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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郭广猛

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西鹅庄村，有一栋保
存非常完好的清代古建筑。十几年前，这里因为
发现清代学者马国翰的印刷雕版而轰动一时。

这栋清代建筑由道光年间章丘廉吏李廷棨
的后人所造。完工之后，一位叫蒋庆第的章丘县
令曾专程前来拜访。李廷棨在河北唐山玉田任职
期间，品行操守深深感动了当时年幼的蒋庆第。
后来他任职山东诸地，总以李廷棨为榜样。

人生不满百，建筑可千年。如今，这座古建筑
矗立在寒风中，见证着冀鲁两位廉吏的人生交
合。

“清俭慈惠，所至有声”

如今的西鹅庄村，村容整洁，道路宽阔，传统
已经让位于现代。村委会办公楼旁，渠水凝固成
冰。一些老人在此闲聊家常、奕棋厮杀，享受着日
照的温暖，品味着闲暇的温馨。当记者问起李廷
棨，老人们抬手遥指：“村南头最高的角楼就是他
的故居，里面还住着他的后人。”

村民李应顺一家居住在这栋老房子里。整座
庭院分为前厅、角楼、厢房，格局方正、错落有致。
如今，产权曾经辗转变更数次的前厅已变身“李
廷棨纪念馆”，而后院和角楼依旧属于李应顺一
家所有。

李应顺是李廷棨的第五代孙，在庭院中降生
长大。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都极为熟
悉。据他和老伴介绍，庭院在李廷棨生前就开始
筹措兴建，但直到清同治年间才最终完工。蒋庆
第任职章丘县令时，专程来到庭院内，看望恩师
李廷棨的后人。

李廷棨是章丘人，曾任职河北唐山玉田县；
蒋庆第是玉田人，曾任职章丘。李廷棨为政玉田
期间的廉洁奉公，深深感染了未及弱冠的蒋庆
第，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蒋庆第选择终老济
南，和自己的仕途际遇应该大有关联。

李廷棨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蒋
庆第生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两人年龄相差
34岁。

道光九年，历经科场挫折的李廷棨终于考中
三甲同进士。这一年的殿试由大学士曹振镛主
持，同年中有日后的保守派代表倭仁、著名思想
家龚自珍。

年已四旬的李廷棨属于默默无闻的低调者。
殿试结束后，再经过吏部考试，接着就是选

官放任。25岁的倭仁位列二甲，是朝廷眼中的青
年才俊，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日后仕途一帆风
顺。龚自珍虽因棱角分明而屡受贬抑，却也能留
在京师担任内阁中书。

李廷棨一无年龄优势，二无人脉资源，只能
接受外派命运。朝廷任命他为直隶新城（今河北
高碑店市）县令。

李廷棨上任途中，就遇到了一大难题。他沿
途看到县城内饥民载道，怨声不断，场景凄惨。他
顾不得什么礼仪举止，赶忙前往白沟河去拜见直
隶总督琦善。李廷棨抵达时已是深夜，琦善早就
熄灯睡下。李廷棨冒着得罪上官的风险，捶门呼
喊，请救灾民。琦善被叫喊声惊醒，让人掌灯，令
李廷棨入屋相见，责备他深夜惊扰。李廷棨没有
忙着请罪，只是诉说灾民苦状，恳请总督奏疏朝
廷，拨发赈灾物资。

琦善听闻李廷棨深夜为救灾而来，也没有怪
罪他鲁莽无礼。他告诉李廷棨：“相关文件已经汇
集送到了直隶布政使处，如果现在去追，还能赶
得上。”李廷棨二话没说，身影瞬时没入夜色。他
马不停蹄赶往保定府，真的在文件送走之前赶
到，成功地在文件中加入了新城灾荒情况。不久，
朝廷赈灾物资抵达，百姓得以脱离困境。

