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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台儿庄“诗词大会”
□ 郑学富 文/图

历代皇帝到各地巡幸是经常
发生的事，这是帝王的一项重要
礼仪活动。但是清朝康熙皇帝即
位后，在1684年、1689年、1699
年、1703年、1705年和1707年连
续六次南下。他每次南巡都考察
黄河水患，亲授治河方略，并付
诸实施，沿途体察民情，安抚百
姓，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
康熙帝每到一处，都告诫大小官
员“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
浊扬清，体恤民恤”，利用南巡之
机，接见汉族耆旧及致仕官员，
笼络人心，稳定统治。

1707年正月，皇帝告谕吏、
户、兵、工部将南巡，重申历次
南巡诸项禁令。《清史稿·圣祖本
纪》载：“四十六年（即康熙 46
年，1707年）丁亥春正月丁卯，
诏：‘南巡阅河，往返舟楫，不御

室庐。所过勿得供亿。’”年近六
十的康熙皇帝自畅春园启行，皇
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十三
子胤祥、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
子胤禄，康熙皇帝的老师、文渊
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水
利专家、河道总督张鹏翮等一干
文武大臣随驾陪侍，加上侍卫、
嫔妃，浩浩荡荡，经东安、武
清、静海、青县、沧州、东光等
地，于农历的二月初一日进入山
东境内，首停德州第六屯（今属
夏津县）。山东官绅氏族及民众十
余万人迎驾，为免除通省旧欠钱
粮谢恩。经聊城、汶上、济宁、
峄县韩庄闸进入台儿庄运河段，
停泊在台儿庄。

京杭大运河全长 1794公里，
跨越了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

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
海河五大水系。成为连接南北方
重要交通运输干线。大运河原先
不经过台儿庄，因历史上黄河多
次决溢，冲毁并淤塞京杭运河河
道。1604年，总河李化龙主持，
自夏镇李家港口向东南沿彭河至
韩庄湖口，东出经万庄、台儿
庄、梁城等地，下至邳州直河
口，并建有韩庄，德胜庄、张
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
台儿庄八闸。从此，台儿庄成为
南北漕运的枢纽，朝廷在此设立
闸官署、巡检司、县丞署、守备
署、参将署等，常住人口及流动
人口多达数万，成为峄县40个集
镇之首。台儿庄由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土圩子”一跃成为运河沿
线的重镇，不但是漕运枢纽，水
旱码头，而且成为沟通苏、鲁、

豫、皖乃至江淮浙沪地区的重要
货物集散地，人流、物流空前活
跃。各地商人纷至沓来，云集于
此，置产兴业。商号、店铺如雨
后春笋，数不胜数。这些商家为
了便于从水上装卸货物，便在台
儿庄闸北岸修筑了10多处石阶码
头，俗称“水门”，城内修铺了
12条街道和 2公里车大路，连接
西门、东门、大南门和大北门、
小北门。河道舟辑如梭，帆墙如
林，街巷丝竹不绝，夜不罢市，
一派繁荣景象。清朝光绪版《峄
县志》说：“台庄濒运河，商贾辐
辏，田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
会也。”又说：“台儿庄跨漕渠，
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
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

‘天下第一庄’”。

康熙皇帝到达台儿庄运河时
已是阳春三月，此时的运河两岸
春光明媚，草木萌发，莺歌燕
舞，河岸的垂柳已是枝条翠绿，
随风摇曳，遍地的野花开得姹紫
嫣红，春意盎然。这给久居京城
的康熙带来了新奇之感，加之当
时的台儿庄已成为兖州、徐州两
府之间的一个繁华富庶的都会，
又具有江南水乡风光，康熙决定
驻驾台儿庄。在此期间，康熙做
了两件事：

一是召见告老还乡的官员曹
自新。曹自新听说康熙大帝南巡
路过台儿庄，便事先相约周边数
州的士绅民众不下10万人，在此
迎銮吁恩。康熙让曹自新上船觐
见，询问农事水情。曹自新向皇
帝陈述汇报水患，洋洋数千言，

“以故，卒能上动天听，下抒民
患。”康熙帝听后，龙颜大悦，当
场拍板解决问题，命令张鹏翮立
即勘察河道，从国库划拨银钱修
筑堤坝。此时在《清史稿·圣祖本
纪》有记载：“二月戊戌，次台
庄，百姓来献食物。召耆老前，

降询农事生计，良久乃发。”在地
方史志《峄县志》也有记载：“远
近闻之大欢，既感激圣恩，又诵
自新之义，以为不可忘也。乃为
立石于房亭河上。至今河流久
涸，堤岸无废，而丰碑巍然犹峙
立河干云。”

