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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罗氏兄弟
与济南北渚园、贤清园

□张明福

哥哥罗以书

创修北渚园

罗以书(1712年-1774年)，字
素文，号渚亭，廪生，云南剑川州
知州，退休后在济南营建园林别
墅一处，著有《青芝山房诗草》和

《云怡楼诗草》。
北渚园位于济南小清河南

畔，即今天白鹤商场迤东地带。明
洪武八年，历城知县周斯农在此
成立白鹤书社，当时入学者达两
百余人。嘉靖四年，历城知县周居
岐在境内创办白鹤书院。

清代乾隆年间，白鹤书院被
合并到泺源书院，原白鹤书院的
院落被当地一崔姓人家购得，改
为私人花园，当地百姓称为“崔家
亭子”。据《历城县志》记载，德州
籍退休官员罗以书，经济南人张
明玉介绍，购置崔氏所建私人花
园内的百鹤亭一处，罗以书将其
改名为“北渚园”。

“北渚园”的规模很大，园中
有“见山亭”“小华不注”“得月廊”

“曲磵”“来鹤阁”“竹径”“倚善屋”
“沚亭”“涵书楼”“众香台”等十
景。“北渚园”当时名声响亮，几乎
成了济南北郊一带的代名词，许
多诗人墨客也纷纷来此观光、吟
诗。

仅有清一代，就留有张元
《北渚园杂诗》五首、沈廷芳《北
渚园杂咏》四首、张宏谊《北渚园
杂咏》四首、沈世炜《北渚园》四
首。德州著名诗人田同之曾作

《访北渚城》诗，“荡漾春风里，来
寻北渚亭。水光半篙绿，山色一
船青。杨柳垂残照，鸬鹚没远汀。
遗名空自好，极目翠沉溟”，被认
为是吟咏“北渚园”最好的诗。

弟弟罗以深

修建贤清园

“贤清园”是清代乾隆以来
济南一处著名的私家园林，位
于今五龙潭公园内的贤清泉
上，因泉得名。明朝末年，济南
士族陈文学曾在此处修建“伊
人馆”。后来贤清泉为逯坦购
得，重建园林，命名为“逯园”。清
乾隆时期，“逯园”归德州罗渊碧
所有，易名为“贤清园”，园内有
罗氏所建的“贤清草堂”“君子
亭”等。清代学者、藏书家沈廷芳
于乾隆十三年酷夏季节，应园主
之约，游览了济南名园“贤清
园”，并应主人之请，撰写了《贤
清园记略》一文。

《贤清园记略》是一篇精美的
名园游记作品，由于作者撰写此
文的本意在于“为考济南泉源之
盛，而记其园之概”，所以在这篇
游记的开头便描述济南的泉水：

“济南名泉甲天下，旧传七十有
二，嵇诸乘志，暨士夫老民，殆不
只是。盖旧者九十，新者五十有
五，皆济南之射地而出者。其著者
为趵突，为珍珠，而贤清实是二泉
之体而微者也。泉本名“悬清”，一
名今名，泻而为三娘子湾，流经于
家桥，入大清河。”短短一段文字，
准确地记述了清代乾隆年间济南
名泉数目，并简述了“贤清泉”的
概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济南
名泉史料。

紧接着，作者再紧扣文章本

题，记述名园，记述中仍然不忘
文章的本意：“德州罗氏为园其
上，园可十亩余，缭以周垣，荫以
乔木。其南一池，方可三寻，如贯
珠潏潏不息，澄澈逾镜，净不可
唾。东西凿沟，西从垣出，穿柳
根，根浸久皆红色，清藻相映，殊
可爱。东沟注而北穿簃道，二十
步许，又稍北，自地中行道石窦
间，窦拱大水喷尺余，与趵突三
泉等第。趵突用锡筒束以出，兹
自石溢，天工人为不较然与。窦
泄为北池。视南池浅，而广其半
焉。菱叶荷花，轻鯈白沙，景致亦
佳。池西南有沟，差小于南池者。
南池阳屋三楹，颜曰‘贤清草
堂’，东西俱簃。池北屋如之。屋
左设石几，可饮可奕。其花木有

