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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蔼肮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

斯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

也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

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李之芳其人

李之芳，字朱仲，号邺
园(1622～1694)，明天启二
年壬戌八月十八日(1622)出
生于山东武定府(即今山东
省惠民县城)，死于清康熙
三十三年甲戌十一月初二
日(1694年)享年73岁。

李之芳少时就塾，聪颖
好学。明崇祯十五年 (1642

年)二十一岁时中举人；顺
治四年(1647年)进士及第，
授浙江金华推官、刑部主
事、广西道御史。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

五十二岁的李之芳被康熙
帝任命为兵部侍郎，总督浙
江军务。 6月，李之芳以兵
部侍郎身份离京去杭州“总
督浙江军务”，参与平定了
降清后又率兵独立的耿精
忠之乱。在这以前，根据蛛
丝马迹，李之芳已预见到吴
三桂、耿精忠等人会反叛，
曾向康熙皇帝密陈《封疆夫
系非轻》一疏，提请康熙注
意各藩王的动态。果不出李
之芳所料，就在他以兵部侍
郎身份，离京到杭州赴任
时，平西王吴三桂于十一月
在云南起兵，自号“周王天
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反
清。第二年春天，耿精忠也
在福建起兵，向浙江进犯，
台湾的郑经与之相配合，不
断骚扰浙江沿海。五月，李
之芳和新派来的都统赖塔，
率领满洲兵一千，绿营兵两
千，乡勇五百，进驻浙江南
部的衢州。在衢州及其以南
的仙霞关一带与叛军进行
了多次激烈的交锋，屡败耿
兵。

康熙十四年八月，李之
芳又与康熙派来的亲王杰
书在衢州会师，力量大增。
李之芳生于孙子故里，虽不
熟骑射，但精通兵法，善于
谋攻。《清史稿》评价他“练
世故，沈几善谋”。在战争的
关键时刻，赖塔、康亲王由
于听从了他的谋划，均取得
了辉煌的战绩。康熙十五
年，根据李之芳的意见，康
亲王率一支军队攻入福建，
大败叛军，耿精忠自缚投
降，被押到北京斩首示众。
康熙十六年，耿精忠余部林
尔瞻拥兵数万，仍负隅顽
抗。李之芳审时度势，不顾
个人安危，仅带数十骑深入
虎穴，劝降成功。在与耿精
忠叛军激战的同时，李之芳
还分兵与郑经作战，多次打
退郑经的海上入侵，为巩固
满清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
甲寅，晋升为兵部尚书。李
之芳根据自己在平定三藩
过程中的对江浙、福建地形
的熟悉和与郑经作战的经
验，积极向康熙皇帝建议攻
打台湾，康熙采纳，在充分
准备后康熙二十二年五月
命施琅攻台湾，八月施琅疏
报师入台湾，台湾平。

偶然发现李氏族谱

16日上午，记者驱车近两小时，
来到了位于惠民县城西南方的石庙
镇。通过打听得知，李阁老的部分后
人就居住在石庙镇，当时的李氏族
谱就是在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的
偶然发现下才“重见天日”的。

据这位工作人员董先生介绍，
2006年的时候，他听说镇上侯李村
有李阁老的后代，并在李氏后代李
炳禄那里得知，李氏家谱的原件由
石庙镇巩家村的李敬山收藏。据见
到家谱庐山真面目的董先生说，这
套家谱一共六册，用黄花梨木板夹
着，上面记载着李氏的血亲世系，风
土人情，对李之芳的事迹也有详细
的介绍。也是通过这本家谱，让更多
人知道了李之芳这位清朝重臣。

董先生告诉记者，李阁老的故
居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被拆
除，现如今已经是惠民县百货大楼
的所在地。而李阁老的古墓发现于
1967年秋天，原来的惠民县第一油
棉厂就建在古墓之上。就是在兴建
油棉厂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古墓。

据说，当时出土的古墓外层是
灰隔，内层是套椁，灰隔与套椁之
间灌有松香。套椁内是棺材，棺材
上覆盖着紫红绫子的旌铭。上面用
楷书金字写着：“清诰授光禄大夫
文化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正一品
加三级邺园李公之柩”。

