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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园——种下春天

14 悦览——请你别忽略爱自己

15 非遗——韩石桥灯秧歌

从大运河边走出从大运河边走出的北宋宰相刘挚的北宋宰相刘挚
■林永香

北宋时期的宰相刘挚从
大运河岸边走进北宋朝廷的
视 野 。他 治 学 严 谨 ，才 华 横
溢，但一生都在北宋中后期
的动荡中度过。围绕着变法，
他数度被朝廷罢官，历经宦
海生涯的升降沉浮。

作为北宋中晚期的重臣，刘挚跨越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四朝，
经历了北宋盛极而衰的全过程。刘挚从县令做起，官至宰相，历经宦海
生涯的升降沉浮，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自从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使臣每年都要
踏上幽燕古道，在北宋开封与辽之间往复
交流。宋朝屡次派出朝廷重臣出使契丹，如
欧阳修、苏辙、王安石等，其中还有刘挚。

刘挚出使契丹是在元丰五年（公元
1082 年），那一年他 53岁，正在尚书礼部
郎中任上。刘挚被派出使，给契丹国主拜
年，当然这是双向的，契丹也派官员来给
北宋皇帝祝贺新年。

刘挚是位忧国忧民的官员，刘挚由冀
入燕，一路看遍北国风光。他在《城北》这
首诗中写明了自己内心的忧愤：“六十万

兵闲饱死，谁怜山后八州儿。”“六十万兵”
指的是北宋官兵，他们吃闲饭，没事干，可
怜太行山北侧八州的老百姓们，至今盼望
回归到北宋的怀抱。作为北宋官员，刘挚
非常感慨朝廷白白养兵，却无力收回燕云
十六州的无奈。

刘挚是怀着不平之心完成了契丹之行
的，而他的儿子刘跂多年之后也踏上使辽
的路途。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刘跂和他的二弟刘蹈考中同榜进士，但因
其父在朝，他反倒一直在地方任职。刘跂这
一生，身怀高才，学识非常渊博，集文学家、
易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古琴家于一身，

与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并列为宋代四大金
石学家。同样的是，刘跂也是被派往契丹祝
贺辽主新年的。一路上，他追随父亲的遗
迹，完成着南北通好的礼仪。

在刘挚的故乡码头镇北大约二三里
处，刘氏后人为了纪念先祖，出资修建了
一座碑亭，取名为“忠肃亭”。亭子呈六角
形，正面冲北，里边立碑三座，记载了刘居
正、刘挚、刘跂等人的生平事迹。刘挚作为
大运河边一位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
其爱国爱民的思想、廉洁务实的政绩观以
及手不释卷、笔耕不辍的学风在今天看
来，仍十分珍贵。

征 稿

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我们试图

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

尘封的故事。

本版设有沧州地理、狮城旧事、沧州风

物、老街旧巷、老物件、传说故事等栏目，欢迎

广大读者来稿，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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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大运河边走出来的宰相

刘挚（公元 1030 年—1098 年），字莘
老，永静东光（今衡水阜城县码头镇西刘
村）人。宋神宗时期，他任尚书左仆射、尚
书右仆射，分别相当于首相和次相，所以
人们习惯称刘挚为宰相。

刘挚的故乡西刘村在码头镇北大约
二三里，与东光县城隔京杭大运河相望。

北宋时期属于东光。
刘挚的父亲刘居正一直鼓励他读书，

并亲自教他，从早到晚都不间断。有人对
他说：“您只有一个儿子，难道不能稍稍对
他放宽点吗？”居正回答说：“正因为我只
有一个儿子，才不可以放纵他。”

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刘挚高中

进士甲科，做了冀州南宫县令。他作为北
宋中晚期的重臣，跨越英宗、神宗、哲宗和
徽宗四朝，可谓经历了北宋盛极而衰的全
过程。刘挚在当时的政坛中占据了很重要
的位置。在群贤毕集的宋中期，刘挚能从
县令一直做到宰相，足可以窥见他的才
能。

贰 宦海生涯 几经沉浮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开始
执掌政权，而且对刘挚非常器重，不断对他
加以提拔。刘挚为人刚直，王安石拜相后推
行新法时，刘挚并没有因为王安石对自己
有恩，选择站在新法的一边。相反，他坚持
自己的立场，认为新法有许多弊端，便上书
宋神宗，陈述新法的弊病。总的说来，刘挚
的政见是比较倾向司马光一党的。

