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0531)85193021 Email:wsfxqlrw@163 .com往事·发现12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方志勇

元月的鲁西北乡野，清寒笼罩大地，霜露
深重，万物萧索。在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的
廿里铺村外，横卧着一块残缺风化的条石。拭
去岁月积攒的灰沙尘土，可见有“太子太师大
学士卢文肃公”等字样。

这条石是墓前的神道碑，墓主人则是乾
（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卢荫溥。他
历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办事勤谨练
达、为官专心职守，虽遇波折犹恬淡自守，是
朝廷倚重的股肱耳目之臣。

北风飕飕而起，拂动稀松沙土，再度覆盖
碑面文字。轮转播迁的历史，已将往日辉煌消
磨殆尽，唯余它默诉昔日荣辱兴衰。

富贫轮回，坚韧向学
卢荫溥是含着金钥匙降临人间的。他的幼

年生活，充满了幸福与欢笑。对他来说，贫穷
和灾难，恐怕都离自己很远很远。其实，富与
贫、福与祸，有时只在弹指一挥间。

卢荫溥的祖父叫卢见曾，是乾隆年间名满
天下的两淮盐运使。他笃学好古，与大学者惠
栋、戴震皆有往来。在扬州任上，卢见曾刻印
文集，广纳宾客，被奉为海内宗匠。当时如郑
板桥、吴敬梓等名士，都是他的座上宾和资助
对象。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卢见曾在
扬州举办“红桥修禊”，吸引了无数文人与
会，被视为文坛盛事。初中进士的纪晓岚闻听
此事后，即在诗文中表露了仰慕之情。

七年后，纪晓岚外放福建学政。赴任途
中，他特意携家眷到扬州登门拜访。后来他还
把心爱的长女纪凤文，许配给了卢见曾的长房
长孙卢荫文。纪、卢两家，由此成了关系密切
的姻亲。

卢见曾年老退休，政治威望依旧不减。乾
隆帝下江南时路经德州，还不忘去看望这位功
勋老臣。其长子卢谦，也以贡生身份任刑部陕
西司郎中，后改湖广司郎中，又升为湖北分守
武汉黄德道。

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变化运动中，鼎
盛之时往往也是衰败之始。卢荫溥无忧无虑的
童年时光，持续到了9岁那年。一场震惊朝野的
“两淮盐引案”，让卢家走向衰颓沉沦，进而
崩溃解体，最终星散四方。卢荫溥失去了祖
父，离开了父亲。

当时两淮盐政积弊已久。盐商为谋取暴
利，贿赂盐政官员，领取食盐销售指标，却不
缴纳相应盐税。随着时间推移，盐商拖欠的盐
税日积月累，成了再难填补的大窟窿。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终于爆发。此
案牵连甚广，即使年逾古稀的卢见曾也因在任
姑息纵容被缉捕入狱，“逮问论绞”，不久病
故。卢家被籍没家产，子孙连坐，卢谦“谪戍
军台”，发配塞外戍边。豪富鼎盛的卢家，一
夜之间楼塌人散，孤苦无依。

卢家的噩运还未结束。姻亲纪晓岚因泄露两
淮盐引案机密，也一道被革职发配。卢家可以托
付依靠的对象，只剩下连襟长山县袁家。

长山袁氏，也是显赫的官宦大族。家族代表
人物袁守侗，任过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和直隶总
督，其妻是山左文坛领袖王士祯的孙女。弟弟袁
守诚曾任正三品的山西按察使。他们的祖母，是
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之芳的爱
女。袁守诚的两个儿子迎娶了纪晓岚的两个女
儿。纪晓岚曾在文章中说：“余两女皆适袁曙海臬
使（袁守诚字曙海）子，以臬使交情最为深厚。”当
卢、纪两家皆陷困境时，袁家没有畏难惧祸，而是
伸出友善之手，收留了逃难的卢荫溥一行。

有了袁家的庇护，卢荫溥的寄居生活尚属安
定。三年后，大学士刘统勋为卢见曾剖雪平反，卢
谦也遇赦复官。第二年，卢谦从新疆返回，出任广
平府同知。已在长山四年的卢荫溥，也随兄嫂等
人回到德州。卢家起死回生后，亲朋故旧纷纷施
以援手，境况渐好，慢慢恢复往日生气。