李廷棨在新城“清俭慈惠，所至有声”，百姓
对他风评极佳。李廷棨离任当日，百姓“攀辕祖
饯，或泣泪下”。

在深州知府任上，百姓将李廷棨与之前的名
臣李湖并称“二李”。李湖常对下属说：“宁得罪上
官，勿得罪百姓。”李廷棨推崇李湖的官德政声，
在深州行政也遵循李湖的理念，为百姓权利奔走
呐喊。

湖北道台任上，洪水泛滥，侵入城中。李廷棨
一边带领百姓前往高地避水，一边令人转移米
仓。因为他调度得当，米仓未遭洪水浸泡，城中灾
民免遭生计之苦。

李廷棨后来亲督湖北大堤工程，因劳累而致
恶疾。他晚年出任通永河道，因积劳成疾病故于
任上。在他故去后，任职地方将他列入名宦之列，
可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李廷棨在玉田任县令时，巨大的人格力量感
染了年幼的蒋庆第，谱写了这则政德佳话的第一
章。

“总角时受知于邑侯李”

李廷棨调离新城后，转任玉田县令。在玉田，
李廷棨一如既往廉洁勤勉，他待人宽厚，勇于任
事，颇有政绩。《玉田县志》记载道：“李廷棨……
治狱有蒲鞭示辱风。自奉极俭，恒饭稷，人称小米
李。”

玉田并非李廷棨的故乡，所以不存在为他虚
美的理由，其史料可信度较高。依据上面记载，李
廷棨身为县令，每日所食仅仅是小米粗粮，朝廷
发放的俸禄几乎全部被他积存起来。李廷棨虽然
“严于律己”，却不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将自
己节省下来的俸禄悉数捐给当地书院，用来增加
书院的经费和设立奖学金。

当时年仅十几岁的蒋庆第正读书于书院中。
李廷棨对这名俊秀聪慧的孩童非常赏识，蒋庆第
享受到李廷棨奖学金的资助。冀鲁两名廉吏即初
遇于此。《玉田县志》对此有一段记载：“蒋庆
第……总角时受知于邑侯李（即李廷棨），擢冠童
子军。”李廷棨的官德政风，给年幼的蒋庆第留下
深刻印象，久久不灭。以致后来蒋庆第任职章丘，
虽然恩师已经故去十多年，他“乃厚恤其家，以报
凡梓乡”。

蒋庆第到任章丘后，亲赴李廷棨墓前祭拜。
他见坟前荒草凄凄，颇有悲凉之感。蒋庆第对恩
师“六日京兆尹”一事（李廷棨曾到任京兆尹仅六
日，就无故被改任他职），抱有同情之心。他亲自
撰文，将李廷棨生前功绩上报朝廷，恳请在墓前
建牌坊加以旌表。此时已是同治年间，对李廷棨
抱有成见的高官已经谢世，所以朝廷很快恩准。
蒋庆第拟楹联一副刻于旌表牌坊之上：“十年树
木人何在，千里之官客未归”，横批曰：“京兆尹”。

李廷棨后人告诉记者，自己幼时就听老人说
起蒋庆第和先人的故事，“只可惜那个牌坊不在
了”。好在后来当地建起了李廷棨纪念馆，也算弥
补了文物损坏遗失的缺憾。

蒋庆第大张旗鼓地纪念李廷棨，既有对自己
少年初心的共鸣，也有为自己树立为官标杆的意
念。

纵览蒋庆第的仕途履历，地方官生涯都在山
东境内度过。《玉田县志》记载他“历宰武城、潍

县、汶上、博平、峄县、章丘”，足迹遍布如今的德
州、潍坊、济宁、聊城、枣庄、济南。难能可贵的是，
虽然总是担任地方基层官吏，他从不嫌弃官职低
微，每到一地始终“皆有政声”。蒋庆第的仕途成
就并不显眼，但他与恩师的共鸣却着实感人。

“人多惜其赋闲焉”

