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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李家大宅门”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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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锡：慈禧和光绪的
洛阳“接待办主任”

日前，老城区一个名叫李世凯的80后小伙，打算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小米黄酒”申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搜
集相关申报材料时，李世凯发现自己所在的李氏家族并不简单：家族以书香传家，并悬壶济世；族中才俊辈出……
其家族堪称洛阳的“大宅门”。这个家族也引起洛阳民俗博物馆研究员、碑刻研究专家赵君平的关注。赵君平发
现，一些清末民国时期耳熟能详的名人，如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钫等，都与这个家族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根据相关史料，我们推出“洛阳李家大宅门”系列，回顾百年前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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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谱》的开篇记载：为避元末
战乱，李氏家族由山西洪洞一带迁至洛
阳定居。自四世开始，这个书香之家一
直官运亨通。

有了祖上做官积累的人脉和财富，
李家愈加兴旺发达。洛阳红十字会理
事、河南省议员、著名书法家、名医……
李家可谓“才俊辈出，显赫于世”。

在赵君平看来，《李氏家谱》保存完
好，续写详细，收录各种墓志拓片、照片

之齐全，“在洛阳尚不多见”。
此外，李氏家族的墓志铭、荣哀录

中，留有不少著名书法家的墨宝，书法
之精妙，对于研究清末时期各书法家的
作品风格，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其中，一张拓片复印件，源自李氏
家族第八世李龙锡的墓志。它的珍贵
之处在于，它使洛阳民间流传多年的

“老城李家有人接待过‘两宫回銮’”的
“传说”终于有了佐证。

清政府被推翻后，厌倦了官场乌
烟瘴气的李龙锡决定弃官从商。墓
志中记载：“仍营商奔走沪汉之间，与
管陶为伍，然儒学其本性也，好交游
文人学士以甄陶其学识，又喜攻医
学，每遇名医则咨询不倦。”

干回老本行后，李龙锡长年奔走
于上海和汉口之间。当时，谁家要能
在这两地之一有生意，就算很了不起
了，可见李龙锡的生意之大。

虽然长年为生意奔波，但自幼受
家庭熏陶的李龙锡从未放弃读书，还
很喜欢医学，每到一个地方遇到当地
的名医他都虚心求教，遇到好的药
方，会亲手抄写下来保存，以备救急
之需。

此外，他还自己配置药品施舍给

远近的乡邻。一时间，到老城西大街
西后道李府门前讨要药品的人络绎
不绝。无论多晚，只要有人敲门，李
龙锡和家人就会出来按照病情施舍
药物。

他时常告诫家人：“不能因为贪
钱而编瞎话骗人，更不能把人拒之
门外。”

李龙锡悬壶济世，在洛阳城内，
百姓一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充满感激
之情。

“士大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
医功德并不在良相下。”在李龙锡
的墓志中，张凤台特意提到：像李
龙锡这样由儒而商，由商而医，由
孝幼而亲族济众的人，从古至今不
可多得。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进入陕州时，
天公不作美，秋雨绵绵，但这丝毫没有
影响李龙锡的“发挥”，他把老佛爷和皇
上伺候得舒舒服服，为河南府的接待工
作开了个好头。事后，李龙锡被赏五品
蓝翎，后又被封为俸政大夫。

这在李龙锡墓志铭中得到了印证，
开头便有“清故俸政大夫”的称谓。俸
政大夫是个五品的文散官名，与知府级
别相当，是虚衔。

清代，洛阳是河南府府治所在地，
当时的河南知府文悌是慈禧太后的亲
侄子，为了做好迎接工作，他可谓煞费
苦心。

据《洛阳市志》记载：1901年农历
九月十六，慈禧与光绪由西安返京路过
洛阳，文悌竭力准备迎接大典，他大修
周南驿，将之改为“行宫”，同时还整修
洛阳城、关林、龙门等处。此次接待兴
师动众，耗银三万余两。

古今难得：由儒而商，由商而医

接待有功：被赏五品蓝翎

人称有才：被公推为“接待办主任”

“传说”得证：老城李家接待过“两宫回銮”

□记者 徐翔 孟国庆 文/图

1901年农历九月十六，
躲避八国联军出京的慈禧
太后和光绪皇帝由西安返
京，途经洛阳。洛阳有一人
被推举为“供支局长”，是慈
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洛阳

“接待办主任”，他就是李龙
锡，李氏家族第八世，被封
为俸政大夫。

这个与“两宫回銮”有关的洛阳人，
正是李龙锡，其墓志是张凤台撰文、林
东郊书丹并篆盖。

张凤台是清末及民国时期著名政
治人物，曾任河南省省长。而林东郊则
是洛阳城内家喻户晓的文人、政客，人
们习惯称他“洛阳翰林”。

李龙锡字鹏九，号程万。父辈们退
休后，由于家中人口众多，还要供养两个
弟弟读书，他“弃儒从商”做起了生意。

据《李龙锡墓志》记载：“前清庚子之
变，两宫幸陕回銮时道经陕州，官与绅佥
称君有干才，公推为供支局长，经理一切
事宜。事竣，赏给五品蓝翎，殊恩也。”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动荡
也被称为“庚子国难”。

一年之后，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
国的《辛丑条约》后，各国相继从北京撤
军，慈禧和光绪便打算返京。因慈禧不
愿走回头路，便绕道河南。这段历史被
人们称作“两宫回銮”。

此时，李龙锡在陕州（今三门峡市
陕县）一带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政
商界人士都夸赞他有才能。

两宫回銮，位于陕豫交界的陕州是
河南府的首站。为了使接待工作万无
一失，大家一致推举李龙锡为当地供支
局局长，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接
待办主任兼商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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