盛衰的蝶变、幼年的苦难，磨砺了卢荫溥性
格的坚韧和对名利的淡然。在长山时，他刻苦自
励，未尝因家世跌宕而荒废学业；回德州后，更是
一心向学，才干日精月进。

乾隆四十四年，为庆祝来年皇帝的七旬寿
辰，朝廷在各省开乡试恩科。卢荫溥以19岁的年
纪一鸣惊人，成为新科举人。两年后的正科会试，
卢荫溥考中二甲第十七名进士。

值得一提的是，这科进士深刻影响了嘉庆、

道光两朝的政局。当年的殿试状元，是苏州人钱
棨。他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乡试、会
试、殿试皆为第一名）。而该科二甲第五名，是嘉
庆、道光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曹振
镛。他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著名者有潘世恩和
林则徐。

清代另一位连中三元者陈继昌，和卢荫溥也
大有关联。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卢荫溥
充任会试总裁。当年的会元，起初众考官推选山
东安丘人刘耀椿。但总裁官卢荫溥想起当年自己
那科会试，钱棨因和主考官谢墉有同乡之谊，引
起了士林的非议。钱棨屡次遭到指摘，以致仕途
一波三折。卢荫溥为避同乡之私、保护刘耀椿，认
为“吾为主考，而以山东人作元，私心难消”。他最
后取了考生陈继昌的卷子，以其为第一，刘耀椿
屈居第二。殿试中，陈继昌被点为状元，成为有清
一代另一位连中三元者。

卢荫溥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
编修。入仕伊始，他就遇上了一场残酷的“廉政教
育课”。当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经过
调查，甘肃官员将捐监（读书人捐纳粮食，可获得
国子监监生资格）应缴的麦豆私自折合成银两收
取。甘肃官员每年谎报灾情，趁机将国家救济和
所收银两悉数吞没。经过严刑审讯，陕甘总督勒
尔谨被赐死，原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现任甘肃
布政使王廷赞等多名官员被杀，甘肃行政系统几
乎陷入瘫痪。

年仅21岁的卢荫溥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他认
为甘肃诸官腐化，根源在于人心未能节制贪
婪，遇到利诱就随波逐流，乃至沆瀣一气。他
在思索之余，也坚定了自己为官不徇私情、清
廉坦荡的抉择。

升降荣辱，谈笑不惊
初入官场的卢荫溥，似乎常常因恬淡寡欲

而受欺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该升迁的时
候，朝廷总说没有空缺职位；要降职的时候，
朝廷办事效率高得却出乎寻常。

但对于经历抄家连坐之灾的卢荫溥来说，
这些皆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微微波澜，付之一
笑即可。

乾隆五十年，朝廷对翰林院诸官考核，卢
荫溥名列二等，应该予以升迁。但朝廷表示，
如今冗员严重，没有合适的职位。卢荫溥享受
“以应升之缺升用”的待遇，但何时升迁，并
无明确规定。第二年父亲卢谦病故，卢荫溥回
乡丁忧，升迁一事自然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六年朝廷大考，卢荫溥身列三
等，立即被降职为礼部主事。礼部主事，一般
是新科进士名次靠后者所安排的岗位。执掌翰
林院的重臣阿桂，平素激赏卢荫溥的才华，此
时也为他鸣不平。他上奏乾隆帝，认为卢荫溥
干练任事，委身部曹着实可惜。乾隆帝却打马
虎眼：“让卢荫溥任职部曹，正是看中了他办
事的才能。”卢荫溥最终还是离开翰林院，前
往礼部报到。

仕途虽然受挫，卢荫溥办事依旧尽心得
体，往后的仕途也较为平顺。乾隆五十九年，

他充任山西乡试副考官，第二年又提督河南学
政，先后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

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帝病故。嘉庆帝迅速
剥夺了权臣和珅的一切职务，并令他投缳自尽。
朝廷形势风云突变之时，卢荫溥因母病故，只能
作壁上观。嘉庆六年十一月，卢荫溥回到京师，充
任军机章京。

军机处负责办理全国军政要事，事务千头万
绪、庞杂无涯。军机章京负责具体事务，更是繁琐
辛苦。当时川陕楚三省相继发生内乱，军情奏折
如雪片般传来。卢荫溥兢兢业业处理公文，并辅
佐谋划，出了诸多好点子，“多所赞画”。等到内乱
平息后，卢荫溥下部优叙，升为礼部员外郎。