在蒋庆第的人生中，父亲蒋叙伦和恩师李廷
棨都是对他影响至深的角色。

蒋叙伦素来家贫，以开馆授徒挣取馆金为
生。道光二年，他考中二甲第十五名进士，分派到
江西任知县。从授任到上路，蒋叙伦多方借贷，才
勉强凑齐了赴任的花费。

蒋叙伦先后在江西兴国、崇义、赣县任职，所
历各地皆两袖清风。家人为他的债款发愁，蒋叙
伦却对他们说：“吾事虽烦，缺虽苦，家事虽难，而
方寸有确乎不易之守……”他一边节衣缩食以俸
禄偿还此前欠款，一边敢于任事处理百姓事务。
时任江西巡抚周之琦称赞蒋叙伦“明白干练”，礼
部尚书汪廷珍也褒奖他“雨得芝龄”。可惜天不假
年，道光十年，蒋叙伦积劳成疾病故于任上，死后
一贫如洗。

蒋叙伦病故后，遗孀携四子并载着丈夫灵柩
乘船由长江水路返乡。此时，幼子蒋庆第年仅七
岁。孤儿寡母一路艰辛备尝。回乡后，母亲织布纺
棉，含辛茹苦抚养四子，更励志敦促他们读书上
进。

正是在蒋庆第孤苦无依之时，李廷棨的出现
给了他莫大的鼓舞。李廷棨捐出俸禄激励学子，
更让蒋庆第有了继续求学的助力。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蒋庆第考中二甲第
六十九名进士。

次年，恰逢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军机大
臣祁俊藻提倡朴学，延纳寒素。他上疏奏言：“军
兴以来，不讲吏治，请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及伏
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他随即推荐原任同知刘
大绅、按察使李文耕、大顺广道刘煦，请宣付史馆
入循吏传。又举荐张光藻、陈崇砥、蒋庆第等人。
蒋庆第作为“伏处潜修之士”得以“释褐宰山东”，
出任山东知县步入仕途。

与父亲蒋叙伦仕途相仿，蒋庆第的仕途生涯
也集中在县邑基层。奇怪的是，蒋庆第历任多个
县邑，甚至在一个县邑辗转出任数次，并皆有政
声可闻，却始终得不到升迁。他的后人猜测，这可
能和蒋庆第脾气耿直、不善逢迎有关。

蒋庆第的仕途足迹，完整保留在了山东各地
的县志中。依据县志记载，他于咸丰三年署理德
州武城知县。这是他在山东为官的第一站。仅仅
四个月后，他署理潍县知县。第二年，蒋庆第代理
济宁汶上知县。

这段时间，蒋庆第辗转三个县邑，却一直是
署理代理，始终没有得到实授。到了咸丰四年十

月，蒋庆第终于被实授为聊城博平知县。
博平是蒋庆第出任次数最多的地方。咸丰五

年七月，蒋庆第不知因何故离任博平，两个月后
他又回任博平知县。咸丰七年八月，蒋庆第调任
峄县（枣庄峄城区）知县。咸丰八年六月，蒋庆第
故地重游，又回任博平知县。咸丰十年四月，他因
丁忧而离任博平。五年之后的同治四年（公元
1865年）三月，守孝期满的蒋庆第再度复任博平
知县。

