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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香园位于菏泽市鲁西新区岳程办
事处岳楼行政村，此园始建于隋唐时期，
宋代时正式命名为“东皋园”，元朝时蒙
古族袁姓占据此园，改名“正春园”，后来
袁家败落。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御史何尔健购
置该园，更名为“凝香园”，并在此基础
上扩建了200余亩，规划成东皋园、牡丹
园和腊梅园三部分，后人因此称为“何
家花园”。当时何家花园种植了大量的
名贵花木，被誉为我国古代北方八大名
园之一，后历经变迁，现存面积仅有40
余亩。

凝香园坐西朝东，东门为正门，从东
门进入，在门口内侧不远处，矗立着一座
高约三米的石碑，镌刻着“凝香园”三个
金色大字。

凝香园现由三部分组成，南部为花
园，曲径通幽的花径两侧，种植着各种名
贵的牡丹。初入花园，给人的突出感觉是
玲珑小巧、古朴典雅，与曹州牡丹园的雍
容华贵、博大浑厚形成鲜明对照，可谓相
映成趣。有观赏者用“小家碧玉”和“大家
闺秀”来比喻凝香园和曹州牡丹园，也能
道出个中韵味。凝香园内狭窄的青砖小
径，蜿蜒伸向花木深处。

凝香园中牡丹最多时曾有一百八十
多个品种，在菏泽牡丹种植历史中，凝香
园的地位举足轻重。园中牡丹品种繁多，
牡丹盛开时硕大色艳、孤傲群芳、美不胜
收。据传名誉天下的绿牡丹、黑牡丹皆为
凝香园率先培育，凝香园至今仍保留着
何园白、何园红、金黄、绿玉、葛金紫等二
十多个名贵牡丹品种。鉴于凝香园的历
史影响，该园于2009年12月16日被菏泽
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笔者走入凝香园时正值雨后初霁，
凝香园中牡丹竞相绽放，微风拂过，一朵
朵牡丹摇曳生姿，一大片的牡丹娇艳欲
滴、姹紫嫣红，置身花的海洋，允吸着芬
芳的花香，宛若进入仙境。

在凝香园的西北部，是1996年迁建
于此的何家祠堂，原何家祠堂建于明
朝万历三十年，位于菏泽市区广福街，
1995年因广福街扩建，原祠堂被拆除，
拆除后的祠堂厅房建筑材料被何氏族
人运到此处，并在此重建了何氏祠堂。

走进大门，朱红匾额上书“何氏宗
祠”四个金字，为当代书法家启功所
题。院内迎面照壁青砖青瓦、古色古
香，南面镶嵌着行书牡丹诗七律一首：

“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到家。
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摇
风百态娇无定，坠露丛芳影乱斜。为语
东皇留醉客，好教晴日护丹霞。”此诗
为曾任明代工部尚书的凝香园第二代
主人何应瑞所写。何应瑞一度辞官返
乡，他在观赏牡丹时有感而发，诗中描
绘了凝香园牡丹之美，何应瑞借物言
志，直抒胸臆。

何氏祠堂以北是祠堂正厅，红墙黛
瓦、四柱五间、五檐翘角，坐落在五层台
阶之上，气势宏伟。四扇格门之上，悬有

“万世流芳”金字匾额；两廊柱上有浓墨
大字楷书楹联，上联为“春露秋霜当思德
业由先泽”，下联为“云蒸霞蔚留得读书
与后人”，厅前有一块石碑，上刻“何氏宗
祠碑文”。

走进厅堂内，正面供奉的是何氏五
世祖何尔健及四位后辈的灵位和画像。
据何氏族人讲，原祠堂内还有一块明末
刻字木匾，记录了崇祯皇帝对何应瑞的
谕旨，另外还有刘墉题写的“怀仙堂”“灵
堂馆”匾额，现在都已失落。院内现有五
间西厢房，内设“曹州何氏文化史料展”，
房前有一块石碑，刻有“何氏宗祠迁修
记”。院内东有碑廊，立着多块名人书法
题词碑刻。

凝香园的东北部为何家的祖墓，远
远望去，牌坊、石碑和坟茔掩映在苍松翠
柏丛中。

凝香园的第一代主人是何尔健
(1554年-1610年)，字名甫，号乾室，为明
万历十七年进士，被誉为“铁面御史”，历
任鄢陵县令、监察御史、大理寺丞等职。
何尔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体恤民情，
他曾奉旨出巡辽东，查处贪腐税官高淮
党羽。

何尔健还为家乡菏泽捐学田、立
义冢、救济贫民、抚恤寒士，因此青史
留名。他所倡导的“以伦理为纲纪、以
守身为良法、以法戒为要道、以勤俭为
根本、以利欲为鸩毒、以嫖娼为陷阱、
以防范为家法、以争斗为恶习……”的
何氏家训世代相传，对教育子孙后代
产生了重要影响。

凝香园的第二代主人何应瑞(1578
-1644)是何尔健之子，字至符，号太嬴，
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
常州知府、河南参政、副都御使、江西
左布政使。崇祯八年，调任南京太常寺
正卿，崇祯十三年，擢任工部尚书。明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
帝在北京煤山自尽后，何应瑞悲痛万
分，遂绝食七日，殉节于南京，被誉为

“忠贞尚书”。
何思源是何氏十六代孙，中国现

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
爱国民主人士，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何
思源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山东省政
府主席、国民政府北平市长等职。他创
立了“社会教育、求生教育、爱国教育”
的教育理念。

