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善好施、总统赠匾的红顶商人 

——郭兴义 

 
郭兴义(1842 - 1922)，字本初，陵阳镇沙蒋村人。清末

林县著名巨商富贾，捐五品官衔。与哥哥郭兴诗热心于公益

事业，以捐款修桥铺路为义举。 

    光绪三十年(1904)，先后捐款数千串，维修沙蒋西路马

鞍岭路、达驼岭路、虹梯关路、山西龙真路、花园梯路、磊

口路、铺岭路等。又捐款倡修金灯寺、黄华寺。民国七年(1918)

倡修合涧仙岩桥，与哥哥先捐款 7000 串，并说：“天下无难

事，顾立志何如耳，吾虽衰老，誓修此桥！”对其子郭树森

说：“凡事难于图始，我其倡捐若干缗。”又对郭书等人说“孤

掌难鸣，众擎易举，诸君皆好善者，其分途募捐，并监桥工。

捐款未必敷用，凌集村有煤矿试采焉，获利悉以修桥。此桥

在望仙桥上游，仙人多岩居，可名曰仙岩。”遂于民国八年

(1919)动工修建。 

    民国十一年(1922)，大总统徐世昌为表彰其善行义举，

特赐予郭兴义“博济为怀”匾额。是年，郭兴义病逝，临终

前留下遗嘱：“以煤矿所得尽助桥工。”郭树森承命捐款 2 万

多串。民国十三年(1924)，大桥告竣，全长 300 多米，宽 7

米，高 11 米，共 9 孔，为林县当时第一大桥。桥东北建兴

义祠堂一座。大桥落成之日，参观者络绎不绝，无不赞叹：



“伟哉！此桥，诚一邑之大观也。” 

    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进士、直隶知州李见荃（林县人）

为此作了一首词，词曰： 

    滔滔淅水，合涧之阳，地当孔道，古无桥梁。洪流暴发，

震荡天地，无坚不摧，莫敢尝试。番番郭公，见义斯赴，灵

沼灵台，若有神助。更赖多士，同心同德，踊跃任事，各尽

尔力。挥金鞭石，成此巨工，晴空百丈，忽睹长虹。车可方

轨，马可成列，荡荡平平，康庄系别。阊阖洞开，高入云际，

凭栏俯视，骇而欲坠。万井参差，合涧全市，资为锁钥。东

大小店，南原康川，高瞻远瞩，气象万千。此桥经始，孰不

谓难，一夫奋臂，遂成大观。勇逾贲育，巧并般垂，精感河

伯，气慑冯夷。崇德报功，馨香弗替，从此仙岩，津粱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