同治六年正月，他再一次离任博平，转任章
丘知县。自此，他结束了自己的博平知县生涯。

同治十年，因为回避在山东任知县的兄弟，
蒋庆第离任章丘，出任“内阁中书”这样的闲差，
并一直侨居济南城。

蒋庆第的仕途生涯中，博平知县出任次数最
多，合计时间最久，而章丘知县则连续时间最长。

在多地轮番任职却始终得不到提升，这大概
是晚清时大多数基层官员的宿命。当蒋庆第以年
富力强之年出任虚职内阁中书后，“人多惜其赋
闲焉”，并认为清廷埋没人才。

士民沐其德泽而感念
虽然官衔低微，蒋庆第似乎从不为此介怀于

心。除了任职时间过短的县邑，其他地方都留下
了他的印记。

在离任博平时，蒋庆第作《解博平任之峄留
别》诗，其中有“前年阳侯虐，黄流莽千里。去年苦
旱暵，泉枯井无水。原隰遍生螈，戢戢多于蚁。今
年更相继，蔓延势未已……三年竟何成？疮痍累
君子。糠秕黍在前，静言颡有泚……”之语。离任
之时，蒋庆第不是回顾自己的“丰功伟绩”、展望
自己的“仕途前程”，而是感慨连年水旱灾害带给
百姓的痛苦，责备自己三年来的差错缺漏。心系
百姓之情溢于诗文之间。

蒋庆第觉得自己带着缺憾离开，百姓却对他
难舍难离。蒋庆第离开博平时，“父老携榼来，怜
我远行迈。马前争遮留，喧阗溢阛阓（街市）”。送
行的队伍挡住了蒋庆第的行马，百姓用行动表达
对他三年政绩的认可。

在蒋庆第曾任职的峄县，当地县志也有对他
政绩热情洋溢的记载。

当时兵荒马乱，盗匪横行。他们虽然有“劫富
济贫”之举，但也频繁侵扰百姓。时任山东巡抚知
晓蒋庆第精明干练，特意调他赴任峄县，以肃清
盗匪祸乱。蒋庆第“闻警躬率士卒”，以力攻而大
破之。土匪大半解散，由是县中人心始定。

平定盗匪后，蒋庆第看到县城“城垣久圮，濠
堑无存，势不能为”，便“与诸绅耆定议，庀材鸠
工，不数月楼堞焕然屹若金汤”。咸丰九年，数万
土匪攻掠峄县，次年又有数千土匪进攻峄县，“卒
以隍堑峻固不可乘解围去”。峄县人回顾这一历
史时感慨万分：“非蒋侯先期修筑则贼至将无与
守，则皆贤侯先事修筑之力也，故邑人……尤德
蒋侯不忘也。”

在《峄县志》中，编纂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怀
念道：“侯去任至今四十余年，而民思之如一日
也！”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编纂的《章丘乡
土志》，对蒋庆第在章丘的为官政绩也有浓墨重
彩的记载：“蒋庆第……同治六年知县事，有胆
略，任事刚果，法令必行。值捻匪扰邑境，北守河、
南防关，筹兵筹饷事多棘手，皆悉心经理，事定而
民不扰。又捐廉积谷以备荒年，添助膏火以励多
士，至今已逾四十年，士民沐其德泽感念不置，因
立祠祀之。”

“事定而名不扰”，即办成事且不扰民，这是
对一位能吏的高度评价。蒋庆第处理基层事务能
力很强，知晓乱世百姓所急需，所以他捐出养廉
银筹措稻谷防备灾荒，仿效恩师李廷棨“添助膏
火以励多士”。《章丘乡土志》编纂完成时，蒋庆第
刚过世一年，但离任章丘知县已近四十年，但百
姓并没有忘记他，立祠纪念。

据当地传说故事，蒋庆第任职章丘时，当地
曾有一痴人头戴纸糊皇冠招摇过市。痴人的仇人
见状，向上级密告痴人联合村庄众人意图谋反。
此时正值捻军横行之际，清廷急令章丘县从严办
理，宁可错杀无辜，也不可枉纵一人。蒋庆第不敢
怠慢，缜密调查后获悉真相，连夜至省城拜见巡

抚，陈述此乃痴人恶作剧，与其他百姓无关。巡抚
面露疑色时，蒋庆第以全家性命担保，最终才换
来巡抚首肯，百姓安然无恙。蒋庆第辞世后，章丘
县民送上几十把万民伞，并建蒋公祠永奉祭悼。

