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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两过甘肃留诗书林则徐两过甘肃留诗书

林则徐林则徐（（17851785 年—年—18501850 年年））清清
福建侯官福建侯官（（今闽侯今闽侯））人人，，被人们称之被人们称之
为为““近代中国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清道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18381838年年），），他在担任他在担任
湖广总督时提出湖广总督时提出，，鸦片已经成为中鸦片已经成为中
国严重的弊害国严重的弊害，，率先在湖广实施禁率先在湖广实施禁
烟烟，，同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查禁鸦查禁鸦
片片。。道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18391839年年））三月三月，，林林
则徐在广州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则徐在广州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
施施，，并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并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 237237万万
多斤多斤，，同时铸造大炮同时铸造大炮，，多次打败英国多次打败英国
人的入侵人的入侵。。道光二十年道光二十年（（18401840 年年））
九月九月，，林则徐遭投降派构陷被革职林则徐遭投降派构陷被革职
贬到镇海贬到镇海。。第二年七月第二年七月，，又被又被““从重从重
发往伊犁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效力赎罪””。。赴疆途中赴疆途中，，
黄河泛滥黄河泛滥，，军机大臣王鼎保荐林则军机大臣王鼎保荐林则
徐徐““戴罪治水戴罪治水””。。半年后治水完毕半年后治水完毕，，
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唯林则徐唯林则徐““仍仍
往伊犁往伊犁””。。

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谪戍期谪戍期
间过甘肃间过甘肃，，曾留下诸多值得人们回曾留下诸多值得人们回
忆的珍贵历史印记忆的珍贵历史印记。。

（一）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五月，林则徐携

妻、子自浙江抵达西安，不料大病一场。七月

初六，病体初愈的林则徐在次子聪彝、三子拱

枢的陪侍下，登程西行。林妻郑夫人和长子汝

舟送到乾县，亲人长别，无限伤感。告别了郑

夫人，林则徐经永寿，过邠州（今彬县），涉泾

水，逾长武，于十四日到泾州（今泾川县），进入

甘肃省境内。又经平凉府（今平凉市崆峒区），

翻六盘山、齐家大山，过陇德县、静宁州（今静

宁县）、会宁县，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安定县（今

定西市安定区）。林则徐二十九日过柳沟河，

下东岗坡，被恭候迎恩门（东稍门）外的甘肃省

文武官员迎进兰州城内，下榻行馆。

林则徐在兰州停留了八天。八月初四，甘

肃布政使程德润在署北花园设宴为林则徐饯

行。花园为康熙时由李渔设计建设，凿地为

池，垒石成山，颇具江南风格。又经程德润修

葺一新，改为若己有园（今甘肃省群众艺术馆

址），园中稻畦蔬圃，古木蓊郁，碧波粼粼，亭

榭倒映，幽雅旖旎。觥筹交错中，程德润赋诗

送别林则徐，林即席次韵奉和七律《程玉樵方

伯德润饯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

二首。

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

坐我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酝色香陈。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

不问官私皆护惜，平泉一记义标新。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其一写若己有园的美景及宴饮场面；其二