不久，卢荫溥因在京察中位列一等，再度面
临升迁。但这次依然没有空缺，他被以道府记名
备用。嘉庆十三年，卢荫溥升为鸿胪寺少卿，又迁
光禄寺少卿。鸿胪寺负责安排典礼，引导礼节，教
习官员仪礼。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和宫中
膳馐。在嘉庆朝，乾隆年间繁琐的典礼以及奢侈
的宴会多半被取消，两个部门事务稀少，形同闲
散机构。对于办事能力极强的卢荫溥来说，富余
的精力更多地是“数随大臣赴各省按事”，赴各地
查办案件。

卢荫溥查案以事实为基础，不徇私情，许多
疑难案件都得到澄清昭雪。直隶南皮县（今河北
南皮）被革除秀才功名的徐丹桂，派遣弟弟来到
京师，诬告知县彭希曾有贪赃受贿事。嘉庆帝此
时正锐意反腐，对此案非常重视，希望能办成一
宗铁案，震慑基层贪腐官员。他令卢荫溥和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长绣前往南皮调查。卢荫溥经过缜
密访查，发现此乃徐丹桂挟私报复，彭希曾为官
清廉如水，并无贪腐劣迹。他顶住皇帝的压力，直
陈此事，最终为彭希曾洗刷嫌疑，将徐丹桂按律
治罪。

工部主事潘恭辰，负责监督琉璃窖生产。他
做事认真，不随陋习，对部下属吏管理非常严格，
严禁他们贪渎受贿，因而招致某些属吏的怨恨。
他们诬陷潘恭辰“侵冒”公产，潘氏被下狱治罪。
潘恭辰贫而无援，文书口供又前后矛盾，难以定
罪，外界舆论以潘氏为冤。嘉庆帝微闻此事，命卢
荫溥复审回奏。通过复审，卢荫溥认定潘恭辰无
罪，严惩了诬告属吏。潘恭辰后来官至江西、云南
两省的布政使，在任爱民如子，以清操知名。

秉公执法，潜埋祸端
卢荫溥办案尽心尽力，被嘉庆帝视为难得的

“耳目”之臣，将一些军国大事交予他办理。
武英殿大学士勒保，任四川总督时，有侵害

百姓的行为。卢荫溥接到线索后，立即呈递皇帝，
并受命办理。最后，勒保的大学士头衔被罢黜，众
人皆服膺他的果敢。

卢荫溥不仅善于司法查案，对治民理政也极
为熟稔。他曾奉命到涿州房山（今北京市房山）一
带查访灾情，办理赈济事宜。在房山，卢荫溥统计
灾民数量，设置粥厂施舍，发放救灾物资，各项事
务皆有条不紊，灾民免受冻饿之苦。

心细如发的卢荫溥，在施赈救灾之余，发现
有不少灾民是从热河逃难而来。他再经查访，获

悉不仅热河百姓乏食，就连军粮都难保障。他上
奏朝廷，认为“热河官兵岁需米石，一向由承德府
及所属厅州县领取银钱统一采买，如今遭遇灾
荒，市价昂贵，应该稍作变通”，他建议暂时在京
师官仓“拨米八千石，分运往热河，作为贴补兵粮
之用”。此建议实施后，热河缺粮圆满解决，嘉庆
帝认为卢荫溥心思缜密，敢于任事，勤勉练达。

嘉庆十八年，卢荫溥擢升为户部侍郎，并跟
从嘉庆帝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清王朝国势动
荡，民变蜂起，河南滑县人林清率数百人队伍，在
太监引导下进攻紫禁城。卢荫溥在热河半夜闻
报，急忙向嘉庆帝“面进机宜”，并提出皇帝“罪
己”等数条平息民怨的建议。数日后，林清进攻紫
禁城事件平息，卢荫溥“画夜勤劳”，临乱不惊，加
官二级。

嘉庆二十二年，卢荫溥擢升兵部尚书，后因
“实心任事”加太子太保，又调任户部并署理刑、
吏两部的尚书。卢荫溥一身肩起三部尚书重任，
足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信赖。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卢荫溥六旬生辰，嘉庆
帝褒奖他办事认真，亲书“延禧介寿”赐之。