宋神宗当时相信王安石，便把刘挚贬

到衡州监管盐仓。宋哲宗继位后，刘挚由
丞相司马光推荐改任秘书少监，升侍御
史。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
相继病逝。北宋朝廷围绕变法形成的新、
旧两党争论加剧，进而因地域、政见不同
形成洛、蜀、朔三党。

以刘挚为首的北方派被称为朔党，他们
主张吸取汉、唐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北宋社会
实行逐步改良，反对暴变，比较推崇司马光

的政见。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刘挚与其
他两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形成了
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学术思想、执政理念在
他的著作《忠肃集》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元祐六年（公元 1091 年），吕大防为
左相，刘挚为右相，此时的刘挚达到了自
己的人生顶点。后来，刘挚遭到吕大防一
派弹劾而被罢相，接连又连贬四地，68岁
时死于湖南常德。

叁 清正廉洁 不畏权势

刘挚为官清正廉洁，忠贞爱国。嘉祐
四年（公元 1059 年），他中举后任冀州南
宫令。此地赋税甚重，百姓生活艰难。为
减轻百姓的负担，刘挚向上级奏请减少
税赋，上级却弹劾他破坏规矩。刘挚不
畏权势、一做到底，直接将此事上报朝
廷，最终朝廷下令减少了南宫地区的税
赋。减税之后，百姓收入增加了，都非常
拥护他。因他的政绩卓著，刘挚与信都
令 李 冲 、清 河 令 黄 莘 被 称 为“ 河 朔 三
令”。

刘挚对人才选拔任用方面见解颇
深。有一次，他在和宋哲宗的谈话中说
道：“人才难得，贤能品行不一。性情忠厚
而且才能学识有余，这是上等；才能学识
不足但忠厚老实有余，这是次等；有才能
而难以保持，可以借以成就事业，这是又
次等；心怀邪念观望，随着时势而改变，
这是小人，终不可以任用。”宋哲宗听后
深有感触地说：“你能这样用人，国家还
有什么忧虑！”充分肯定了他的见解。

刘挚从最初任职到担任宰相，坚持独

立的见解，辨别邪恶，专意留心选拔人物，
也从不接受拜谒请托。他自己的子弟亲戚
做官，也全都让他们到吏部按标准进行选
拔，从不以权谋私。

刘挚生活在北宋人才济济的鼎盛时
期，很多在后世有大名声的人物都曾与他
交往，苏轼、苏辙都曾与他有过诗作互答。
苏轼写下《刘莘老》，表达对他的怀念之
情，足见两人交谊之深。南宋哲学家朱熹
在刘挚去世近百年后，特地去到皇家名人
堂为刘挚画像题诗。

肆 刘挚父子都曾出使契丹

河间沙河桥镇，曾流传着一个有意思
的村名顺口溜：“胡周李齐盖，牛杨店孟方，
十个官庄加里昌，陈巩孟穆加张王，东西旧
馆南北康，小屯谢家陈梁王，说到头没到
头，沙桥还有个姜刘，沙河桥为中心，闫家
董家小李村。”这顺口溜完整涵盖了当时沙
河桥所有村庄的名。其中“陈巩孟穆加张
王”，这句话指的就是 4个“留欢”村。

“留欢”村名的由来与当时的一场瘟疫
有关。元明交接之际是个战乱频繁的时期，
一场瘟疫像恶魔般在这片土地上横行。染
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许多家庭都遭受灭顶
之灾。然而，在这场灾难中，有个家庭却奇
迹般地幸免于难。

当时，有位魏姓村民以炸油条为业。也许
是炸油条浓烈的油烟，又或许是命运的眷顾，
当周围的村民纷纷被瘟疫夺走生命时，魏姓
人家却独独存活了下来。这种死里逃生，让他
们满心欢悦。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村庄的名字
改成了“留欢”。

随着时间的流逝，陈、巩二姓迁居至
此，村庄也随之更名为“陈巩留欢”。明永乐
三年（公元 1405 年），山西移民孟、穆、张、王
四姓迁来，他们分别在陈巩留欢西南侧，建
起 3 座新的村庄。在命名时，他们借助前面
村庄名字的一部分，加上自己的姓氏，于是

“孟留欢”“穆留欢”“张王留欢”这几个村名
就诞生了。

这些村庄的名字就像一部部鲜活的史
书，记录着不同家族的迁徙轨迹，见证着生命
在历史长河中的顽强拼搏。每个名字背后都
有先辈们的悲欢离合，都蕴含着对生命的敬
畏。从魏姓人家在瘟疫中的幸存，到各个姓氏
的陆续迁入，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一幅丰富
的历史画卷。

地名里的沧州

一场瘟疫
与“留欢”村

■纵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