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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建铭

顺治三年，刚刚入关的清
朝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由
于关内战事未定，只有直隶地
区和山东等地的考生参考。第
二年，朝廷又举行了一次科考，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考生得以参
加，武进人吕宫一举夺魁，成
为清朝第一个全国性状元。

吕宫官至内翰林弘文院大
学士正一品，深得顺治帝器重。
顺治十二年以病五疏乞休，加
太子太保衔驰驿归里，康熙三
年卒于家中。清国史馆编 《汉
名臣传》 《清史稿》 《江南通
志》 《武进阳湖县合志》等都

有其传。
吕宫为人甚为低调，所以

即使作为清初状元、内院辅臣，
他也并不为后人熟知。与吕宫
同榜的探花蒋超曾称其“家居
后，杜门却扫，药里关心，里中
不知有相国”，《武进阳湖县合
志》“吕宫传”也沿用了“里中
不知有相国”这一表述，更不为
人所知的是，这位全国状元在
书法创作方面，更是造诣精深。
清人李放所著《皇清书史》

是考察清代书家名录的集成之
作，该书将吕宫列为“国初行书
名家之一”，吕宫五世孙吕星垣

也称吕宫“书法类欧阳率更，晚
学董玄宰”，更直接的证言则来
自与吕宫同为内院大学士的金之
俊，他在为吕宫所撰的墓志中回
忆称，顺治帝于“万几之暇时，
召 （吕宫） 入大内，发古今书
画，命公题赞，又命遍题内宫额
联”，由此可见吕宫书法绝非泛
泛之辈。只因岁月流逝，其书法
作品如同其文章著述一样，都逐
渐湮没于历史云烟之中，以致雪
泥鸿爪，难得一见。幸运的是，
近 20年来，文物书画拍卖市场
中渐有吕宫作品现世，因其稀
缺，故价格不菲。

清 吕宫 篆书石鼓文《銮车》

顺治十年 3月，顺治帝围
猎期间，不知是一时兴起，抑或
是有意测试臣下，“命诸大臣集
高阜，使甲骑环阜驰，捷冲而上。
将及巅，众皆惊怖失色，独宫端

立不动，而甲骑亦遂止。”时任内
翰林秘书院修撰的吕宫，稳重镇
定的表现给顺治帝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上曰：“吕宫气度过
人，于此可见。”

这恶作剧般的率性测试，隐
隐之中也促成了吕宫后来的快
速晋升。吕宫也同样对这次观猎
印象深刻，为此留下篆书扇面一
幅。

扇面所书内容来自著名的
石鼓文《銮车》。《銮车》记述
的是周宣王率领庞大车队、骑
兵、徒卒，在鄜寺附近进行大
规模围猎且猎获异常丰富的场
景。根据其上的“臣吕宫印”
及“皇帝藏宝”可知，此作当
是进呈之作，且曾入藏大内。
从书法及史学角度来看，这也
是目前关于吕宫生平史实的一
个新发现，更是对吕宫书法创
作能力的一次确证。

顺治帝的“恶作剧”

《武进日报》副刊“云溪”定位为有温度、有
深度、有新度的常武史志文化展示窗口，致力于
承云溪之畔常武先贤遗风，尽显地区人文历史底
蕴、风土人情魅力，每周三定期发刊。

诚邀常武文史专家、地方文化研究爱好者围

绕武进传统文化、区域地情风貌、时令风俗风物、
名人先贤事迹精神等主题撰稿来文。文章字数在
2500~3500字，配相关图片，文章注明作者姓名、
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以便联系。
投稿邮箱：wjyinji@163.com

吕宫初期书法作品

庚寅岁，僦居诸氏苹末亭，
梅雨乍歇，桐叶新阴，欹枕竹
窓，呆思往事。友人携颖泉楷
帖至，苍劲秀逸，字成胸腍，
巧发毫端。管城子无食肉相，
斯册之谓与？书者之腕，观者
之目，历四十寒暑，相遇纸上，
能使人神情开霁，心慕手追，
流连不倦，以为抚掌之资，亦
见书者之腕力矣。国已改岁，
叹古人法书沉销水火，此册岿
然独存，墨林之鲁灵光也。