对蒋庆第的一生经历，《玉田县志》传云：“历
博平；潍诸县，皆有声，锄豪强、御捻逆，战守最一
时。买田黄瓜峪，茅屋数椽，戴笠出入。将老焉以
军务，宰章丘，治最久……”

子承父志，弹劾亲贵
因为为官口碑极好，百姓在蒋庆第离任时总

是依依不舍，而对他的兄弟也是“爱屋及乌”，对
他的到任满怀期待。

蒋庆第的三哥蒋庆篪曾在僧格林沁帐下作
幕僚，后因军功升至道员。他先以同知衔候补知
县署理淄博淄川。同治二年八月，蒋庆篪以候补
知县署理峄县县事。百姓听说蒋庆第的兄弟赴任
峄县，“远近大悦，以为必能拯于水火也”。

2010年，枣庄百姓在祭祀清代著名廉吏、枣
庄人王鼎铭时，也特意为蒋庆第树起墓碑，撰写
墓文，表达对他的怀念。

在玉田故乡，蒋庆第也有极好的口碑。后人
蒋繁荣告诉记者，蒋庆第为官山东期间，每逢回
家省亲，总是在离村五里远的地方下轿下马，然
后与邻里打招呼步行回家，以示对乡亲们的尊
重。1924年春，蒋家后人为蒋庆第往玉田文庙乡
贤祠送乡贤牌位时，乡邻闻讯皆倾巢出动为之壮
行。

蒋庆第闲居济南后，不再挂心政务，却对国
家前途命运极为关心。他将自己满腔热忱倾注在
了次子蒋式瑆身上。光绪十八年，蒋式瑆考中三
甲同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蒋式瑆后任监察御史，对朝堂内的贪腐现象
深恶痛绝。

光绪三十年，蒋式瑆决定弹劾当时的权臣、
庆亲王奕劻。蒋式瑆奏称奕劻在外国银行藏有大
量赃款，“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
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
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他还检举奕劻：“自简任
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
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命
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弹劾案发后，朝野上
下震惊，成为轰动一时的御史弹劾亲贵案。

其实早在上一年，蒋式瑆就曾上奏弹劾奕
劻：“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素有好货之名，入直枢
廷以来，曾几何时，收受外省由票号汇集之款，闻
已不下四十万两，其在京师自行馈献者尚不知凡
几，贿赂公行门庭若市……”但这份爆炸性的奏
折却被留中不发，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在父亲蒋庆第的支持下，蒋式瑆没有放弃御
史“风闻言事”的职权，再度发起对奕劻的弹劾。

弹劾案发生后，清廷组成调查团前往汇丰银
行调查。但汇丰银行拒绝向清廷透露往来账目，
对奕劻存款之事也矢口否认。无法得到确切证
据，蒋式瑆便因弹劾不实、污蔑亲贵而被罢去御
史之职。

蒋式瑆弹劾失败后，回到翰林院深居简出，
但时人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激于忠悃，冒昧直
陈。”

弹劾大案结束后，有传言蒋式瑆得到了这笔
赃款的一部分。谣言炽盛之际，许多人传得绘声
绘色，几乎以假乱真。关键时刻，著名报人汪康年
提笔为文，抨击那些用心险恶的造谣者，哀叹：
“吾国兴讹造讪之人多，而研究剖白之人少，是非
何日得明乎？”著名报纸《大公报》也刊发文章，褒
奖蒋式瑆“清风亮节不可一世”。

两年后，蒋庆第离开了人世。虽然弹劾案失
败，但他对儿子的作为和气节应是满意的。

■ 政德镜鉴┩おこづ

一个章丘人，曾在河北唐山玉田县为官。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一位玉田少年，并给予他难得的温暖。

玉田少年后来任职山东诸地，谱就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动人佳话。

冀鲁廉吏共谱政风佳话

□ 本报记者 鲍 青

震动朝野的弹劾庆亲王大案，最终以御史
蒋式瑆被惩治而告终。此案之后，庆亲王安然
无恙，蒋式瑆仕途则受到重挫。此后他由官入
商，开始投身近代民族工业，为近代工业化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