黄梅、桃、杏、李、合欢、紫薇、海
棠，杂以修竹、蒲桃，而栝柏数
株，高柳十章，青入天半，俱数百
年物，它琐屑不爱记。”

沈廷芳在文章最后向读者
交待了来此游园和写作本文的缘
由：“乾隆十有三年，余使济南，暇
日过此，罗生渊碧觞余。时值三
伏，洒然忘暑，唯闻禽声与泉声相
和，不知旅游之倦。寻步至巷南张
氏漪园。园缔构若胜贤清草堂，榭
周遮几无隙土，则余不能无微议
焉。临归，渊碧索余记，余重其请，
而其高祖嵚瞻公以名进士为正御
史，父兰斋员外世其家，渊碧与兄
素文从余游，皆束修相学，趾媺前
人者，为考济南泉源之盛，而记其
园之概如此。”

清代嘉庆年间，济南文人周
震甲又从罗氏处得“贤清园”，因
他本人自号朗谷，因此将园名改
为“朗园”。光绪三年，济东泰武
道道员李宗岱，在 "朗园 "废墟
上，改建成“汉石院”，修建了古
色古香的厅堂和飞檐挂云的亭
榭。民国时期，该园林荒芜，其遗
址在今五龙潭公园内，尚有遗迹
可寻。

至于沈廷芳文中提及的“张
氏漪园”，原位于今五龙潭公园
古温泉处，为清代康熙年间历城
人张秀所建，是一所幽美的庭院
式建筑。当地人称其为“张家
园”，可惜该园后来荒废，遗迹无
存。

罗氏兄弟

不同寻常的家世

德州罗氏兄弟不仅出身官宦
之家，是鲁西北的大户，还是著名

“罗酒”的生产制造商，可以用“富
甲一方”来形容。

罗氏家族原籍江西，明初由
北直隶通州迁来德州，明末通过
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其家族占地
之多，在德州素有“封千顷、罗百
万”的说法。家族酿制的“罗酒”在
清代中前期很有名，京城达官显
贵都以喝到正宗“罗酒”为幸事，
罗氏家族因此才有能力在济南购
地建造园林。

罗氏家族不仅富有，而且一
直追求文化传家。从明末兴盛开
始一直到清代后期，家族持续兴
盛200多年，靠的是优良的家风，
家庭中的进士、举人、贡生有几十
位之多。

著名文化名人张元、韩锡胙
都曾做过罗家的“西席”。张元在
所写的《墨寿轩遗诗序》中说自己
曾于雍正十二年受罗植所聘在罗
家为私塾，课其儿子罗以书、罗以
深学业。《墨寿轩遗诗序》是罗以
书、罗以深的父亲罗植所著。罗植
(1693年-1737年)，字堦兰，一字兰
斋，号树堂，历任刑部浙江清吏司
员外郎。虽生于贵胄之家，但潜心
风雅，异书满架，尝手自校勘，著
有《墨寿轩诗集》传世。

罗氏家族有着良好的家风。
明末清初，他们家族第一位走进
仕途的进士罗国士，归里后就在
德州城里的住所挖水池、造花
园，成为文人雅士聚集之所。清
代中期，他的重孙罗以深对此稍
加修葺，并榜其门曰“朴园”，人
称“罗朴园”。同时，罗以深为了
酿酒，在城南二里的运河边上购
得“程氏南园”，花费重金进行了
景点重布，并改名“长河别墅”。

清代乾隆年间，德州罗氏家族的罗以书、罗以深兄弟分别在济南购置田产，创建了
“贤清园”和“北渚园”两处名园，这两处园林名气很大，成为时人谈论的话题，许多诗人墨
客也纷纷来此观光、吟诗。

“贤清园”位于今济南五龙潭公园内的贤清泉上，因泉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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