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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钦国

1644年清军入关，清政府为防止武官拥
兵自重，采取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政策，文
职汉官以科考出身为“正途”，武官即使在官
阶上比文官高一两级，但在当时的人眼中其
重要性仍不如文官，进士出身的四品、五品
学政，影响要高于从一品的武官提督就是一
例。

那么，学政有何来头呢？学政全称是提
督学政，亦称督学使者，俗称学台，是清代主
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大约相当于现在各
省教育厅厅长)。相对于其他职位，学政有些
特殊，一是非进士出身或翰林院京官不得担
任学政，门槛很高，即便到了清政府灭亡前
夕此条件仍在遵守。1911年1月21日，山东最
后一任学政(1906年改为提学使)的方燕年仍
系进士出身——— 方燕年系清光绪庚寅科士
二甲第84名。二是官阶不定，但无论实际官
阶高低，任职期间均与所在省总督巡抚并
列，相当于正二品或副一品，亦不受督抚管
辖。三是学政虽在地方任职，但不属于地方
官，准确地说是皇帝指派的钦差大臣，属京
官外派性质，任学政期间在京原职予以保留
并正常升转。

学政虽由京官选派，但并非所有京官都
有机会出任，一般从六部侍郎、翰林院修撰
(编修)、各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等中选派，
直至道光年间均遵照顺治帝“以各部郎中进
士出身者充之”的惯例。另外，虽同是学政，
但级别可能相差很大，六部侍郎获授学政即
为从二品，以翰林院侍读获授学政则为六
品，相差了不只一个官阶，但无论官阶高低，
均须进士出身。

对于文教大省如山东，学政更是优中选
优，精中择精，清朝前期多由殿试时的三甲
进士担任，其中还包括七名状元，于敏中就
是山东七位状元学政中的一位。

于敏中(1714—1780年)，字叔子，号耐
圃，四库全书正总裁，今江苏金坛人，簪缨世
家。九世祖于镒系明成化十年举人，到了于
敏中这代300年间于氏家族“名卿清宦，代有
闻人”。仅清初到于敏中这代100年间于家就
高官频出：于敏中的曾祖于嗣昌，顺治十八
年(1661年)进士；祖父于汉翔，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进士；父亲于树范曾，由武英殿纂修
调任浙江宣平知县；胞叔于枋，雍正二年
(1724年)进士(雍正十三年曾任山东乡试主
考官)；族兄于振，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科
恩科状元；于敏中，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科
恩科状元！14年间，同一家族兄弟二人先后
高中状元。

于敏中虽出身于世家望族，但非纨绔之
弟，幼承家学，少年有为，“雍正七年，举于
乡”，15岁就在当时“高考大省”江南省乡试
中举人。8年后参加会试高中一甲一名即状
元。清《乡会考官类》载，“乾隆二年(1737年)
丁巳恩科会试……状元于敏中字仲常，江南
金坛人。”23岁的于敏中成为有清一朝最年
轻的状元，与其族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
于敏中中状元后步入仕途，深得乾隆信任，
一路升迁，“在高宗(乾隆)朝为汉首揆，执政
最久，恩礼优渥。”最终官至正一品文华殿大
学士兼军机大臣，系清乾隆一朝首屈一指的
汉人重臣。

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于敏中充任山
西乡试正考官回京后，乾隆问于敏中何谓

“治国要务策”？于敏中答：“治国要务莫过于
兴学得人，人才得即政事理。”“帝点头称
善”，乾隆对此回答颇为满意，十二月八日命

“左春坊左中允于敏中提督山东学政”，这年
于敏中仅30岁。

匹配于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机制，学
政一届任期三年，出于廉政考虑届满即调，
特别优秀者方可留任，但不是本省留任而是
异省转任(唯赵佑例外。赵佑于1781年至1786
年同省连任，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山东学
政)。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十七日，山
东学政于敏中与浙江学政陈其凝互调。

对这次互调，乾隆对于敏中颇为期待，
他如此评价于敏中：“汝在(山)东省，颇属安
静，此则律己之道得矣。至于浙(江)省文气
浮华，汝当挽其流而示之的，此外更何训汝
之有。”乾隆称赞于敏中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管理有方，使山东士子专心读书，努力科
考上进。而浙江学风浮华，所以要调他去影
响和加强管理，此外就不再叮嘱什么了，厚
爱信任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的一提的是，陈其凝任山东学政不
足一年即被解职，云南人李因培接任。由于
于敏中“克勤称职”，乾隆十八年(1753年)九
月十六日于敏中二度担任山东学政。《清高
宗实录》载，“乾隆十八年癸酉秋九月戌辰
谕：各省学政已届差满，山东学政着于敏中
去。”由此可见，乾隆对于敏中的信任。