蒋式瑆最令人称道的营商之举，乃是创立
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北京首家民
族资本的电业公司，为京师用电普及出了许多
气力。

当时北京地区“电”只局限于皇家照明，
电力供应尚未进入普通百姓人家。光绪十四
年，在西苑安装了皇家第一台发电机组，主要

供给宫廷用电。十五年后，德国商人创办“电
气灯公司”，专供东交民巷使馆区用电。

黑夜低垂时，只有宫廷、使馆区才有电灯
亮起，大部分北京地区笼罩在黑暗之中。

德国商人看到北京公共用电供应的巨大商
机，准备在使馆区外筹建电厂，意图垄断民用
供电。

德国商人向清政府提出，自己希望获得在
北京供电30年的专利权，意欲控制北京电力事
业。在德国的带领下，其他列强也都觊觎北京
民用电力事业，试图分得一杯羹。

蒋式瑆被罢官后，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近代
工业发展上。他看到蠢蠢欲动的外国资本，决
定创立民族企业阻止外国势力扩张。他联合几

位关心时事的官员，以“挽中国之利权，杜外
人之觊觎”为宗旨，发出准备成立京师华商电
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倡议，希望能拥有中国人自
己的电力事业。

蒋式瑆不仅发出倡议，还拟订了具体的发展
规划。他提出由中国人自行募集20万两白银作为
股金，成立股份制公用电气事业公司。等到股本
募集至8万两白银后，蒋式瑆等人向清廷正式奏
请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三十年，清廷商部批准呈文，次年京
师华商电灯公司成立。公司设立董事会和股东
会议，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创办人蒋式瑆等
三人为公司总董事，公司大事由董事会讨论，
但决定权在总董事手中。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刚成立，就面临外国资
本的围剿。德国电业公司拟筹建新的电厂，扩大
自己在北京的电力版图，将触角深入城区边缘。
蒋式瑆发现他们的意图后上书朝廷，要求限定外
国电力公司只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经营。

在打击对手之余，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也在
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先是向英国电气公司订
购两台蒸汽引擎，接着又购置两台交流发电
机。这些设备安装完成后，京师华商电灯公司
可以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和富
家大户用电，及繁华路段路灯照明。

蒋式瑆虽然努力经营电灯公司，但公司财
政状况依旧举步维艰。在清末，由于社会经济
趋于凋敝，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为了乱世求

生，百姓往往节衣缩食，对改善生活的欲望较
低。当时普通百姓家庭照明，主要使用煤油
灯，让他们改用比煤油价格稍贵的电灯，并不
乐意。所以当时能用得起电灯的，还是少数富
裕大户和官宦人家。蒋式瑆的电灯公司，虽然
不断宣传电灯的优点，但其服务的用电人家只
有几十户，公司营收非常惨淡，在亏损和倒闭
的边缘挣扎。

辛亥革命后，民族工商业兴起。尤其是一
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迎来了一段发展的春
天，社会用电量迅速提高。当时煤油价格不断
上涨，使用电灯反而更加便宜。除了价格优势
外，电灯使用更加方便，火灾危险也比煤油灯
小很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使用电灯。
随着市民用电户增多，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经
营才打开局面，由亏损变为盈利。

依靠电灯公司的盈余，蒋式瑆得以继续投资
其他工业企业。1917年，蒋式瑆先是在河北滦县
开办火柴厂，后又出资在唐山办起了中国第一家
水泥厂。他给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水泥起名为“马
牌”，有“策马奔腾”的吉祥寓意。

晚年，蒋式瑆为故乡做了很多好事。据史料
记载，每次回乡，老百姓都是“黄土垫道，倾巢出
迎”。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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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式瑆：弹劾失败后投身近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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