二是举办诗词大会。《 峄县
志》载：“岁丁亥，圣祖仁皇帝南
巡，进诗台庄水次，时献诗赋者
六七百人，进呈二十一卷，钦拔
（李克敬）第一。”李克敬，字子
凝，号小东。1659年出生在峄县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峄县
志》载：“（李克敬）生而颖异，
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
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
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
满天下。”1674年，峄县新任知
县周祚增通过拜访乡绅名士，得
知境内有一位少年才子叫李克
敬，聪慧过人，博古通今，于是
派人把他叫来。先是以孔孟经典
考他，李克敬皆对答如流。后又
以 《乡愁》 为题，命他作诗一
首。李克敬虽只有15岁，也没离

家出过远门，但是父亲常年漂流
在外得感受他是知道的，于是吟
诵道：“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
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
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
飞不去，好梦送凄凉。”李克敬因
此在峄县有“神童”之称。可是
在每次的乡试中，李克敬却都是
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科举屡试
屡败，李克敬极为沮丧，为生活所
迫，李克敬先后在峄县和附近州县
以教书为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
活。年已48岁的李克敬意识到这
可能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
会，顿时文思泉涌，采用诗经体
写下了洋洋千言的《雅颂八章》。
连夜收拾行囊，赶赴台儿庄。

康熙皇帝在台儿庄举行诗词
大会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附
近几十个州县的文人墨客闻讯后
纷至沓来，荟萃台儿庄，人数达
到 700人。他们苦思幂想，挥毫
作诗，向皇帝进献诗词达到 2000
多首。康熙帝从中选取21人的诗
词御览。当看到李克敬的诗词
时，首先被那行云流水、遒劲有

力的书法所吸引，令康熙赏心悦
目，眼前一亮，加之骈体文的颂
词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铿锵有
力，内容更是歌功颂德的溢美之
词。如在《皇雅》中写道：“承天
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
有穆穆我皇……祝吾皇亿秭，自
我民听视，惟万年万世，与天无
止。”《圣颂》中写道：“皇矣圣
帝，亘古一君，治轶顼喾，德迈
华勋……欢祝雷动，齐寿苍旻，
亿万斯年，沐我皇仁。”《雅颂八
章》盛赞了康熙登基以来，德及
四海，功盖尧舜，丰功伟绩，古
今无双。康熙帝御览后，真是舒
服极了，顿时龙颜大悦，连声赞
道：“妙哉，妙哉!不仅词佳，书
法更妙，甚合朕意。”于是钦定为
第一名。康熙亲自召见李克敬，
李克敬倍感荣幸之至，受宠若
惊。从此，李克敬在山东名声大
噪，犹如现在的明星一般。李克
敬的好友唐建中曾赋诗赞道：“小
东纵横才海江，小东狂狷几中
行。天子知之留玉堂，两朝报国
唯文章。”

康熙举办诗词大会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让很多人再次
重温古人们创作的优美诗词。在古时，创作
诗词歌赋不仅是才子佳人们的主要生活内
容，也是很多王公贵族的爱好。典籍上，不
乏由皇帝举办诗词大会的记载。

1707 年，圣祖仁皇帝玄烨第六次南
巡，在途经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鲁南重镇台儿
庄时，举办了一次“诗词大会”，山东峄县
（今峄城区）人李克敬呈献《雅颂八章》，被
康熙帝“钦定第一”，改变了这个落魄文人
的人生之路，从此李克敬科举连连中榜，平
步青云，官至翰林院编修。

《康熙南巡图》第三卷局部

康熙南巡驻驾台儿庄

李克敬成名后，决心走
“学而优则仕”之路， 1708
年，恰逢山东乡试，李克敬
赴省城济南应试，力拔省
魁。七年后的 1715年，56岁
的李克敬赴京赶考，会试、
殿试连捷，高中二甲第九
名，馆选翰林院庶吉士，后
奉命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
的官宦生涯。

李克敬才识渊博，在诗
歌、书法、文史上的成就斐
然，为官清正廉洁，名气如
日中天。李克敬的所作所为
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是却
遭到了同僚的嫉恨，于是有
人弹劾他，要求严惩。康熙
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
了申饬。李克敬在官场上不
愿意随波逐流，感觉到官场
上危机四伏，凶险异常，于
是他决定急流勇退，上书朝
廷，以母亲年迈多病为由，
请求卸职还乡。清朝以孝治
天下，所以他的请求得到朝
廷的批准。1717年，李克敬
回到家乡峄县，应知县之请
续修《峄县志》。李克敬还乡
后孝敬父母，善待弟兄。母
亲患有眼疾，有失明的危
险，十分痛苦。他四处寻医
问药，但都没有良方。他听
说用舌尖舔舐利于治疗，就
为母亲舔舐，直至母亲康
复。每当父母的祭日，他就
哭泣一宿，犹如父母新丧。
他还在经济上接济弟兄，把
节省下来的俸禄分给他们。
李克敬经常勉励和要求亲朋
好友、门生故吏勤于读书，
精于进取。

1721年，李克敬再度应召
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
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

晚年的李克敬，因仕途
不顺和同僚的毁谤，精神备
受压抑，生活十分郁闷。妻
子和女儿的先后病逝，又给他
带来很大的打击。1727年，才
华横溢的李克敬积劳成疾，
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宦海沉浮的

李克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