表达了未能阻止英夷侵犯的抱憾心情和对列

强蚕食中华疆土的担忧，揭示外国侵略者的图

谋，提醒警惕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狼子野

心。

林则徐在兰州日日夜夜手不停毫，为闻名

而来的求书者书写对联、匾额、扇面，如初六

“早晨，书联、扇”“夜，复补书各处纸幅，终夕未

寝”。他还为雄踞金城关上的金山寺题写了

“绥靖边陲”匾额，亦寄托了祈望国家边防安宁

的心愿，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在兰州，林则徐遇到了早来甘肃七年的朋

友、安定县主簿陈德培（字子茂）。他乡见故人

分外亲切，陈主簿一直陪着林则徐到了凉州。

八月初七，兰州官员送林则徐一行出桥门，过

黄河浮桥西去。

（二）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八月初八，林则徐

离开沙井驿，向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进发。十

二日，经乌鞘岭、黑松驿，到古浪县城。古浪县

令陈世镕在离城三十里外的地方迎候。

陈世镕陪同林则徐在古浪县城休息了一

天。陈世镕专门写了《题林少穆制军关陇访碑

图》《题林少穆制军边城伴月图》诗。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林则徐住在甘凉

道署中。适逢同乡郭远堂（柏荫）任甘凉道尹，

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凉州休整了七天。同时

和凉州的地方名流“酬唱应和，挥毫留赠”，留

下了不少手迹。

今武威市博物馆藏有其两件墨宝：一为手

抄的《临孙过庭草字书谱》，一为行书中堂：“外

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纯固独着，旷然无忧患，

泊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

济，同乎大顺。”还为凉州陕西会馆书写了“浩

气凌霄”匾额，笔力遒劲，表现出一个爱国志士

的高尚情操和浩然正气。

八月二十二日，林则徐继续西行。陪同他

走了近一月的好友陈德培送至四十里铺东返，

双方依依告别，互有赠答。

八月二十五日，西风烈烈，雨雪交加，寒冷

异常，道路崎岖，一望旷然，无可避处。林则徐

坐肩舆西行，至定羌庙熏衣进食，又经帅圃墩，

至峡口驿，夜宿车上。林则徐作《途中大雪》

诗，记述路途之艰辛：

积素迷天路渺漫，蹒跚败履独禁寒。

埋馀马耳尖仍在，洒到乌头白恐难。

（三）

九月五日，林则徐到达肃州（今酒泉市肃

州区）城，停留三天。在肃州，他意外地遇到

嘉庆十六年（1811 年）与自己同榜进士、时任

肃州直隶州镇台的老友云洲，十分高兴，随即

书楹联以赠，联曰：桐阴睡鹤观调息；雪夜图

蕉得画禅。

上联右上方题“云洲四兄大人同年清鉴”，

下联署款“少穆弟林则徐”，钤朱文篆书“林则

徐”“少穆”二印。这副珍贵的墨宝现存于嘉峪

关市长城博物馆。

九月七日，林则徐一行由肃州出发，经安

远寨墩、大沙河墩，到嘉峪关，夜宿东罗城内的

驿舍。翌日早晨，在西瓮城“关内号房，登记出

入人数”后，林则徐始“策马出嘉峪关”。他立

马嘉峪关下，放眼河山，思接千古，感慨万千，

自然而然联想到东南的战局，写下了著名的

《出嘉峪关感赋》（四首）。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首联总写嘉峪关的地理位置和自己停驻

的缘由。“严”字道出了关的紧密肃穆，凛然不

可侵犯；颔联突出雄关之高；颈联极写雄关之

险；尾联以崤山、函谷关作对比，进一步映衬出

嘉峪关的雄伟壮观。

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首 联 概 述 嘉 峪 关 自 古 就 是 中 外 交 通 的