第二年七月十八日，嘉庆帝从圆明园动身到
塞外木兰围场秋狝。七月二十四日，驻跸热河避
暑山庄。第二天，因身患暑热，“上不豫，向夕大
渐”，黄昏时即病故。因事发急促，随扈大臣皆措
手不及，卢荫溥建议立即找寻附有即位人选的诏
书，早定皇帝大位。

道光帝即位后，任命卢荫溥为丧仪负责人，
并让他和其他几位军机大臣共同草拟嘉庆帝的
遗诏。

但突如其来的一场“遗诏”风波，差点断送了
卢荫溥的仕途。而风波的始作俑者，则是十一年
前卢荫溥亲手所办案件的当事人刘凤诰。

嘉庆十四年，有御史上疏弹劾时任浙江学政
刘凤诰，检举他情性乖张，终日酣饮不视事。每逢
考试，则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当年乡
试，刘凤诰不顾监考纪律，遍往各号房，为熟识士
子讲解考题，帮他们斟酌文章，引起其他士子的
严重不满。考试结束后，学子聚众示威，要求严惩
营私舞弊的刘凤诰。

刘凤诰是个才情横溢但品行不端的怪人。嘉
庆九年，刘凤诰任山东学政时，与山东巡抚铁保
在大明湖宴饮。他即席赋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
城山色半城湖”佳句，至今仍广为传颂。但他又贪
财好货，常帮人办理乡试中举来收取贿赂。

嘉庆帝命卢荫溥和户部侍郎托津前往浙江
调查。卢荫溥与刘凤诰虽不熟识，却有过一段交
往。乾隆五十四年，刘凤诰中了殿试第三名探
花，卢荫溥的兄长卢荫文中三甲第二十七名。
刘凤诰知晓卢荫文是纪晓岚的女婿，因而平时
有意接纳，两人交情匪浅。

刘凤诰知道纳贿事败露后，找到好友卢荫
文，让他出面劝说卢荫溥，期望能从轻发落。
但卢荫溥不为所动，坚持秉公办理，将事情来
龙去脉调查清楚，呈奏嘉庆帝请求严惩，借以
匡正科考乱象，安定士子之心。嘉庆帝本想将
刘凤诰流放到伊犁，但在卢荫溥进谏下临时决
定：“伊犁路途虽远，而地方近成繁庶，著改
刘凤诰黑龙江效力赎罪。”刘凤诰在荒僻的黑
龙江呆了四年。而查案的托津、卢荫溥，受到
嘉庆帝的褒奖，官运一路亨通。刘凤诰耿耿于
怀，他在暗中注视着卢荫溥的一举一动，伺机
寻求报复。

嘉庆帝遗诏事件，让刘凤诰如获至宝。

遗诏风波，连降五级
军机大臣托津、卢荫溥曾参与调查刘凤诰

案，此时又共同草拟嘉庆帝遗诏。两人动手撰
写，咄嗟立就，进献道光帝。在遗诏中，有追
述乾隆帝出生之地的描述，军机大臣采纳嘉庆
帝诗集中“避暑山庄”的说法。《遗诏》随即
颁行天下，流布甚广。

刘凤诰立刻发现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他曾
负责修纂《清高宗实录》，和嘉庆帝讨论过乾
隆帝的出生地点。当年实录报审时，嘉庆帝发
现父亲的诞生地变成了雍和宫，而他自己所认
为的出生地，是承德避暑山庄，他立即敕令编
修大臣予以查覆。

刘凤诰向嘉庆帝覆奏，乾隆帝确实生于雍
和宫，而非避暑山庄。他找出乾隆帝所作的
《雍和宫诗》佐证，乾隆帝在诗中自注道：
“予实于康熙辛卯岁生于是宫也。”嘉庆帝
“意始解”，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刘凤诰澄清了嘉庆帝的错误，立了大功，
赏加太子太保。但嘉庆帝既没有发布上谕，彻

底澄清这个问题；也没有修改诗集，纠正此前
错误。所以只有极少数编修大臣才知内情，就
连军机大臣也蒙在鼓里。

刘凤诰分析了朝廷局势后，找到了大学士
曹振镛。他想借曹振镛之手，报当年卢荫溥不
徇私情的一箭之仇。

曹振镛当时已是体仁阁大学士，却没有进
入军机处。在清朝，内阁大学士有宰相之名却
无宰相之实，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
名。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货真价实
的宰相。曹振镛没有进入军机处，不能参与军
国大事商议，时常感到失落。当他听到刘凤诰
的建议后，欣喜若狂。

