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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李李氏氏：：中中郎郎有有女女堪堪传传业业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要与家中被搜出上亿现金
的国家能源局副司长魏鹏远谈
廉洁，他一定不会理解宋代名
士李格非，为何甘愿清苦生活，
拒绝官至丞相的亲家庇护。

同样，与那些只懂得豪车
名包的“白富美”和“贵妇”们谈
涵养，她们也肯定不会理解一
代词宗李清照，为何能开辟“婉
约”词风，写出“生当做人杰，死
亦为鬼雄”的壮语。

气节、爱国、廉政与修养，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并未
离我们越来越远。于是，重新发
现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也还不
算太晚。

“位下名高”李格非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李格非坐在了兖州乡试的考场
上，不过20来岁的他，走向了命
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李格非生活在
一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书香门
第。据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晚
年所写《上枢密韩肖胄诗》回
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
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
记人挥汗成雨。”

“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
位不高，但学识渊博”，章丘李
氏研究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魏青告诉记者，从李
清照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李
格非步入仕途之前，章丘李氏
就已拥有不少门生，在山东一
带享有盛名。

兖州乡试的入选者名单
中，李格非与晁氏家族的晁补
之等人赫然在列。四年后，他又
写下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礼
记说》，得以进士及第，开始了
离乡在外、四处为官的生活。

据《宋史》记载，宋朝元丰
年间，他做过冀州 (今河北冀
县)司户参军、郓州(今山东东
平 ) 教 授 。哲 宗 元 祐 元 年
(1086)，李格非以“太学录”一
职，开始入京做官，并于元祐四
年(1089)，被升为“太学正”，两
年后，再转“太学博士”。

“宋代的‘太学’的地位，相
当于如今的北京大学等国家顶
尖学府。”魏青说，而也就是李
格非在太学任职期间，与苏轼
的交往令其在宋代文坛闻名。

李格非任太学博士期间，苏
轼正任京官。“入补太学录，再转
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
史·李格非传》这样记载。

在有证可查的书信来往
中，文学、思想，乃至家庭矛盾，
苏李二人几乎无话不谈。苏轼
赞李格非“新诗绝佳，足认标
裁”。而李格非在思想和创作
上，重“诚”、“横”的特点，也深

受苏轼影响。
也因为这样密切的关联，李

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一起，
在宋代被列为苏门“后四学士”。

为官数十载，“以文章受知
于苏轼”，并著述颇丰，李格非也
为章丘李氏在两宋众多文化世
家中的独特地位，奠定了基石。

不附姻亲，兼薪不取

随着李格非的登第入仕，
继而与名门望族通婚，章丘李
氏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

李格非有两任妻子，一位
是宋神宗时期宰相王珪之女，
另一位则是宋仁宗一朝状元、
四代元老王拱辰的孙女。李格
非的亲家赵挺之，则在宋徽宗
崇宁时期官至尚书右仆射。

而即便如此，李格非也并
未选择从这些姻亲身上获益。

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
宋代新旧党争形势的风云变
幻。宋代的官员也随党争的起
伏，或因此晋级高位，或因此贬
谪沉沦。

李格非本可左右逢源。其
岳父王珪，在政治上倾向于王
安石，支持新法推行，在熙宁、
元丰年间，前后任副宰相、宰相
长达十六年。赵挺之则在徽宗
崇宁时期进身新党权贵。

在李格非关系网的另外一
面，是以苏轼为首的北宋中期旧
党重量级人物。王拱辰，则属于
北宋前期守旧派的元老重臣。

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七
年间，新党对旧党进行着报复性
的倾轧与打击。时任尚书左仆射
章惇，奏请编类元祐群臣章疏，
将司马光等旧党所有攻击新党、
新法的章疏，加以排比编类，以
此治罪惩处。

在这个节点之上，由于李
格非未曾卷入熙宁、元丰年间
的党争之中，也被章惇等人视
为利用和拉拢的成员之一。绍
圣元年(1094)，李格非被任命

“检讨”一职，具体负责编类元
祐群臣章疏。

然而，在政治立场上倾向
于苏轼等旧党的李格非，拒绝
了这一任命。“李格非应该是对
新党打击旧党的极端做法抱有
反感，故而坚辞不就。”魏青说。

李格非的抵触态度，也得罪
了章惇等执政大臣。随后，李格
非被外放至广信军(今河北省徐
水县一带)，做了“通判”一职。

“在这场严酷党争中，他表现出
来的气节操守，凛然可见。”魏
青认为。

这种气节也在李格非看待
金钱的观念上，一以贯之。

据魏青介绍，宋朝曾实行
兼职兼薪制度。在李格非任郓
州教授一职之时，郓州郡守见
他生活贫困，就提出再给他一
个官职，以多拿薪水补贴家用。
但郡守的提议被李格非婉拒。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格非安
于清贫，不肯投机取巧的性
格。”魏青说。

宋朝绍圣四年(1097)，李
格非任礼部员外郎。“员外郎”

一职，放在现代相当于一个“副
司长”。有趣的是，这一官职在
跨越900多年后，近日正与四台
点钞机联系在一起。

2014年5月中旬，有报道
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
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披露，执法人员在魏鹏远家
中发现上亿现金。在清点这些
现金的过程中，从银行调去的
16台点钞机，当场竟烧坏4台。

古妇也问政事

和李格非相比，现代人往
往对他的女儿李清照更为熟
悉。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

“一代词宗”，李清照在她父亲
奠定的文化世家基石上，筑起
高楼，令人仰望。与此同时，由
女儿继承并发扬家族文化的传
统，也让章丘李氏在众多文化
世家中，独具风景。

