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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艾盎

栏目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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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您的眼前。

寻找词人李之仪———

江水未休情难老
一曲唱到通判村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本报通讯员 任连巨 肖金龙

村人铭记李之仪

村庄更名通判村
对李之仪身世的记载，网络和

书籍中有三种解释，一说他的故乡
在河北沧州，一说在德州庆云县，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滨州无棣县
信阳镇李通判村。

记者后来又从村民传说和文
史资料中了解到，宋仁宗宝元元年
(公元1038年)，李之仪生于无棣县
政府驻地北11公里处的李家庄。后
因李之仪任过原州(今属甘肃)通
判，故将原村名李家庄更名为李通
判。“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
通判”的省称，是兼行政与监察于
一身的中央官吏，由皇帝直接委
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知
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
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
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

5月15日，记者来到无棣县信
阳镇通判一村。村委会成员告诉记
者，这个村子在四五十年前还叫李
家庄，即李之仪的出生地，人口有
1500多人，现在被分成了通判一
村、通判二村、通判三村，通判一村
姓李的最多，占三分之一，通判二
村姓李的已为数不多，三村全部姓
鲍，又称鲍家。“这个李姓据说就和
李之仪是一家。”村委会成员说。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李之仪在
当时还以尺牍擅名，亦能诗，这两
方面的成就都受到苏轼称赞。李之
仪的妻子胡氏，字文柔，世为常州
金陵著姓，其通读经史佛书，尤精
于算术。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间
有疑志”经常向她请教，并屡次叹
息说：“得为男子，我益友也。”元祐

八年(1093年)，苏轼出知定州，报
请朝廷聘李之仪为幕僚。李之仪57
岁时带着全家老少迁至太平州，生
活极为凄苦，第二年，胡文柔经受
不住丧子之痛病亡。李之仪晚年第
二任妻子杨姝，是安徽当涂的绝色
歌姬， 比李之仪小三十多岁。在
妻子胡文柔死后，不幸的李之仪有
幸结识了另一位红颜知己杨姝。他
们老夫少妻以诗文自娱，《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
写出的。宋徽宗政和七年 (公元
1117年)，李之仪病逝，享年80岁，
葬当涂藏云山致雨峰，官终朝议大
夫，著有《姑溪居士文集》70卷、《姑
溪词》1卷。

李之仪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
他的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却
感动了无数人，有心人还将这首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翻译成了英
文。李家庄族人为了纪念这位词
人，遂将原村名“李家庄”易名为

“李通判村”。后来分为通判一、二、
三村。

村人不谈李之仪

醉里吟词到天明
在通判一村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村民只知道李之仪是一个很优
秀的词人，到现在很多人都对他的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耳熟能详，

但因为年代相去久远，村民大多对
李之仪的前前后后没有详细的了
解。

原无棣县文史委主任任连巨
告诉记者，他也曾经了解过关于李
之仪的资料，在对李通判村了解
中，他并没有从村民口中得知任何
和李之仪有关的蛛丝马迹，一位老
族人向他解释了其中几点原因。这
位老族人介绍，在宋末元初，因兵
荒马乱李家庄村民四处逃难，李氏
族谱丢失，后来安定后，李氏族人
有的回迁到信阳，成为后来的李通
判村村民。任连巨随后又查阅了康
熙年间的《海丰县志》、民国十四年
的县志。《海丰县志》对李之仪和他
的堂哥李之纯作了介绍，在民国十

四年的县志里，在对二人作了介绍
的基础上，对李之仪的夫人胡文柔
也作了介绍。80年代初，安徽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全宋文》里，对李之
仪的介绍也是山东无棣人。

近千年过去了，许多关于的
李之仪的真实故事已无从考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流传出一
则关于李之仪的传说。传说一年，
李之仪闻母病重，匆匆赶回老家，
却未及见最后一面。捧着慈母病
重期间亲手为他选摘制作的那坛
醉枣，李之仪悲痛不已。一年后，
丧满归任的李之仪将这坛珍贵的
醉枣郑重地赠送给苏轼，二人启
封开坛，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只
见红枣莹琥珀之光，溢琼浆之气，
令人满口生津，心驰神往。苏轼小
心地捏起一枚醉枣放入口中细细
品尝，酒香和着枣香，顿觉齿颊互
芬，透体通畅，如食仙果。二人睹
物思人，即席联成一首七绝：“家
母仙逝纪酉年，红枣千里情一坛。
三杯白酒祭亡灵，长留慈爱在人
间。”赋罢，苏轼题笔在坛上写下

“醉枣”二字。从此，无棣金丝小枣
做成的醉枣名扬江南。

对于这一则传说，村人却是闻
所未闻。对于李之仪身世的猜测也
如他的那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词，
让身在爱情中的人们徘徊不得其
解，只能靠心中的美好设想深悟其
中味。

现在，但凡听过李通判村这
个名字的信阳人，对于李之仪的
词总能略说一二，记者在信阳镇
政府楼下和一位门卫交流时，她
还特别自豪地向记者背诵，“时间
过那么久了，我说不上来李之仪
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他写
了一首特别棒的词。”

在通判一村记者还听说了这
样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位叫赵希
民的村民，平时对《卜算子·我住
长江头》的词句并不能顺畅背下
来，但在醉意中却能一字不落地
背出。在村头，随便叫上几个村
民，也总能对这个词说出个大概。

通判身影无觅处

钢材市场立村头
如今，置身李通判村内，虽有

各个年龄段的人对李之仪的不同
声音和了解，但与那个美好的词句
相比，似乎都已经黯然失色。在通
判一村的村头，记者看到了正在火
热运营中的通判钢材市场，记者了
解到，这个钢材市场始建于1997
年，主要经营各种钢筋、铁板、角
钢、槽钢、带铁、管材等产品，客源
主要辐射乐陵、沾化、庆云、海兴等
周边地区及当地农村。该市场初建
位置位于信阳乡原驻地大济路东
侧，由于交通便利，市场定位准确，
经营方式灵活，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

村民介绍，40多年前，通判村
勤劳的人们曾不辞辛苦骑着自行
车去天津拉钢材，发展到现在的初
见规模，如果要写成诗词，肯定又
是另一番味道罢。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
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
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
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
相思意。”每一首美丽的诗词
背后，都有一代代的追随者，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首词
显然已成为近千年来无数崇
拜者百读不厌的佳作。而这首
词的作者李之仪却并不为大
众熟知，也更少有人知道现今
无棣县信阳乡李通判村就是
他的出生地。他和无棣信阳有
哪些传说？为何信阳镇的李家
庄后又更名“李通判村”？情义
词人的故乡现今如何？记者通
过各种方式寻访了词人踪迹。

如如今今的的李李通通判判村村成成了了远远近近闻闻名名的的通通判判钢钢材材市市场场。。

如
今的通判
一村。

▲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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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算 子·
我 住 长 江
头 》资 料
片。

李李之之仪仪画画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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