曹振镛借皇帝召对之机，冷静陈奏此事：
军机大臣所拟嘉庆帝遗诏存在严重错误，将乾
隆帝诞生地误为避暑山庄。他指出《清高宗实
录》开篇载明，乾隆帝诞生于北京雍和宫邸。

道光帝十分吃惊，格外重视。他令曹振镛
传旨，严命详查遗诏错误缘由，令军机大臣明
白回奏。道光帝特意绕过军机处，让曹振镛前
往传旨，已经表示了对军机大臣的怀疑。

卢荫溥接到圣旨后，查阅了嘉庆帝的诗
集，发现并无错误之处，便回奏道：“恭查大
行皇帝（嘉庆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
《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记》，诗注
恭载乾隆帝诞生于山庄都府之庭；第六卷《万
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
同。”

道光帝阅读回奏后，感到事情棘手。但他
还是利用乾隆帝出生地一事，彻底改组军机
处。他命大学士曹振镛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成
为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则被逐出军机处。卢荫
溥因屡立大功，仍留军机处行走，却被连降五
级。而且需要六年无过，才能消除处分。

不久，卢荫溥从多部尚书任上调到不太重
要的工部。但他很快以扎实的工作业绩，重新
赢得了道光帝的信任。

老骥伏枥，心忧社稷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卢荫溥调任吏

部尚书，同时兼管顺天府府尹事。道光帝在慢
慢信任他时，却以“事务繁重”为由，罢免了
卢荫溥军机处职务。这是道光帝的一次警示和
考验。卢荫溥心静如水，依旧有条不紊地忙于
处理政务。经过长久考验，卢荫溥顺利过关，
于道光七年晋升为协办大学士。

第二年，卢荫溥七十生辰。道光帝御书
“赞纶锡庆”额，以及“福”“寿”字，并诸
珍物赐之。

道光十年，卢荫溥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
刑部事务。但因为朝臣掣肘，他却难再有多少
作为。三年后，卢荫溥屡屡以疾乞休。道光帝
下旨褒奖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后因
管理吏部、顺天府事务较繁，令其毋庸入
直……殚心竭力，办事认真，一切悉臻妥
协。”

卢荫溥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全俸。虽然致
仕退休了，卢荫溥对朝廷形势也极为关心。他
上疏道光帝，认为要对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予
以关注，并派能员前往禁绝，才能保社稷长治
久安。晚年生活中，这样的担忧，一直绵延不
衰。

道光十九年，是卢荫溥中举第六十年。按
照清制，中举六十年重逢乡榜，可重宴鹿鸣。
道光帝下旨道：卢荫溥年登八秩，重遇鹿鸣，
属熙朝盛事。著加恩晋加太子太傅衔，准其重
赴鹿鸣筵宴。”

参加鹿鸣宴后不久，79岁的卢荫溥因病离
世。道光帝赏陀罗经被，派成郡王带侍卫十
员，前往祭奠，加恩赠太子太师衔，入祀贤良
祠，并谥“文肃”。按清代谥法，“身正人服
曰肃”，作为皇帝的股肱耳目之臣，“文肃”
一谥尤为注重的个人品德。

“卢荫溥历任要职，办事兢兢业业，为官
冲淡寡欲，是当时的股肱耳目重臣，深得皇帝
的赞许和赏识。他的神道碑，将妥善保存安
放。”黄河涯镇副镇长李宜乐说。

■ 齐鲁名士

他历经童年坎坷崎岖，磨砺出恬淡坚韧的内心。后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办事勤谨练达、为官专心职守，

虽遇波折犹能自守，是朝廷颇为倚重的重臣。

卢荫溥：敢于任事，勤勉练达

□ 本报记者 鲍 青

文明的初兴，往往离不开河流的滋润。农
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
化硕果，都离不开水的浇灌。炎黄子孙受益滔
滔黄河水，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黄河也被
喻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明清时期德州文化的兴盛，和贯通南北的
大运河关系密切。随着明代南、北二京制度的
形成，以及大运河的疏浚畅通，德州的位置变
得非常重要。它北依京畿重地，南接省会济
南，境内大运河水道穿越而过，是南北驿路与
运河的要冲，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的
美誉。在运河的带动下，德州经济日渐繁荣，