“听当时参与挖掘的老人说，
打开棺材的时候里面的尸身保存
完整，现在挖出来的东西都在惠民
县的博物馆里放着呢。”据记载，死
者头戴元狐帽，帽顶有颗玛瑙顶
珠，约核桃般大小，深褐色，中间有
孔，用金丝系着。死者口内含金币，
金币与人民币贰分硬币大小相似。
后经专家考证证实，死者年龄相貌
与馆藏李之芳画像相似，且铭旌记
载与县志记载一致。出土文物充分
证明：古墓的主人就是李之芳。

寻访阁老后代

得知李阁老的后人就住在石庙
镇，在董先生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
于镇政府以南的侯李村，见到了阁
老的第十三世、十四世后人：76岁的
李炳银和75岁的李原忠老人。

这天正值李炳银老人的76岁
大寿，老人显得特别高兴，拉着记
者说了好久。从老人口中得知，李
阁老的后人在惠民县主要分布在
三个地方，一是侯李村，大概有八
十口，另一个是十几里外的巩家
村，还有就是惠民县城也有一大部
分子孙后代。“我是李阁老的直系
后代，阁老是我们李氏家族的第四
世，我是炳字辈，是第十三世子孙。
阁老的后代全国各地都有，阳信
的，天津的，内蒙的，陕西的等等，
我还有个老舅在台湾呢！”李炳银
老人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李炳银老人告知记者因为自

己年纪大了，很多事儿都已经记不
起来了，“只记得小时候父辈的人
说李阁老文武双全，习惯白天习
文，晚上习武，所以文韬武略样样
精通，还帮助康熙平定了三藩。”李
阁老说，他们每到过年过节都会祭
拜先祖，一般是大年初一去上坟，
祭祖悼念先人。坐在一旁的李原忠
老人是李阁老的第十四世子孙，以
前在镇上做过会计，李阁老的墓出
土的时候，他还被镇上叫去看过，

“身材非常高大“。

见到李氏家谱

因为时间原因，记者只得匆匆
告别两位老人，前往十里地以外的
巩家村寻找族谱和李氏后代。车子
行走在田间，正值初冬，到处都是
绿油油的麦苗，仿佛诉说着这座小
镇里关于李阁老的故事。一路颠
簸，终于来到了巩家村，见到了李
氏家族第十五世子孙：67岁的李敬
山老人。

在了解到记者的来意后，李敬
山老人迟疑再三，走进屋里拿出了
他的传家宝贝——— 李氏家族族谱。
据说此套家谱印制于民国年间，共
有六本，分为金(2卷)、木、火、土、
谷。记者看到这本泛黄的家谱上，
封面“惠民李氏族谱”六个隶属毛
笔字遒劲有力。内页也因年代久远
已经泛黄，纸张薄而脆。一片片发
黄的书页上，记载着李氏的血亲世
系，风土人情，对李之芳的事迹也
作了详细的介绍。

李敬山老人十分宝贝这套家
谱，从不轻易给别人看，只给记者
拿出了第一本，记载着家谱的谱系
图。原本记者想把族谱放在桌上仔
细观看并拍照，但李敬山老人却一
直紧攥在手里，生怕有人给夺取，
也只好作罢。由于李敬山老人刚做
完手术，说话不方便，我们不便打
扰，就告别了老人。

故居变商场

古树包其中

谢别了董先生的一路陪伴采
访，记者继续返回惠民县城寻找当
年李阁老的故居和身后所葬之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经过多
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李府“所在地。

如今的”李府“已经被商场所
代替。听住在附近的居民说，现在
惠民县百货大楼到东方商厦，南门
大街以北就是原李府所在地。更替
后的繁华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痕迹，
想要追寻当年的踪迹只能靠老人
们的回忆。

在东方商厦后面的一处小院
内，记者幸运地碰到了68岁的李大
娘，她的老伴也是李阁老亲兄弟的
后人。她向记者描述着李府原来的
模样，“我们现在这个小院就是李
宅中间的位置，记得小时候这里有
个大的院子，大门就是那红红漆木
门。里面有很多粗粗的柱子，房间
很窄，门都是木头的。”

