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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代代诸诸城城北北乡乡逄逄哥哥庄庄刘刘氏氏家家族族，，世世代代簪簪缨缨，，一一门门父父子子二二宰宰
相相（（刘刘统统勋勋、、刘刘墉墉））、、祖祖孙孙三三公公（（刘刘统统勋勋、、刘刘墉墉、、刘刘镮镮之之）），，
康康熙熙帝帝御御赐赐““清清爱爱堂堂””，，乾乾隆隆皇皇帝帝御御赐赐““海海岱岱高高门门第第””。。同同
时时，，““清清爱爱堂堂””刘刘氏氏家家族族也也是是全全国国知知名名的的文文化化世世家家，，刘刘氏氏家家族族
有有不不少少经经典典的的对对联联故故事事，，流流传传至至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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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文章莫大处，龙门声价最
高时”，此为清代内阁汉票签处刘统
勋撰写的对联。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钝，诸城
逄哥庄（今高密市注沟社区逄戈庄
村）人，清朝政治家。其祖父刘必
显、父亲刘棨均为进士出身，家族显
赫。刘统勋于雍正二年（1724）中进
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编
修，后改授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
等。乾隆帝继位，历任刑部侍郎、都
察院左都御史、漕运总督、工部尚
书、陕甘总督、河道总督、刑部尚
书、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
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
兼管礼、兵，吏、刑部，兼上书房总
师傅、国史馆总裁，加太子太保、首
席军机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
等职。卒后获赠太傅，谥号“文正”。
  刘统勋为政40余年，为人刚正廉
洁，料事深远，吏治练达而公正无

私，在吏治、军事、治河、修史等方
面均有显著政绩。尤其擅长海塘工程
与治水之术，一生最显著的功绩便是
督修河道、治理要地水患。乾隆帝曾
称赞其：“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
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
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
不治者”“统勋不愧真宰相”。刘统
勋平生善诗文、书法，其“书法承
旨，笔意清刚”，著有《刘文正公
集》。
  内阁汉票签处为负责检阅汉文，
拟写票签，记录谕旨的官署，任职官
员权重位尊。古代有文章卖与帝王家
一说，龙门一跃，鲤鱼化龙，在内阁
任职可谓身价不菲。在这里，文章作
到了极致，能体现出最大的价值。刘
统勋于此题写此联恰到好处。道光二
年（1822），此对联毁于火，后有人
重新书写悬挂于圆明园直庐，今
已毁。

  乾隆年间，刘统勋恩师、名相张
廷玉予告归里，刘统勋奉敕撰送行
诗。当时门下弟子如赵翼等客居刘
家，命拟作，刘统勋看后均不称意。
于是自己为之，中有一联“住怜梦里
云山绕，去惜天边雨露多”。乾隆看
后大加褒奖，一时送行诗句，无人能
出刘统勋右者。
  刘统勋一生多次出任会试、乡试
的主考官、同考官，翁方纲、纪昀、
朱珪、王杰、董诰、赵翼等名士俱为
其弟子。刘统勋去世后，弟子纷纷赠
挽联告别恩师，其中以赵翼“岱色苍
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一联最

为有名。刘统勋去世86年后的咸丰九
年（1859），湘军的创建者之一郭嵩
焘因公过诸城，在经过刘统勋祠堂
时，因仰慕这位名臣的风范，特地撰
写一对联“诏使经过，山川钟毓原非
偶；生平宗仰，气度恢宏岂易几”。
郭嵩焘在诸城尚见刘统勋之子刘墉为
丁氏宝诒堂书联“风云揽辔升王路，
帘阁凝香读父书”，并将以上诸事记
载于日记当中。
  清代大诗人袁枚《随园诗话补
遗》中记录有袁枚为刘墉所撰的送行
联。《谢刘崇如》一文中载：“乾隆
己丑，今亚相刘崇如先生出守江宁，
风声甚峻，人望而畏之。相传有见逐
之信，邻里都来送行。余故有世谊，
闻此言，偏不走谒，相安逾年。公托
广文刘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谢
表》，备申宛款。方知前说，都无风
影也。旋迁湖南观察。余送行有一联
云：‘月无芒角星先避，树有包容鸟
亦知。’不存稿，久已忘矣。今年公
充会试总裁，犹向内监试王葑亭诵此
二 句 。 王 寄 信 来 云 ， 故 感 而 志
之。” 