负笈求学者不绝于道。当时南北文人相交，或
由水路或经旱路，都会途经德州。他们在德州
留宿，结交当地文化人士，吟咏唱和，促进了
德州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入清之后，随着运河
漕运的空前繁盛，德州考中进士的人数，也远
超山东州县的平均数。而本土文化世家蔚然而
起，远近闻名。其中卢氏家族便是典型代表。

德州卢氏兴起于明朝中后期，入清后走向
极盛，绵延不衰近三百年。其间，卢氏科第不
绝，官位通显，举人、贡生、监生、庠生多达
130余人，传世著作近百部。显赫的科举业绩，
让其有了“六代八进士，一门三翰林”的称
誉。而且卢家喜爱雕版，酷爱藏书，又工于诗
文，涌现了多位文宗宿儒。

清代康乾时期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是
主持当时东南文坛的宗主。他的雅雨楼藏书，
收藏宏富，知名海内。卢见曾嗜书如命，依凭
两淮盐运使财力，刊刻了大量善本书籍。他还
协助学者宋弼著成《山左明诗钞》，对保存山
东诗歌文献贡献犹大。卢见曾的孙儿卢荫溥历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军机大臣、六部
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为清中期的股肱之臣。
他的诗文清新高远，道德文章，实罕其匹。

而清代卢氏杰出的文化成就，和明末清初
卢见曾的叔祖父卢德水关系匪浅。卢德水平素
极为推崇杜甫，曾在自己的尊水园中建有“杜
亭”，以“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郎”。他自
称“杜亭亭长”，苦心孤诣著成《杜诗胥

钞》，是当时杜诗的研究大家。
卢德水不仅卓有文名，和当时的大儒如顾炎

武、钱谦益都有来往。他和钱谦益因杜诗相交，屡
有唱和，更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卢德水著成《杜
诗胥钞》，将文稿托付友人，让他代为转寄给钱谦
益，请求共同为杜诗作注。当时钱谦益正仕途遇
挫，苦闷居乡，“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
收到卢氏榷文稿后，他立即作了《读杜小笺》作为
回应。在序言中，钱谦益说：“德水北方之学者，奋
起而昌杜氏之业……余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
诗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

次年春天，卢德水收到了钱谦益的《读杜诗
寄卢小笺》，随即作五言诗《奉寄钱牧斋先生》，表

达对钱氏的仰慕之意。
崇祯十年，钱谦益被乡人以枉法诉至京城。

当时卢德水的姻亲谢昇为吏部尚书，钱氏想通过
卢氏为之周旋。他作了一首《将抵德州遣问卢德
水》，重提注杜诗之事。卢德水将钱谦益安置在好
友程泰之的楼上，悉心照顾十余日后才送他北
上。钱谦益陷于囹圄时，卢德水又多方打点，照顾
钱氏的饮食起居。次年仲秋，钱谦益出狱，卢德水
还专门赴京庆贺。

崇祯十三年，卢德水出任监察御史，赴苏南
地区催督粮运。他专程作《奉寄虞山先生》，邀请
居乡的钱谦益前往镇江一聚。两人相谈甚欢，回
忆昔日的交往，抒发心中的块垒，展望未来的希
冀。当时江南地区著名的书商毛晋，也闻讯而来，
并以新近刊刻的《十三经》相赠。

直到公务完成，卢德水才和钱谦益依依惜
别。

入清之后，钱谦益出任礼部侍郎，不久因仕
途不顺辞职归里。得知钱谦益即将归乡，卢德水
先期邀请钱氏爱妾柳如是赴德州，后钱柳卢三人
相聚于尊水园。

钱、卢二人因杜诗结缘，成就了一段相知相
交、患难与共的佳话。

·相关链接·

明清之时，德州因大运河而兴，卢氏家族也几乎同时而起，涌现了卢德水、卢见曾等文坛宿儒，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世世家。

卢德水：曾邀钱谦益共注杜诗

残缺风化的卢荫溥神道碑

卢荫溥为诸城璊村王氏所作的《王氏族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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