在惠民县百货大楼的里面，还
有李宅的一株古树。商场经理介绍
说，这棵树就是当年李阁老故居中
的一棵，原本在楼的东面还有一
棵，但在盖楼的时候砍掉了。“1977
年大楼开始建的时候，就把这棵树
包在里面了，这大楼所占的地方就
是原来李阁老故居的位置。很多东
西都因为历史原因而被毁坏了。记
得小时候，在西边还有个戏台子
呢。后面那条李府后街，就是因为
在李宅后面而得名的。”

天黑以后，记者终于找到了惠
民第一油棉厂旧址。“旧时王谢堂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第
一油棉厂，现今已经成为一个售楼
处，只剩下零星残败的厂房。关于
一代重臣李阁老的故事，似乎也只
是回响在那个戎马倥偬的时代。从
这里出土的文物也都被陈列在惠
民县博物馆中，很遗憾记者没能进
入馆内亲眼看到这些历史遗迹。

传说为世人乐道

在惠民县城街头，随便问几位
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他们都知道
一些有关李阁老的传说，如“仁义
胡同”、“买米不买谷”等。

在惠民县百货大楼背墙，有一
条小胡同，就是当时的仁义胡同，
现如今还保存下来，只是样貌有所
改变。这条胡同内并没有标牌，看
上去和普通的胡同没有什么两样，
但当地人都知道它的名字。红砖铺
的路，通向后面的几处平房，胡同
两边已经立起商业沿街楼房。已经
看不出当时的痕迹，听附近居民们
说，这个胡同南北两边原来是当时
在这里居住的李府和高府的宅子。

相传，当时李阁老家中大兴土
木，将原来与北邻只有四尺宽的胡
同占去了一半。北边的高家在当时
也是大户人家，其亲家与阁老同朝
为官，官位虽不及李家高，但权势也
挺大。高家见李家如此霸道，也不示
弱，就将南墙推倒，也向南伸出了一
墙，把本来就不宽的胡同堵了个严
严实实。周围的百姓因惧怕两家权
势，敢怒不敢言。两家人因争抢地方
各不相让，县衙也不敢管。

后来李阁老知晓此事，以一首
诗解决了纷争。“千里捎书为堵墙，
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
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李家就按照
李阁老的意思，不但将原来向北移
出的一墙挪了回来，又主动向南挪
了一墙。高家知道后，称赞阁老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也仿照办理，
向北挪了一墙。这就使本来只有两
墙宽的胡同变成了六尺小巷，不但
行人能走了，还能通马车。当地百
姓看在眼里，都十分高兴，便把这
条胡同取名“仁义胡同”。

关于另一个传说，记者是从董
先生那里得知的。据说清朝以来几
百年，惠民城粮食市场从来没有卖
谷子的，只有卖小米的。这其中的
缘由，跟李之芳是有很大关系的。
古城惠民有很多的海子湿地，水草
丰富，土地也很肥沃，百姓多种植
稻谷。7岁的李之芳来到海子旁玩
耍时，一不小心掉到了海子里。不
会游泳的李之芳在水里拼命挣扎，
就在旦夕之间，李之芳抓住了漂在
水上的一捆稻谷，终于保住了性
命。李之芳的父母认为这是谷子神
仙搭救，就到庵里还愿。

对于李阁老，后人有诗云：“清
史细流散作星，经文纬武邺园雄。平
藩驱寇彪青史，疏浚抗洪负盛名。赋
有别材流百代，诗含大雅越千峰。欧
苏文采公堪比，入相出将诸葛同。”
正是对李阁老的真实写真。

滨州物华天宝，向来不乏俊才，如孙武、东方朔，英才辈
出。明末清初，滨州惠民也曾出过一位能人，官至文华殿大学
士兼吏部尚书正一品加三级，人称“李阁老”。此人名叫李之
芳，武定 (今惠民县城南关)人。据记载，李阁老一生戎马倥偬，
平三藩，剿余寇，能文能武，是清朝一代重臣。不过寂寞英雄身
后事，现在除了史料记录生平，与其还有关系的就是他的后
人、一株古树和几本家谱了。

李李阁阁老老的的后后人人李李炳炳银银一一家家人人。。

厚厚李李宅宅古古树树今今为为商商场场环环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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