学政并列督抚，看起来权力似乎很大，
实则不然。因为学政不能干涉军政民财赋
税，仅“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主
要负责管理一省文教、科考，按期至所属各
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其职权仅限于文教
领域。于敏中作为江南才俊和科举制度的受
益者，担任山东学政期间很好地履行了自己
的职责：崇雅黜浮，不媚权要；奖进士子、成
绩不俗。《于氏漫钞》载，“(于敏中)所到之
处，兴学育济世之才，培植寒士，所拔皆知名
之士。”

于敏中任山东学政期间，与朱文震、王
特选在内的许多山东籍知名文人都有交集。
朱文震，济南历城人，精篆工隶，善画好印，
于敏中对其颇为欣赏，两人兴趣相投。王特
选(1680—1756年)，字策轩，号凫南，滕州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举人，系清朝前期鲁
南一带较有影响的学人，在诗文、方志等方
面颇有成就。

乾隆八年(1743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
年)，王特选任职山东东昌(今聊城)府教授期
间，于敏中恰任山东学政，王特选因政绩突
出受到于敏中赏识。于敏中还与山东籍刘统
勋、刘墉父子同朝为官：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会试考试中，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统
勋为正考官，户部侍郎于敏中为副考官，录
江南省人陈步灜为会元。《槐厅载笔》载，乾
隆三十六年乾隆帝召试山东诸生，“命敏中
为阅卷大臣”，录初彭龄为第一名。

于敏中与当时在山东做官的郑燮亦有
深厚交往。郑燮(1693-1766年)，号板桥，其号
远比其名更为后人所熟知。郑燮和于敏中系
江南(今江苏)同乡，郑燮年长于敏中二十余
岁，但郑燮仅早于敏中一年考中进士。乾隆
九年(1744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间，郑燮
先后任山东范县知县和潍县知县，两位同在
异乡任职的同乡诗词相和，互动往来，缓解
思乡之苦。

乾隆十二年(1747年)系丁卯乡试之年，
于敏中的同年进士、29岁的德保被派至山东
任乡试主考官。因乡试在中秋节后举行，中
秋节前夕郑燮即从潍县来济南任乡试分房
阅卷考官。于敏中因学政身份避嫌，不能参
与乡试出题和阅卷，但此时仍在济南，三人
相见甚欢。

郑燮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敏中曾赠
诗称赞郑燮才华并有索画之意，郑燮则和诗
四首，其中一首《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就写于此次丁卯乡试期间。题目中的“于殿
元”即于敏中，因其系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
恩科会试状元，故以此称之。《明清江苏文化
人年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乾隆十二年丁
卯，金坛于敏中在山东任学使，以诗赠发。
(郑)燮答以‘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
时。’”次年，乾隆出巡山东时于敏中随扈，正
任潍县知县的郑燮则受命布置天子登泰山
诸事，两人再次相见。此后，于敏中多次随乾
隆登泰山、诣文庙、下江南。

学政是清朝官员晋升的重要资历，经过
山东学政历练后，许多才俊都成了高官显
贵，尤其是任山东学政者多有提拔重用，多
有机会参与当时的重大文化工程。如王引之
奉旨修订中国历史上收字最全的《康熙字
典》，德保授命总办《乐律全书》，而于敏中则
以正总裁官的身份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编纂《四库全书》系安徽学政朱筠上疏提议，
山东籍内阁大学士刘统勋开始认为此非政
务要事，不与动议。于敏中则认为“合我朝文
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乾隆亦认为“真
合朕意”，故即被采纳，下诏开四库全书馆。
因于敏中“博学多才，诗文雅正”被乾隆认命
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主持其事，这是于敏
中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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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石门山间“秋水亭”

【故地往事】

□赵瑞峰

李白写过赠给杜甫的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题所
说“石门”，就是曲阜东北五十里的石门山。

自李、杜之后，与石门山关系密切者，无过于清初文学家孔
尚任。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曾数度隐居在石门山读书，时间长
达30年，这里也是其传世名剧《桃花扇》最初构思之地。

孔尚任在《出山异数纪》中说：“(石门)山多洞壑及清泉佳
木，相传古之晨门吏隐于此。”可见石门山自古以来境景清幽，
乃隐居、游观佳地。石门山现为曲阜著名风景区之一，其上古迹
众多。其中有一景点，实仅一小亭，这便是著名的“秋水亭”。“秋
水亭”旧已无存，今者系据原址重建。但不管如何，都不应该忘
记初建此亭者之功。建亭者是谁？就是孔尚任。

据《曲阜县志》记载：“玉泉寺(即石门寺)在石门山东南
部，寺东不远即所谓孔东塘(尚任)读书处。”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秋，孔尚任应族人之请出石门，回族内协助办事，孔
尚任隐居石门山读书多年，早视石门山如家，感情非同一般。