交通孔道，歌颂了博望侯张骞开拓的历史功

绩 ；颔 联 写 雄 关 控 近 驶 远 的 作 用 ；颈 联 极 写

眼 前 所 见 ，长 城 古 堡 、大 漠 寒 月 、雕 鹰 高 翔 、

风 吼马嘶，描绘了一幅辽阔苍茫、独具特色的风

景画；尾联通过与卢龙、山海关比较，以东南关

城作衬托，进一步赞颂了嘉峪关的雄奇险固，再

次展现出嘉峪雄关风格独特的壮丽画卷。

敦煌旧塞委荒烟，今日阳关古酒泉。

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雁碛入遥天。

威宣贰负陈尸后，疆拓匈奴断臂前。

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

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

弃繻人去谁能识，投笔功成老亦还。

夺得胭脂颜色淡，唱残杨柳鬓毛斑。

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两诗巧用典故，重在赋“感”，一诗中连用

“鸿沟分汉”“贰负陈尸”“匈奴断臂”等数个典

故，融历史题材于全诗，深刻地表达了自己难

以直言的隐旨：在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东南沿海

的严峻形势下，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

的尊严，坚决抗击外敌的侵犯，反对奴颜婢膝、

卖国求和、丧权辱国的行径。他身在边关，心

系东南，遥望中原，潸然泪下；虽知自己年老体

衰，仍企盼被早日召还，去东南前线为国建功。

在玉门县境，林则徐赋诗一首，道尽晚清

时边地的凋敝：

脂山无片脂，玉门不生玉。

荒戍几人家，如棋剩残局。

在玉门，林则徐收到了已先到伊犁效力的

抗英英雄邓廷桢的来信，林则徐阅读后赋《将

出 玉 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诗

二首：

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

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今弥勒笑同龛。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公比鲰生长十年，鬓须犹喜未皤然。

细书想见眸双炯，故纸难抛手一编。

僦屋先教烦次道，携儿也许学斜川。

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诗 中 表 达 了 在 禁 烟 抗 英 斗 争 中 与 邓 公

建 立 的 患 难 与 共 的 深 厚 友 谊 和 深 切 怀 念 之

情；如今虽谪戍边地，却仍心在江南，为国家

安危担忧；表现出只要消除外患、国家安定，

即 便 老 死 边 防 也 无 怨 无 悔 的 爱 国 思 想 和 磊

落胸怀。

九月十一日，林则徐离开玉门继续西行。

十八日经红柳河，抵达星星峡，进入了今新疆

境内。

（四）

林则徐离开甘肃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

簸，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到达充边地伊

犁。在伊犁戍边期间，林则徐兴修水利、开荒垦

田、兴办教育，为开发西部、巩固边陲作出了贡

献，得到了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尊重和称赞，也再

次引起朝廷的关注。布彦泰奏请朝廷，林则徐开

垦有功，请求道光皇帝“弃瑕录用”。道光二十五

年（1845年）九月二十八日，道光帝终于同意召林

回京师，以四品京堂候补。十一月初，林则徐由

哈密东返。次年三月林则徐再次抵达兰州。

在兰州，林则徐与故交朱克敏再次相逢。

时隔 18 年，林则徐再见朱克敏时，其学业大进，

书法“神采奕奕，笔法与年俱进”。林则徐专门

为朱克敏书写了宅联：云山供养门庭敞；文史风

流地位清。得到林则徐的赏识和推崇，使一介

布衣的朱克敏在秦陇大地声名大震，其书法“陕

甘上下垂青”。

林则徐离兰前夕，适逢乡试之期，他看到

朱克敏近二十年科举无进，仍为一介寒儒，遂

鼓励朱克敏参加丙午乡试，朱以奉养老母为

辞。是年秋十月，朱克敏至西安，林则徐方知

朱生母先逝，其母维持家计“艰苦备尝，子子孙

孙，慈爱甚笃，数十年人多不知其为继母也”。

愈感其孝母之心，应朱之请，为其母撰《朱母颜

孺人寿序》，赞颂朱母对朱克敏姐弟四人的抚

育之恩，并盛赞朱克敏洁身自好，以笔墨养家

糊口的清贫生涯。《朱母颜孺人寿序》十二条

屏，由程徳润书写，约一千二百字，是一篇具有

史料价值的传世文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老照片里的兰州小西湖
□ 史 勇

昔日兰州八景，景观各异，久负盛名，为世人所称道。而今惟五泉山、白塔山、小西湖仍能见到一些历史印记。关于兰州

小西湖的故事，地方志和相关文章多有记载。时光倒流，随着摄影术传入中国和逐渐普及，外地旅行者除了不吝笔墨描绘小

西湖景色之外，亦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小西湖黑白影像记录。从昔日游记中撷取若干原汁原味的记录，在前尘旧影里共同回

