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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叶嗣高给慈禧看过病
一条“叶家园子街”一路故事
本报记者 刘云菲

古城区有一条很有名的小巷，明末清初年间，叶氏从苏州迁居这里，出了不少名人：叶葆被
誉为“聊城圣人”、叶嗣高曾给慈禧看过病、叶松樵的画曾出现在聊城的大街小巷……这条小巷
因此得名：叶家园子街。

近日，叶松樵的孙子叶明找回了叶松樵现存的唯一一幅《双虎图》。随着这幅画的发现，人
们又回忆起了“叶家园子街”里的那些人和事。

5 日，叶明向记者展示
了这幅《双虎图》，它长约 1
米，宽约 40 厘米，画上两只
老虎在松林间穿行，老虎动
态神情栩栩如生，这幅作于
丙戌(1946 年)初夏之日的
画，虽过去了 65 年，可颜色
依旧鲜艳，就连老虎身上的
毛发都依稀可见。

叶明说，他听父亲叶簪

传说，爷爷叶松樵从小就喜
欢美术，自学成名。“到
了元宵节，聊城繁华的地
方都扎灯棚，上面有很多
纱灯图案，都是爷爷画
的。”叶明说，叶松樵每
天都画画，许多人很喜欢
他的人物画，就跟他要
画，他也从不吝啬。他还
喜欢特制颜料，把房子上

的砖瓦磨成灰当颜料。“用
这样的颜料作画颜色保存
时间长，不易脱落，而且颜
色显得古朴自然。”

《聊城市志》上对叶松
樵有这样的描述：“叶松樵
擅长花卉翎毛，并致力于山
水、人物，由写意而工
笔。他画的鹰、藤萝八
哥、柳丝翠鸟以及鸡雏啄

食等呼之欲活，形象逼真；
人物画描绘栩栩如生，令人
赞叹。”

叶明说，文革时毁了不
少画，留下的很少，后来听
说济南一位亲属那里有一
幅，他费尽周折才找回来，
这也是现在唯一一幅。“家
里人把它当成宝贝，这是第
一次拿出来。”

人物档案一：叶松樵(1889 — 1954)

用砖瓦灰当颜料的画家

叶松樵的族兄叶嗣高
是当时的名医。东昌府区政
协文史员高文广说，叶嗣高
在光绪二十年(1894 年)当
过陕西候补县丞。光绪二十
六年(1900 年)在太原漕粮
房任职。“八国联军进北京，
光绪和西太后慈禧逃亡西

安，途经太原时慈禧病了，
叶嗣高被推荐为慈禧诊病，
看好了慈禧的病，升迁为延
山县知县。”

高文广说，叶嗣高到延
山县不久，被召回北京，任
太医院御医，后来升迁为遵
化州知州，又在天津袁世凯

府中当差，升为候补道台，
辛亥革命后，他回乡行医。

“他回到聊城后，把老宅子
扩建了，买了块空地，建成
了园林。”

高文广说，叶家园子街
以前叫朱府街，因明朝天启
年间的建极殿大学士、吏部

尚书朱延禧府第在此而得
名，但朱延禧受魏忠贤陷害
革职回乡后，处世低调，族
人受到影响，也都搬走了。
因为有了叶家这个“园子”，
原有的街名逐渐在人们的
言语中消失，解放初正式更
名“叶家园子街”。

人物档案二：叶嗣高(1857 — 1925)

给慈禧看过病的名医

高文广介绍，叶氏家族
在明末清初从苏州迁居聊
城，清代二百余年间出进士
1 人、举人 7 人、贡生 10 余
人，是有名的书香门第。

叶葆就是其中一位，他
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

中举人，二十四五岁时因足
跛放弃仕进，在当时的朱府
街路南创办“道南学塾”，
广招四方学子。

高文广说，到他私塾
求学的人很多，许多知名
人士也都是他的学生：海

源阁杨氏父子(杨兆煜、杨
以增)有“两世受业，渊源
独深”的说法、崔家公馆
先人崔庄临也是他的学
生。“崔氏原籍茌平县杜
郎口乡的崔氏后人说，崔氏
三代受过叶葆的教育。”

“在长达四余年的教学
生涯中，他的学生中进
士、举人的众多，达到同
时期全县(聊城)考中进士、
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
上，有‘聊城圣人’的美
誉。”

人物档案三：叶葆(生卒年月不详)

放弃做官创办“道南学塾”

格相关链接

叶氏其他名人
叶锡麟，道光十七年(1837 年)中举人，任职高苑县教谕。咸丰十一年(1861 年)，退

休回乡，开始续修县志，历时五载，写成《聊城志稿》。光绪末年，县衙组织人员整
理他的遗稿，并加以补充，编完并刻印出版《聊城县志》。

叶俊昌、叶林昌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同中举人，次年春叶俊昌授广东化州知州。
叶簪传，所辑《东昌野史》、《联海拾遗》等，对研究地方文史和传统民间文学

有一定价值。

叶明展示祖父叶嗣高画的《双虎图》。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叶家园子街在古城区平面图的位置。（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