这是一段书写于顺治七年
的跋文，也是目前可见的吕宫最
早的书法作品。韩道亨是明末书
法家，工书法，其楷、行、草书俱
佳。从跋文中可以看出，吕宫对
韩道亨很是尊崇，对其所书唐诗
一函四册能历经明清鼎革之乱
而幸存于世倍感欣慰。题跋用墨
和润、笔力精健，布局疏朗和谐，
潇洒秀逸之气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华建铭，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明清江南科举文化。

这幅吕宫的行草书法长卷，
先后书写了唐开元时期贤相、著
名诗人张九龄的诗作《奉和圣制
早渡蒲津关》，以及李白所作《春
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书于卷首的张九龄《奉和圣

制早渡蒲津关》是一首君唱臣和
时的奉和之作，蕴含了臣子效力
君主、实现人生抱负的热情，以
及君臣相契、成就功业的欢愉。
张九龄乃开元后期名臣，开

元二十四年因李林甫进谗言，被
唐玄宗改任尚书右丞相，免去了
知政事，从而被排挤罢相。其为
相期间，李林甫闭塞言路、忌贤
乱政。张九龄始终忠耿尽职、直
言敢谏，努力维护开元盛世。即
使被贬官地方，也是惟文史自娱
而非戚戚婴望，无论居庙堂之高
或处江湖之远，皆不为功业屈己
媚世。
张九龄的际遇，对于才五十

出头却因朝中北党官员嫉妒，而
连续受到参劾，最终不得已自请

去职归乡的吕宫而言，可谓心有
戚戚焉。因此，吕宫书写《奉和圣
制早渡蒲津关》，既是在对这位
前贤名相表达推崇敬仰之情，同
时也有对其于立德立功、穷达选
择之间能够固守志节、进退裕如
的由衷叹赏，更显现了吕宫坦荡
傲然的风骨。

长卷的后半部分，书写的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其中诗
序部分以清新俊逸的文字、转折
自如的笔调，表现了欢快的天伦
之乐和浓浓的兄弟之情。而将
张、李二人之作联合起来进行审
视，那么吕宫书写这幅长卷背后
的精神世界，也就很自然地铺展
在世人眼前，那就是：庙堂虽好，
不是久恋之乡；故园虽陋，却是
心安之地。

状元连襟纵跨明清联袂题跋

挂冠而去后的云淡风轻

清 吕宫 行草书法长卷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明
代佚名《仿赵孟頫十六罗汉图》，
图后有方拱乾自撰记文以及吴
伟业、杨廷鉴、吕宫三人题跋。跋
文如下：
松雪画久为世所珍，余于蓄

古家颇多展玩而鲜见真迹，似此
白描，得未曾有。余尝谓画人物
家，不难精工，难在毫楮间恍惚
有生晕差，画者落笔时有神似其
间而观者亦以神遇，若出自临
摩，则愈精工而生气索然矣。此
卷古劲森秀，神采如生。苏长公
所云“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
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此岂非
道艺画成者耶？非松雪其谁能
之。坦翁年伯出以见示，谓上世
东谷公留遗，匪特真迹可贵，而
先人手泽以存，厥世世宝之，永
久弗替，以是觇仁人孝子之用心
尔。

兰陵年小侄吕宫谨跋

从文献及史学角度而言，该
画卷及题跋异常珍贵，不仅在于
画作本身很可能出自赵孟頫之
手，更有意思的是，杨廷鉴是明
朝最后一个状元，与吕宫同为武
进人，而且还是连襟。该画卷题
跋是目前惟一存世且一纸同体
地呈现了明清两代两位武进状
元书法风采的作品，从中更可管
窥二人的文艺取向与精神世界，
值得后人惜之、宝之。

清 吕宫 跋佚名《仿赵孟
頫十六罗汉图》

清 吕宫 行书跋明人韩道亨楷书唐诗一函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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