顾兰州小西湖的历史故事。

提及兰州小西湖的历史，要追溯到

明代的肃王家族。永乐年间，肃王朱楧

在兰州西门外兴建莲荡池，奠定了兰州

最早的湿地公园雏形。莲荡池历经清

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多次扩建，颇具规

模，“池中叠石为舟，其旁皆种莲花。”

“莲池夜月”曾为旧兰州八景之一。19

世纪 80 年代，陕甘总督杨昌濬将其更名

为小西湖，其《记莲花池》一文云：“方其

盛时，花木之茂，鱼鸟之繁，亭台楼榭之

错出，为兰州第一。”1912 年，乡贤刘尔

炘受官方委托对小西湖规划修葺，再现

金城名胜。

1919 年 2 月，赴西北考察实业的浙

江人林竞寓居兰州期间，适逢春节，与

友人遍游金城名胜，虽天寒地冻亦兴致

盎然。其在 2 月 7 日记载，自金天观西

行三里，为莲花池，俗名小西湖，“湖中

多芦草，不见一莲。亭榭两座，业已倾

圮。夏令树木茂盛，或有可观，此时极

感萧条也。”此情此景，从作者当年拍摄

的老照片中亦可得见。

1920年海原大地震，波及西北诸省，

据称兰州小西湖亦因地震导致湖水干涸，

时人游记对此多有记载。1934年 7月，寓

居兰州的新疆宣慰使署随员薛桂轮游览

小西湖，“惟现在满池苇草而已，无一朵莲

花可见。”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时任中国

银行高管的李孤帆于 1939年 4月游览小

西湖，其在《西北杂记》一书里详细描绘了

游园场景，指出小西湖遗憾之处在于“所

惜池水已涸，减色不少。”

虽然湖水干涸，但小西湖古建筑群

落仍颇为可观，在时人笔下各具特色。

南京新亚学会王应榆曾于 1933 年深秋

时 节 到 访 兰 州 ，其 在《黄 河 视 察 日 记》

一书中对于小西湖印象颇佳：“湖面不

大，然房屋之结构布置颇精巧。河山带

砺，夏时树木成荫，颇为幽雅。”

薛桂轮在《西北视察日记》一书中

写 道 ，当 时 的 小 西 湖 ，周 广 二 百 余 亩 ，

犹存龙王庙、东西院、宛在亭、螺亭、四

明 亭 等 建 筑 。“ 东 西 院 建 筑 颇 为 幽 雅 ，

西院穿墙题名晚红院，背题醉流霞，内

有 盟 鸥 馆 、梦 鱼 斋 、惠 风 轩 ，各 悬 联

语 。 东 院 穿 墙 题 名 早 红 院 ，背 题 挹 爽

气，内有藕香馆、思鲈斋、嘉鱼轩，亦各

悬对联。”“螺亭位于园之北墙，下临黄

河 ，盘 旋 而 上 。 不 但 全 园 风 景 了 如 指

掌 ，即 兰 州 山 水 亦 历 历 在 目 。”作 者 游

园之余，还在小西湖制高点螺亭“於此

摄全园活动影片并园外黄河风景”。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亦记载了邵

元冲一行眼中的小西湖景观：“周广数

十 里 ，内 阻 长 城 ，外 倚 大 河 ，湖 畔 有 龙

王庙。自龙王庙北行，有疑是楼，前挹

湖光，绿柳轻舞，颇堪驻足。再北过小

桥，即至湖前，登宛在亭，四顾苍茫，田

野 秀 麦 如 油 ，蛙 声 频 传 ，丰 稔 之 兆 可

卜 。”作 者 特 别 强 调 ，尽 管 兰 州 小 西 湖

有西湖之名而无西湖之水量充沛，“然

夏 日 居 此 ，湖 风 树 荫 ，大 足 消 遣 ，仍 不

失为胜地也。”

