城书法
界誉为“三臣”的刘克平之手。一副对联，揭开尘封往
事：刘克平曾居住在古城区火神庙街上，“三臣”之一
的顾绍年、田径冠军专业户邱宗澄也出自这条街道。

意外>>

破烂堆里
救出书法作品

家住聊城市区的书法爱好
者刘天游，喜欢收藏民国时期
的瓶罐和字画。几天前，他无
意中在一个卖废品的人那里发
现一副对联。略懂书法的他，
见这副对联用纸讲究，书写结
构规范，觉得应出自名家之
手。

这副对联用纸为红撒金
宣，内容为“兴隆盛世民乐丰
年，文际昌期商成大业”，右边
写着“文星粮店新市志喜”，左
边依次写着“尹澄源、刘克平、
黄世清鞠躬敬贺”。东昌府区政
协文史员高文广说，“估计他们
三人是店主的好友，按年龄的
长幼排序。”

刘天游说，“我找来其他人
帮我看，他们都说字写得很好，
上面还有刘克平的署名，应该
是他的。”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敬斌
从照片中鉴定，这副字是魏碑

体，写得疏
密有序，结
构得当，是
一 副 好 作
品，可至于
是 不 是 出
自 刘 克 平
之手，还需
进 一 步 鉴
定。

刘克平其人其事>> 老百姓推举当县长

这副对联揭开一段尘
封往事。

史料记载，刘克平生
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
年)，幼年时曾居住在古楼
西街县衙附近，民国七年移
居火神庙街，一住就是十
年。

高文广说，刘克平曾
在光绪三十年担任过聊城
农林学堂庶务长，民国十

三年担任过聊城乙种商业
学校校长。民国十五年北
伐军进驻聊城，聊城县长
被扣押，八区区长及国民
党县党部负责人王慕桥等
人公推刘克平为县长，可一
个月后，国名党上层委任的
县长来了，刘克平卸任。八
区民众持梭镖游行示威支
持民选县长，并到刘克平门
前席地而坐以示拥护。

“刘克平坚持不就，
并劝散群众。”高文广
说，民国二十七年，日本
侵略军攻陷聊城，伪县长
多次出面请刘克平出来做
事，被他拒绝，伪县长到他
家请刘克平主编县志，他以

‘双腿染疾，难以从命’推
脱。日本投降后，王金祥因
其在聊城的威望，任命他
为聊城县参议长。

火神庙街另外俩名人

顾绍年>>

书写《重修光岳楼碑记》

民国聊城书法界“三臣”中的顾
绍年，也居住在火神庙街。顾绍年以
正楷、篆书见长，聊城《重修光岳楼
碑记》、《重修聊城县政府碑记》均
出自他手。

高文广说，重修光岳楼时，当时的
县长孙桐峰请刘克平编撰、顾绍年书写
楹联。楹联为“泰山东峙、黄河西临、岳
色涛声，把酒凭栏无限好；丛台射书、微
乡明志、人杰地灵，登楼怀古有余馨”。

“抗日战争前，顾绍年书写的匾额
在聊城城区随处可见。”高文广说，顾绍
年的堂孙顾天德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投
身范筑先将军的抗日队伍中，参加过多
次战斗，也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
的警卫员，在聊城失守的前夜牺牲了。

邱宗澄>>

小街跑出田径冠军专业户

与刘克平、顾绍年是“老街坊”的邱宗澄，
住在火神庙街西首，是一位体育名将，多次
获得过济南市越野赛冠军。

高文广说， 1930 、 1931 年邱宗澄先后
获得山东省田径运动会 1500 米冠军， 1932
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获 500 米、 1000 米
两项冠军。后来，山东省去天津参加田径运
动会，当时邱宗澄患脚腕症要求退赛，时任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用担架抬着也得
去！”邱宗澄奋力参加比赛，最后夺得了
800 米冠军。

1933 年，邱宗澄入选国家队，曾代表中
国参加举办菲律宾的远东运动会。1944 年，
他回聊城当了一名体育老师，培养了许多有
建树的运动员。1955 年，他参加建国后的首
届全国运动会，贺龙元帅亲自接见了他。刘天游和好友讨论这副对联。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