生于书香门第，李清照自
幼便接受着家学滋养。还因为
父亲李格非的关系，李清照得
以认识苏门诸公，走出闺阁，结
交了不少当世才士。年少时，李清
照便展露出了异于常人的才气。
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灼在《碧鸡漫
志》中形容她称，“自少年即有诗
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

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让李
清照在诗词创作上越走越远。
少年时随父亲在京城的生活，
让李清照看尽繁华。婚后在时
代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辗转
于青州、建康、临安、金华等地。
这都让她对那个时代，书写出
属于自己的独特关照。

至今都让人耳熟能详的诗
词，无疑是围绕在李清照身上
最耀眼的光环。然而，仅以文学
上的造诣，来还原李清照，还差
得远。

作为研究者，在魏青看来，
李清照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古
妇不问政事”，魏青说，而李清
照却敢于对政治，甚至对国家
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

李清照在尚未出嫁之时，
就预感到国势岌岌可危，写下

《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
首，借唐玄宗荒淫误国而招致
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向北宋
最高统治集团提出“夏为殷鉴”
的忠告，望他们免蹈覆辙。

此后，又在宋高宗赵构因
金兵步步紧逼，一路南奔逃往
杭州期间，李清照随丈夫赵明
诚南行至乌江水畔，写下《乌
江》一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批评统治集团不能誓死在
北方抗金，而一味偏安江南。

南渡以后，李清照写下不
少作品，直接讽刺斥责最高统
治阶层妥协逃跑、屈辱求和的
卖国行径。

魏青认为，李清照的爱国
思想，一方面来自对李格非的
传承，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其
所处的家庭环境。

据记载，李清照的亲戚中，
既有在出使金国的过程中不肯
受辱而惨遭杀害的殉节之臣，

也有在宋金交战时弃城投降的
失节守臣。

而李清照的立场很明确，
“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
屡盟”，她认为，若真正讲信用，
不须屡次订下盟约。屡屡结盟，
反而会滋长祸乱。“她对当时统
治者屈辱求全的外交方式极为
不满，由此可见她坚定的爱国
主义立场。”魏青说。

与丈夫是“同志”

李清照另一个不为人熟知
的身份，是金石学、文学批评领
域的专家。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金石学兴盛于宋代，李清照丈
夫赵明诚更是此领域鼻祖。

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
投、伉俪情深，这在封建社会实
属难得，他们是夫妻，但历代文
人常以“同志”或“朋友”之词称
道他们夫妇二人。

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著
录、考订完成的《金石录》三十
卷，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

赵明诚自幼喜好金石之
学，婚后除继承家传之物，更是
穷数十年之力，千方百计搜罗
各地的金石器物及铭文，传写
古书，自得其乐。

李清照曾在《金石录后序》
中，这样描述赵明诚的痴迷，“每
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
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
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据
魏青介绍，夫妇二人搜集到金石
器物及铭文后，李清照参与了绝
大部分的整理、记录及考订工
作。加之赵明诚还要忙于政务，
李清照在这些物品的日常管理
上，也付出了大量心血。

南渡以后，赵明诚病逝建
康，又加上身处干戈扰攘之际，
如此规模的金石收藏转移殊为
不易。而李清照在奔波逃难途
中，也没有忘记细心保存她和
赵明诚的珍贵藏品。其收藏的
蔡襄书法作品得以留存，并被
后世称为“赵氏神妙帖”。

除了金石学的贡献，李清照
还写下《词论》，对前辈词人一一
加以品评和指摘。她批评柳永

“词语尘下”，批评晏殊、欧阳修
和苏轼“不协音律”，批评晏几
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
观“少故实”、黄庭坚“多疵病”。

这些批评曾引发众多质疑
和争论，但正是在如此犀利点
评的基础上，李清照提出了词
应“别是一家”的写作主张。

魏青认为，李清照对那个
时代的名公巨卿，敢想敢说，辞
锋锐利，毫无摧眉低首之态，也
是很不容易的。

爱国者、学者、著名词人，
不同领域的言说与著述，让李清
照把父亲李格非开启的章丘李
氏家族文化，发扬到了极致。“中
郎有女堪传业”，这本是称道汉
末名士蔡邕与其女儿蔡琰的诗
句，随着李清照在词坛上闻名遐
迩，这句话也被后人自然地用在
了章丘李氏的评价之中。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章丘李氏家族无疑是
极为特殊的一个。

不像孔、孟、曾、颜诸子
能延绵数代，名动天下，也
不像聊城傅家、新城王氏那
样涌现大量文人进士，百年
不衰，章丘李氏唯独以李格
非、李清照父女二人显，其
他人再无文名。

李氏父女二人的文学
成就足以支撑家族跻身宋
代最有名的文化世家，他们
两代人志趣高洁，行随时
动，又不趋时附势，品性和
才情中显露的齐鲁遗风至
今让人敬仰赞叹。

1084年(宋神宗元丰八年)出生
齐州(今济南)
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汴京
(今开封)
1104年(宋徽宗崇宁三年)齐州
1107年(大观元年)青州
1121年(宋徽宗宣和三年)居莱
州
1125年(宣和七年)居淄川(今淄
博)
1128年(宋高宗建炎二年)途经
镇江居江宁(今南京)
1129年(建炎三年)途经芜湖居
池阳
1130年(建炎四年)途经越州(今
绍兴)、明州(今宁波)、奉化、
嵊州、台州、黄岩、居衢州
1131年(绍兴元年)途经温州，
欲赴三山(今福州)、泉州未成
行，后赴越州
1133年(绍兴三年)居临安
1134年(绍兴四年)避乱金华
1142年(绍兴十三年)居临安
1156年(绍兴二十六年)卒临安
居处

李清照行迹

李清照一生行踪示意图。
（资料片）

章丘市李清照故居。

深读·齐鲁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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