李孤帆游览小西湖时，正值阳春三

月，其在《西北杂记》一书里写道，出兰州

西门五里，只见沿途田中遍植李树，李花

盛开，一望无际，“遥见亭台殿宇，已到了

小西湖”。骡车由门侧而进，下车步行，

见中间一亭，四面垂柳，亭前牌楼一座，

一面题“瀛洲”二字，一面题“柳浪闻莺”

四字。作者点评道，此亭“颇似杭州西湖

的湖心亭，不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兰州小西湖的古建筑对联亦为一

景，值得玩味。薛桂轮游览小西湖时，

见到螺亭有一联曰：“淘不尽万人幽恨

四 海 穷 愁 任 眼 底 大 河 东 去 ，看 得 开 百

岁 流 光 一 场 春 梦 觉 怀 中 爽 气 西 来 ”。

作 者 称 赞 此 联“ 堪 称 隽 永 ”。 李 孤 帆

《西 北 杂 记》载 ，小 西 湖 有 陶 陆 二 公 祠

（“ 陶 ”即 晚 清 末 任 陕 甘 总 督 陶 方 之 ，

“陆”即民国首任甘肃督军陆洪涛），祠

门有一联曰：“高山仰止，大河前横”。

作 者 指 出 ，因 地 临 黄 河 ，此 联“ 颇 合 二

公的身份和当地的环境。”而小西湖龙

王 庙 的 一 副 百 字 长 联 则 堪 称 联 林 珍

奇。《西北随轺记》载，国民党元老邵元

冲 一 行 游 览 小 西 湖 时 ，见 龙 王 庙 有 署

名 墨 斋 者 大 书 长 联 于 壁 间 云 ：奇 愁 敢

说酒能消，当初一画开天，传之尧舜禹

汤 文 武 周 孔 ，萃 列 圣 真 精 神 、真 脉 络 ，

授受五千年，遇继起儿孙，都看成那秋

后 黄 茅 、风 前 白 苇 ；春 梦 偶 从 花 外 觉 ，

溯 自 三 皇 治 世 ，到 了 秦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经 累 朝 大 豪 杰 、大 英 雄 ，维 持 四 万

里 ，被 无 情 造 化 ，尽 付 与 这 霜 中 红 叶 、

水 上 青 峰 。 此 联 长 达 108 字 ，贯 通 古

今 、大 气 磅 礴 。 时 人 游 记 中 的 相 关 记

载 ，也 从 侧 面 展 现 了 小 西 湖 的 时 代 变

迁和旧时金城民情。

小 西 湖 曾 一 度 被 辟 为 苗 圃 。 据

林竞《西北丛编》载，1919 年时的小西

湖 已 改 为 北 洋 政 府 农 商 部 苗 圃 。 据

薛桂轮《西北视察日记》载，1934 年时

的 小 西 湖 在 编 制 上 隶 属 甘 肃 省 建 设

厅 第 二 苗 圃 ，并 增 添 了 相 应 设 备 ，如

“ 园 外 黄 河 边 设 有 抽 水 机 一 座 ，为 灌

溉 苗 圃 及 附 近 民 田 之 用 。”小 西 湖 当

年 还 是 省 城 政 要 闲 暇 时 放 松 休 憩 之

所 ，据 薛 桂 轮 日 记 记 载 ，其 在 小 西 湖

摄 影 时 ，忽 遇 时 任 西 安 绥 靖 公 署 驻 甘

行 署 主 任 邓 宝 珊 亦 游 此 园 ，宾 主 双 方

“略谈而别”。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30 年 代 的 小 西 湖 古 建 筑 还 曾 被 辟 为

小 型 展 览 馆 ，据 王 应 榆《黄 河 视 察 日

记》载 ，当 时 的 甘 肃 省 建 设 厅 在 小 西

湖设有农工陈列所。

清乾隆年间的兰州莲荡池图（采自《兰州市园林绿化志》）

20世纪 30年代的兰州小西湖（采自《西北揽胜》）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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