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董
文
龙

郭

娜

校
对

张

婧

编
辑

董
文
龙

郭

娜

校
对

张

婧

20252025..66..1818
星期三星期三

晚报版

10

人
文
读
本

人
文
读
本
之之

名
人
堂

晚清时期，朝廷处于“呼

啦啦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

油灯将灭”的危急关头，官吏

贪腐成风，昔阳籍廉吏李希

莲因“身在官场而不随波逐

流、官居高位不以势压人”，

被誉为“福星青天”。

李希莲，字亦青，号仙

峰 ，昔 阳 县 乐 平 镇 李 家 沟

人。他年少时旅居太原，在

晋阳书院就读，1860 年考中

进士，在户部主管农业的机

构实习政事，后留任。清朝

咸丰、同治时期，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内部，太平天国运

动风起云涌；外部，英法联军

大举进攻。朝廷倾全国之力

大兴军务、购买武器、训练兵

勇，耗资巨大，李希莲掌管财

政后，精细核算每一笔收支，

捂紧“钱袋子”，勉强维持运

转。

李希莲在户部任职20多

年，想方设法为朝廷开源节

流、积累资金，为百姓办实

事。1890 年，山西、陕西、河

南三省发生严重饥荒，几个

月滴雨未见、饿殍遍野，朝廷

派遣阎敬铭作为钦差来山西

赈灾，李希莲留守京城向商

家筹款应急。当时，许多晋

商大贾在京经营的钱庄、票

号已处于倒闭边缘，但仍勒

紧裤腰带捐献出库底的银

子。为了帮助父老乡亲应对

灾荒，李希莲带着小吏，沿着

京城的大街小巷，挨门逐户

收募善款。鞋底磨破了，嘴

角起了燎疱，终于筹到三万

多两银子，及时运回山西，挽

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吏

治腐败严重，“冰敬”“炭敬”

成为明目张胆的受贿名目，

而手掌财权的李希莲却站在

河边不湿脚，树立了高大的

廉吏形象。清朝同治十三年

（1874 年）至光绪七年（1881

年），云南地区财政支出未能

在户部、工部核销，巡抚杜瑞

联派出两位大员到京城活

动 ，以 达 到 顺 利 报 销 的 目

的。此事被山西道监察御史

陈启泰查出了蛛丝马迹，上

奏道：“太常寺卿等人包揽云

南报销，收受贿赂。”朝廷立

即组织专班查处，唯有李希

莲干干净净。

1892 年，李希莲担任山

东盐运使。盐运使不仅管理

朝廷重大的税收项目，还兼

职为朝廷采买当地贵重特

产 ，以 及 调 查 社 会 民 间 动

向。李希莲任职期间，发现

运署虔储、仁高两座大庙及

仓库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就

拿出俸禄进行修缮。人们十

分不理解：“自古官不修衙

门、客不修店，没见过做官的

自掏腰包修庙修库。”李希莲

严肃地说：“庙是百姓捐钱修

的，不能让它损坏了，让大家

的银子打了水漂；仓库是官

家的脸面，不能丢了朝廷的

面子。”就这样，其任职期间，

依靠朝廷拨款和自己的俸

禄，将当地趵突泉、大明湖等

加以修葺，重要建筑还增添

了雕梁画栋的彩绘，往来游

客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李希

莲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做

法 深 得 朝 廷 和 百 姓 好 评 。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山东

巡抚李秉衡受命率绿营兵赶

赴烟台海域抗敌，将一省事

务全部交给他处置。

1896 年，李希莲担任陕

西布政使。当时，户部要求

各地认购昭信股票，以填补

朝廷因对外借款出现的亏

空。有人提醒他：“认购的

事，把藩库的银子取出一部

分垫上，往后怎么样谁还过

问呢？当务之急是给朝廷留

下干练的好印象。”李希莲坚

定地说：“拆东墙补西墙只图

给我个人树碑立传、邀功请

赏，我绝对不干！”于是，他迅

速下发檄文到各州县府衙，

要求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认

购股票，并声明百姓认购股

票的钱款按季度与应纳税额

抵顶，不仅使认购活动顺畅

而量增，还带动官吏、乡绅和

大户积极认购。

陕西驻防的营兵很多，

军饷发放积弊很深，从来都

是由统领部门领回，逐级往

下发放，在分发过程中层层

盘剥，官吏钵满盆溢，兵士所

得无几。李希莲通过调查，

着手革除积弊，由布政使衙

门将各营兵士造册，按照职

务直接发放到兵士手中，让

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李希莲为政秉持忠于国

家、心系百姓、刚正不阿、一

尘不染的品行。在江西九江

关道任上，他到江苏、浙江和

安徽赈灾募捐，率先捐银。

而后，为修建定州、八里江两

座炮台，庐山石级，大始、九

江两个官署，以及忠武、昭

忠、昭仪等祠堂捐了款。在

陕西任上，他到白鹿洞书院，

用自己的养廉银奖励品学兼

优的学生，增强学子好学上

进的信心。

李希莲广受百姓认可，

据说，他在江南巡察时，每

到一处，民众争先恐后到江

岸列队相迎。追赶不上的

百姓，就将写有李希莲名字

的牌子扔入江中，盼望他能

看到。

李希莲成长于山乡，身

处乱世而胸怀大志，身居要

职而心系百姓，履职在贪腐

之风盛行的朝代却一尘不

染、两袖清风，无愧于“福星

青天”的美誉，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

李希莲，字亦青，号仙峰，

昔阳县乐平镇李家沟人。他

年少时旅居太原，在晋阳书院

就读，1860 年考中进士，授户

部主事，再迁郎中。清朝光绪

时期，擢山东盐运使，后任贵

州按察使、陕西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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