  清嘉庆九年（1804），原东阁大学
士刘统勋之妻颜氏九十大寿。刘统勋原
娶王氏，为刘墉生母，不幸早卒，又娶
颜氏。颜氏九十寿辰之时，刘统勋已去
世多年，颜氏随其孙、江苏学政刘鐶之
在江阴居住。颜氏继子体仁阁大学士刘
墉，时年八十五岁，奉旨前往江南为继
母祝寿，嘉庆皇帝亲书匾额“萱晖颐
祉”，刘家的亲戚、门生故吏和江阴的
官员前来为颜太夫人祝寿，并赠寿诗、
贺联，一时为江南盛事，其中以阮元贺
联最为有名，联为：“帝祝期颐，卿士
祝期颐，合三朝之门下，亦共祝期颐，
海内九旬真寿母；夫为宰相，哲嗣为宰
相，总百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江南
八座太夫人。”“期颐”指百岁之寿老
人；“哲嗣”是对别人儿子的尊称；
“文孙”原指周文王之孙，后泛用为对
他人子孙的美称；汉唐称尚书为“八
座”。清代地方官督抚有大典时可乘八
人大轿，所以又称督抚为“八座”。刘
墉曾为吏部尚书，因此人称其母为八座
太夫人。对联既突出了从皇帝到卿士再
到刘家三代的门生故吏共同祝颜氏长命
百岁的盛大局面，体现了刘统勋家族此
时已经满门高贤，又称赞颜太夫人丈夫
为宰相，儿子为宰相，孙子也有望成为
宰相的家族盛况即将传承，可谓荣耀无
限。一时佳话传遍大江南北。颜氏后来
以95岁高龄去世。
  刘统勋的另一门生大学士朱珪所赠
寿联：“夫作宰相，子作宰相，伫见文
孙成宰相，古今一品太夫人。能有几
个？天许长生，帝许长生，更闻多士祝
长生，富贵百岁曰寿考，请增十龄！”
当时亦传为佳话。

刘墉出对联龙心大悦

民间戏台自此常悬挂
  盘山是蓟州名胜，乾隆皇帝曾三十
余次巡游盘山，发出了“早知有盘山，
何必下江南”的慨叹。相传某次乾隆在
盘山卧云楼上听戏，发现新修的戏楼上
缺少楹联，就让随行的大臣出一副。某
大臣说道“按律吕点破炎凉世态，借衣
冠描尽古今人情”，乾隆觉得过于深
奥，怕老百姓看不懂。另一大臣出了一
句“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
谁谁装谁谁就像谁”，乾隆一听，感到
虽然不深，但有点像绕口。此时，陪驾
听戏的刘墉出了一副对联“三五人可作
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乾
隆听了十分高兴，此对联也被挂在了卧
云楼的两侧，后毁坏，如今已经被重新
书写，悬挂在盘山戏台两侧。而民间的
戏台，自此后也常常悬挂此对联。
  此故事未见史书、诗文记载，但在
民间流传极广，尚有其他版本。如上联
为乾隆皇帝所出，群臣纷纷对下联均不
如意，此时刘墉对“六七步如行四海九
州”，龙心大悦，于是令人书写此联挂
于戏台两侧，故事版本大同小异。
  本期图片由孙涛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高密闲话》《高
密县志·文苑》《孙敬堂年谱》《高密
历史人物传略》等。

刘统勋妻颜氏九十大寿

门生故吏出寿联传佳话

内阁汉票签处对联 体现官员文章价值

送行诗联寄托哀思 佳句再现名臣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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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城市博物馆藏刘
统勋对联。

  刘墉对联拓片，此联曾为苏州
耦园还砚斋题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