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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五：工诗善书，热心公益

创办洛阳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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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堤办报济灾民

工诗善书育子侄

□记者 张广英 通讯员 姜利峰

1882年5月，郭芳五在孟津县
南达宿村（今属小浪底镇）出生时，
他的曾祖父母都还健在。老人听
到婴儿响亮的哭声，脱口而出：“此
英物也！”因此对其钟爱有加。

郭芳五确实天赋过人。他自
幼读书，过目不忘，加上勤奋好
学，14 岁便考中了秀才。16 岁
时，他被选入开封明道书院，师从
孙佩南、李敏修等，后考中举人，
科试屡屡报捷，人称奇才。1908
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从广东法政
学堂毕业。

当时河南文人有“四芳”：王
敬芳、黄自芳、朱化芳、郭芳五。
其中黄自芳是叶县人，比郭芳五
大一岁，他在《郭君芳五事略》中
说：“1909年，君任广东清理财政

局编辑员，调任稽核科科长。粤
督张鸣歧召开财政会议，自藩运
两司以下莫能道出只字。君将手
编之财政说明书条分缕析，且读
且讲，全场惊骇。”由此可见郭芳
五的才干。

他的才干还表现在很多方
面。当时偃师人杨源懋（字勉斋）
在河南酝酿革命，邀友人郭芳五
回来共商大计。1911年，郭芳五
还没回到洛阳，广东已宣告独
立。次年，他参与组建了河南省
临时议会，后被选为第一届国会
众议院议员。

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是郭芳
五的最高理想，他一度对此满怀热
情，但军阀混战、内乱迭起的现实，
让他痛心不已。1930年，他回到

洛阳，开始致力社会公益事业。
当时的洛阳，天灾人祸频仍，

百姓流离失所，他将目光投向了那
些孤儿。1931年，他与知交、洛阳
名士尤士奇一起，在老城康乐巷三
官庙内创办了洛阳孤儿院。次年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洛阳孤儿
院迁至考试院所在的周公庙内，改
名行都慈幼院，张钫（新安人，辛亥
革命元老）为董事长，郭芳五任院
长，尤士奇任副院长。

行都慈幼院先后收容了数百
名流浪孤儿。这里不仅教孤儿读
书识字，还教木工、纺织等生活技
能，以期他们将来能独立生活，服
务社会。同时，郭芳五等人还创办
了豫西民众教育协进会，在洛阳推
行民众教育。

1932年，河南遭受水灾，郭芳
五担任国民党中央水灾救济委员
会工赈管理局伊洛工赈事务所所
长，主办豫西工赈。他历时3个
月，率民众修筑洛河大堤2公里，

“东起大王庙，西至东下池村，与旧
堤相接”；1935年前后，又修伊洛
河堤30余公里。

1936年，豫西又受旱灾，郭芳
五除了筹办赈灾事宜，还联合官绅
在洛阳设禁毒会，严禁毒品泛滥。
次年七七事变爆发，震动河南，他
又与张钫等人做了一件更大的事：
创办《行都日报》，以鼓舞士气，宣
传抗日。

行都慈幼院有印刷厂，这是创
办《行都日报》的基础。于是，郭芳

五任《行都日报》董事长，聘请共产
党员周肇湖为主编。这份报纸于
1938年1月15日正式创刊。1944
年5月洛阳沦陷后，报社迁往陕西省
宝鸡市，次年日本投降后重返洛阳，
1946年4月被胡宗南勒令停刊。

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的大批
青少年学生流亡到洛阳，行都慈幼
院接下了收容他们的任务。为保
证上千名青少年学生的学习与安
全，1938年岁末，郭芳五又在日军
的炮声中把他们辗转护送到西安，
使他们得以继续求学。

1939年1月中旬，河南灾民大
量流入山西，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
会电令郭芳五视察陕西黄龙山河
南黄泛区难民的生活及生产情况，

并汇报赈济意见。郭芳五已是快
60岁的人，且正值寒冬，实在无法
进山，便委派别人代为视察。当时
在黄龙山的河南难民有4万余人，
虽有窑洞可避风雨，却缺衣少食，
无法自救。郭芳五等人汇报情况
后，河南难民得到了近百万元的急
救专款，生产和生活问题都得到了
解决。

从山西回来后，郭芳五又开始
着手处理行都慈幼院的事务。
1942年，家乡孟津遭受旱灾，他从
洛阳买回麦子、小米、大豆等，在南
达宿及附近村庄施粥，救济灾民。

1944年，洛阳沦陷。郭芳五不
愿被日本人利用，回到孟津躲了起
来。但日本人还是知道了他的下
落，一天，保长通知他：“明天早上日
本人来见你。”郭芳五连夜仓促出
走，历尽艰辛才到西安。

当时黄自芳正好在陕西。俩人
本来感情就很好，黄自芳便为郭芳
五置办衣装，让他安心住下。俩人
商量旧学，和诗遣怀，倒过了一段比
较舒心的时光。1945年，听到日军
投降的消息，郭芳五喜极而泣：“吾
辈有家可归矣！”立即启程返洛。

1947年3月，郭芳五在洛阳老
城仙果市街的家中病逝，终年65
岁。黄自芳为他写传略，称他“亢然
好义，大节凛然，爱国、爱乡、爱友、
爱青年、爱民众皆出于至诚。又长
文艺，遗稿盈箧，尚待整理”。而这
些遗稿，大多没能保存下来。

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收藏
有郭芳五的书法作品。他说：“郭芳
五原名桂芬，字芳五，后来他认为自
己脾气暴躁是缺陷，改名为涵。此
人工诗善书，其书法得于二王，融于
魏碑，很受时人欢迎。”

高福唐是洛阳近代书坛“三驾
马车”之一，其女婿丁万乐先生告诉
记者，在高福唐的遗稿中有多首与
郭芳五唱和的诗，如《和芳五立秋见
招叙商国学原韵》《书郭芳五悼亡诗
八首后》等，这也可证明郭芳五有

“工诗”的一面。
郭芳五去世后，高福唐也写有

长诗《哭郭芳五并追悼任肇鲁事》，
其中“郭君芳五一世豪，卷怀经纶栖
洛下”“芳五少壮举孝廉，京议供职
又廷献”等句，仿佛又让人们看到了
从前那个意气风发、志向远大的青
年。后来他离开政界投身公益事
业，谁又能说这个决定不正确呢？
至少，他为人们做过的那些事情，人
们多年后还会记得。

值得一提的是，郭芳五对子侄
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以苦读为家
训，教育孩子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学
好修身处世之道，以成为知识渊博、
爱国爱民的人。他的子侄长大后多
投身土木、水利工程及医学等领域，
大概也是受他的影响。

郭芳五又名郭涵，孟津人。洛阳近代书坛“三
驾马车”之一的高福唐曾写诗赞他：“郭君芳五一世
豪，卷怀经纶栖洛下。”这名满怀豪情的才子早年志
向远大，1930年后不再涉足政界，转而投身于社会
公益事业。

在那个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年代，洛阳城到处
有郭芳五忙碌的身影：赈灾、禁毒、办孤儿院、推行
民众教育、创办《行都日报》……这一切，只因他“爱
国、爱乡、爱友、爱青年、爱民众皆出于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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