后来，清初诗人、文学家山东新城人王士祯在其《居易录》
卷二十七，记录了在京任国子监博士的孔尚任，向他如数家珍
般地介绍石门山景象：“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即杜子美《题张氏
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
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太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

‘何时石门路，复有金樽开’，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张氏庄，相传
为唐隐士张叔明旧居……山不甚高大，石峡对峙如门，故名。中
有石门寺，寺后曰涵峰。峰顶有泉，流入溪涧，往往成瀑布。”可
见孔尚任对石门山热爱之殷、感情之深。

孔尚任隐居石门山读书期间，一直想在石门寺前平旷石
基上建一座小亭，并从杜甫“秋水清无底”诗句取名“秋水
亭”。这并非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实在是看到“后之游人，临水
濯缨，多咏杜诗。惜无片石可扪，把茅可憩耳”。因“欲构小亭
而刻诗于壁，一以栖前哲之灵，一以迟后贤之驾”，说白了就
是，建一小亭既能一瞻壁间杜诗，又可作游山临时休憩之所。

但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孔尚任因剧作《桃花扇》
丢了国子监博士官职，并于两年后重返曲阜老家，因其居京
官并没有什么积蓄，家境很不宽裕，欲构“秋水亭”的愿望迟
迟不能实现。故在致友人刘廷玑信中言及此事，不无惭愧地
说：“弟经营四十年，仅能种树千章，并未加一绹一茅。”其后
所撰《建秋水亭记》亦言：“区画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郑簠
书一‘秋水亭’额，携之行箧，展玩而已。”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已是孔尚任罢官返乡的第12个年
头。这年冬天，他有淮南之游，巧遇由江西按察使降江南淮徐
道、也是在戏曲上志同道合的故交刘廷玑，遂对他说：“语及石
门之胜，且叹亭之未建而诗之未刻也”。刘廷玑人极豪爽，闻之
毅然表示：“此诗人事也。肯让予为，予何幸也！”刘廷玑所作《在
园杂志》亦记其事：“孔东塘向余云：‘秋水清无底，泓下亦龙
吟’，欲此处建一秋水亭，君当任之。”

不久孔尚任自淮南游归，为催促刘廷玑尽早尽快助其建
成“秋水亭”，遂又致信于他，信中不但言建“秋水亭”势属必
要，不可再拖，且还替对方尽心谋划：“……竹木选就，凿枘合
成，一水盈盈，载至兖郡，距山才七十五里耳。弃舟登车，至彼
合架，不日之功，新亭成矣。”又恐刘中途变卦，复以情动之：

“开名山之生面，成敝里之奇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孰得而
泯没也。独念我两人年逾周甲，事须早就，不但乘时可为，亦
须亲眼见之，亲身享之。”为促成建亭，可谓用心良苦。

刘廷玑是能以事相托并成人之事之人，到第二年即康熙
五十四年(1715年)初，据《建秋水亭记》记载：“……选材命匠，
不浃旬而亭与碑成矣……舟载北来，不浃旬而翼然临于龙泓
之上矣。”刘廷玑果然是按孔尚任的要求，先将建亭所需各部
件凿枘合成，然后辗转经水路、陆路运抵石门山，再进行组
装，“秋水亭”很快建成。不但可看出孔尚任谋事之老成，亦见
刘廷玑办事之高效。

积三十余年之悬想，而事一旦成之，孔尚任兴奋之情难抑：
“千年缺事，一旦补之。予把酒落成，觉峰峦溪涧莫不赴趋此席，
宾客丝竹无非凑泊此诗。”《建水亭记》末云：“异日者，在园先生
莅我东土，过石门而览胜迹，予也追陪宴集，倡予和汝，必有名
篇佳什辉映石门。”然刘廷玑于晚年所作《在园杂志》卷二言及

“秋水亭”仅谓“余随庀材鸠工，以成此役，与春山馆相对”。却无
一语道及游“秋水亭”事，料想其终生没得一践斯亭。

刘廷玑亦在石门山南麓建有春山馆，是唐“竹溪六逸”之
一张叔明隐居地。还称“秋水”与“春山”适相成对，后来孔尚
任确又于“秋水亭”左建“春山亭”，然今亦已无存。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在京任国子监博士的孔尚任
曾对王士祯谈及石门山，并想在范氏庄建“闲园”，王答应为
其作记。前引王士祯《居易录》即载此事，然而当时做闲官的
他，虽有闲心却无闲钱，则闲园不成可知。

刘廷玑晚年所作笔记《在园杂志》首即冠以孔尚任序，对
刘其人其文评价甚高。联系前刘助孔建“秋水亭”事，此可谓
文人间的惺惺相惜，虽不无投桃报李的成分在，但其情其景
颇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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