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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精巧别致，如今杂草丛生

李氏尚书府修缮后会怎样
本报见习记者 王敏 通讯员 黄侃 李庆续

5月15日是全国助残日，

东山街道东花园社区组织开

展“助残亲情团圆爱心结对”

活动，“助困号”党员与残疾人

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并为贫困

残疾家庭送上生活用品。通讯

员 郭军 于笑雨 摄

近日，毓璜顶街道南洪社

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党员，来到
残疾人曲某和残疾已婚育龄
妇女贺某家，给他们带来了花

生油、鸡蛋、牛奶等生活用品。

通讯员 阎爱华 摄

13 李氏尚书府

如今的李氏尚书府祠堂有些破败。王敏 摄

格东花园社区

格南洪社区

一片样式古朴的老房子，中间坐落着一间有些破
败的大厅堂，木制门窗已经损毁不见。庭院中种上了几
畦蔬菜，四周一片杂草丛生。这番情景怎么看都不会与
一个官宦府邸联想到一起，但这些的的确确是西解里
庄村李氏尚书府的现状。而曾经这就是李氏家族的辉
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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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浑厚壮美

今日败象横生

据西解甲庄村志和李氏族
志记载，李氏祠堂是单檐五楹

七架结构，正面没有墙壁，四个

汉白玉质的方圆双层石础，托
起四根黑漆檐柱，将正面分隔

成五间等高的单元格局。每间

单元格局均是木制结构，与檐

柱紧紧相连。外墙用白灰抹面，

四角用青砖砌到枋额下，与盘

檐相接。六层冰盘檐经过仔细
打磨，棱角圆滑，显得浑厚壮
美。屋脊用镂空花砖修成，两端

原有一对吻兽，高约三尺。

近日，记者在西解甲庄村
的一片屋檐样式古朴的房屋中

看到，一间高大房屋的外围墙

已经坍塌。屋脊上的瓦片也脱
落不少。屋角处原来似乎装有

什么装饰物，但已经不见。门窗
等也毁坏不堪。原来庭院的地

方中间种上了蔬菜，四周长满

了杂草。

步入正堂，里面空无一物，

只有六根足有一抱粗的支柱和

四根梁柱撑起整个屋子。梁间

雕刻“李”字图案，但经过变体，

又有些像是“寿”字。这就是村

志中记载的李氏祠堂，周围的

房屋便是原尚书府。

府邸经两代承建

直系后裔余百户

说起李氏家族，不得不提

李永绍和李九龄。

李永绍(1650-1739年)，历

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

曾做过御史、工部侍郎等官职，

雍正元年被恩予“明阴生后补

主事”，雍正二年，晋升工部尚

书。雍正五年秋，告老还乡，建

造了李氏尚书府。李永绍是李

氏家族官职最高的人，是李氏
第七代传人。

李九龄是李氏第十一代传

人，他年仅十五岁时，便和族人

一起步行到北京，学做生意。后

来负责供给皇宫内的食品和日

用品，并得到圣旨在北京城开
了“龙封”号当铺，获清道光皇

帝御赐“奉天诰命”金匾。后回

到西解甲庄村，请北京的建筑

师、木瓦工，在尚书府周围盖起

方圆三十余亩，八十余间的大

官宅，与尚书府连为一体。

随着家族的不断壮大，府

邸不断分散，其中最大的一间

客厅，被用做现在的祠堂。现
在，还保存着的房屋仍有20亩

左右。解甲庄有很多村民都是

李氏家族的后人，全庄13个分
支，李永绍的后人占6支，一百

余户。

一部诗稿永流传

府邸有望重修缮

李氏家族一直是书香门

第，后人多是文化工作者。今

年 76岁的李仕尧是李永绍的
第十六代传人，他在退休前便

是村小学的教师。谈起先人李

永绍，李仕尧还清楚地记得他

的一些事迹，包括“裕后念祖
德，惟冀子孙贤”的祖训，以
及雍正帝恩准其故里修建尚

书府及后花园约山亭的故事。

那时候，退休的李永绍常徜徉

后花园约山亭，“日莳花竹，

畜禽鱼，焚香观书，饮酒赋诗

以为乐”，并留下一部《约山

亭》诗稿。

该诗稿是李永绍留存的

最直观的资料，经后人注解整

理，共有六部(第一部遗失)，约

八百首诗，主要是李永绍日常

的生活和感受。

据西解甲庄村村委的工

作人员透露，等旧村改造的审

批下来，他们将对整个尚书府

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缮，以期复

原到村志记载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