据何氏族谱记载，何氏是明代洪武
初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至菏泽市定
陶区西台集村的，后来五世祖何尔健建
府邸于曹州城西当典街南。何氏家族历
经600余载，开好学上进、明伦知礼之风。
何氏家族英才辈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做
出了不同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
东省作协会员、菏泽市中华文化促进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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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在鲁南抗
日根据地有个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的“万三爷”，他就是临沂
兰陵县 (原苍山县 )上大炉村的
万春圃。万春圃原是当地一个
有名的庄园主，后来加入革命
队伍，1943年5月任八路军鲁南
军区副司令员，成为鲁南抗日
时期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出色领
导者，1 9 4 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解放时他又随部队进城，
接管济南，曾担任济南市政协
副主席。1972年，万春圃走完了
他传奇的一生。

万春圃出生于地主家庭，家
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
他自幼爱骑射，善结交，性格豪
爽，讲义气。早在1918年，万春圃
就组织民团自卫武装，保境安
民。抗战以前，在鲁南山区他是
一个有威望、有影响的实力派，
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
在当时，万春圃有三个响当当的
名头：一是“万三爷”,因他排行老
三，又是当地大户，故人称“万三
爷”；二是“万会长”,全面抗战爆
发后，万春圃组织抗日“联庄会”,
担任会长，所以人们又称他“万
会长”；三是“万支队长”“万副司
令”,八路军115师到鲁南以后，他
曾担任“边联游击支队”支队长，
后来边区游击支队与苏鲁支队
合并，他又调任八路军鲁南军区
副司令员。

万春圃这样一位身份特
殊、社会关系复杂的地方实力
派，在抗战以前就与中共党组
织有着很深的联系。在20世纪30
年代，万春圃曾经支持共产党
在“联庄会”等地方武装中建立
党组织、发展党员。1933年苍山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临沂县当
局密令他逮捕共产党员聂立
人、聂益人，他暗中通知两人躲
避。1934年，他与中共枣庄矿区
委员会建立密切联系，他的长
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
的刘清如先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此后，枣庄矿区党委书记郭
子化及其他工作人员经常住在
他家，进行革命活动。抗日战争
爆发后，万春圃组织了一支武
装队伍，后来将其发展成一个
直辖营。这支队伍人枪四百，武
器精良，是一支较正规、有一定
战斗力的队伍。在未编入苏鲁
支队之前，共产党就在这支部
队中开展了大量工作。后来，万
春圃把整支武装部队全部交给
了党，使其成为鲁南抗日的一
支中坚力量，发展成为威震鲁
南的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老五
团”,解放战争期间成为华东野
战军第三纵队23团。

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在
万春圃家中成立。2月，中共鲁南
特委机关在大炉村突遭日伪军
500多人包围，万春圃主动率部
阻击敌人。战斗中，他年仅19岁
的儿子万国英不幸中弹牺牲，万
春圃强忍悲痛高声呼喊：“国英
是为国家民族解放而死的，死得
光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
他的激励下，大家英勇杀敌，胜
利完成了掩护特委机关转移的
任务。

同年夏天，八路军115师师
部进驻鲁南后，也暂住在他家。
万春圃住的三个院落，除留下几
间由家人居住外，其他全都让给
特委和师部使用。当时他家和八
路军机关同在一个大门出入，亲
密得就像一家人一样。115师政
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等领导同
志，都曾住在他的家里。罗荣桓
经常同他拉家常，陈光还将自己
的战马送给万春圃。在和党的高
级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接触
中，万春圃懂得了很多革命道
理，也感受到了罗荣桓、陈光等
党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
和八路军严明的纪律，万春圃和
党的感情更亲近了，也更坚定了
抗战到底的决心。通过万春圃，
共产党同鲁南的地主阶层、士绅
名流建立了密切联系。另外，他
还献出自家的粮食和木材供应
军需，并向至亲好友筹集粮食十
几万斤和银洋300元送给部队，
支持抗日。后来根据地开展减租
减息、土改运动时，他把自家的
房子和土地全部交给了抗日民
主政府。

抗战以来，万春圃与共产党
人一起坚持斗争，同甘共苦，经
受了严峻的考验，其中最大的一
次考验是：1941年，国民党51军
337旅一部，在地方顽固军队王
洪九部的配合下，乘中共鲁南区
党委和鲁南军区转移外地之机，
占领了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县的
全部地区和鲁南领导机关驻地
上大炉村，俘去了万春圃的女儿
万国荣和儿子万国平，他们送书
给万春圃：“只要你过来，至少委
你个团长。否则就抓你全家，扒
你的祖坟。”他回书称：“孩子无
罪，杀剐存留随便。我跟共产党
是为抗日，不是为当官，抗战这
条路我走定了。”最终，国民党顽
固派实施的这次人质讹诈行动
以失败告终。

1942年10月，中共鲁南区党
委、鲁南行署、鲁南军区和边区
县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决定，在
云涧峪村举行几千人参加的大
会，祝贺万春圃60寿辰。中共山
东分局，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
桓、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肖
华等均致电祝贺。115师的“战士
剧团”专程由滨海区赶来作慰问
演出。会上，万春圃频频向到会
人员鞠躬致谢，热泪盈眶地表
示：“一定要抗战到底，报答党和
人民的关怀。”

万春圃由长期同情支持共
产党，到最后成为共产党员，直
至无怨无悔献身于共产主义伟
大事业，为鲁南区的抗战事业做
出了独特贡献，至今在群众中仍
流传着“没有万春圃就没有鲁南
抗日根据地”的说法。几十年来，
他始终坚定跟党走，无论是面对
日寇、汉奸、国民党官员威逼利
诱，还是在抗战陷入极端困难的
情况下，都始终坚定不渝地支持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荣桓
曾经评价他说：“一个从旧营垒
中走出来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
人民的这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
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
的。”

万春圃的抗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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