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士；享
崇祯元年(1628）戊辰
科殿试金榜三甲第254名 翰林院侍讲

李士淳（1584-1665），字仲垒，明广东程乡县（今梅县松口镇洋坑祥安

围）人。少年时，父母长期在外地教书谋生，如失怕恃。故据《诗经·谷

风》
“
无父何怕，无母何恃

”
之意，取号曰

“
二何

”
。其长兄士撩为

“
匪

何
”

。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十多岁时随父游名胜阴那山，见山水奇

胜，寺庙辉煌，即携行李书籍文具假寓于阴那山灵光寺，潜心读书。19岁

考中秀才，23岁，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己西科乡试中解元。他在阴那山

灵光寺侧辟一书室，因寺前有三棵古柏，故书室名曰
“
三柏轩

”
。天启三

年(1623），李士淳进京，崇祯元年（1628）会试中式第十八名会魁，殿试三甲

第254名进士。崇祯四年（1631）始任山西翼城县县令。三年后改任山西曲沃

县县令。在翼城、曲沃任内，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得京城魏柱史推荐，

于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应召入京，对策切中时弊，为崇祯帝赏识，摧升

为翰林院侍讲，教授太子慈娘读书。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

民军攻陷北京后，崇祯自缝身亡。李士淳与太子慈娘为李自成所俘。吴三

桂引清兵入关后，李自成败走，李士淳乃乘机潜返松口。

李士淳青少年时胸怀大志，早在阴那山读书时，以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名言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为座右铭。后来在《南宫抡魁

图志》中表明自己
“
不愿取天下第一科名，愿做天下第一事业，尤愿立天

下第一人品
”

。如高中解元后，有一年，程乡县遭天灾和盗贼祸患之乱，

发生了大饥荒。李士淳乃慷慨解囊，率先捐出自己赴京会试的津贴花银，

兑换官谷，以赈济灾民。并亲自劝说地方富户，捐出钱粮，使许多饥民免

于饿死。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感到梅溪出口处
“
山川文峰欠佳

”
，遂 a志

募资兴建元魁塔。至崇祯二年（1629），历时十载方始建成。 ,,j! 

天启、崇祯年间，东北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崇祯元年（1628），李士淳

在京参加殿试，闻广宁被后金所陷，即上疏朝廷，力主选贤任能，
“
收揽 飞 夹J

天下英雄
”

，
“
广开保举之门，亟张英雄之网，为救时之第一着。

”
（《李

二何先生文存·闻广宁失守疏》）侠进入仕途后，他又在《恭闻圣明千秋之



遇疏》中，建议崇祯皇帝不拘 一格选用人才，并指出朝中诸臣有相沿成习

之四大弊端：
“

一 日好为浮议求胜； 一 日不肯实心做事； 一 日庸庸者各为

其身家； 一 日矫矫者各标门户。
”

而这些病根在于
“

安处
”

二字。 为改变

这种风气首先要立志、养气、敦情。 他建议崇祯帝以此来瓢别群臣，作为

辨忠奸，察优劣，明赏罚的标尺。 他还提出将吏、户、礼、 兵、 刑、工六

部改为六曹；希望皇帝将权力下放，扩大六部的主权。 主张用人要因人而

异，用人所长。
“

实求可行之事，实求可用之人。
”

为解决国家经济困难

和皇室财政危机，他力主开源节流，
“

裁冗汰滥
”

。 同时，
“

清屯开

荒
”

，惩治贪官污吏。 对东北边关的制胜之策同样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

他这种以人才为治国之纲的思想，深得崇祯皇帝的赞同。

李士淳一贯重视兴学育才。 如在翼城任县令时， 曾捐出棒银一百三十

两修建
“

翔山书院
”

，且于政余暇，亲给生员讲学。 该县从此文风骤盛，

而至崇祯葵西、丙子两科，全县中举者二十多人，其中六人考中进士。 翼

城士绅特为他建生祠 一一
“

李夫子祠
”

。 《翼城县志》把他列入名宦之

页。 崇祯八年（1635），调任曲沃县后，又捐傣银创建
“

乔山书院
”

，仍亲

自授课。 且捐律银一百两为该县科举诸生作
“

书卷费
”

，令曲沃县 一连三

科夺得榜眼，人们称颂他为
“

岭南夫子
”

。

甲申国变后，李士淳从北京潜归故里，积极从事秘密的反清复明活

动，同时不忘办学育人。 顺治九年(1652），在松口兴建
“

松江书院
”

，并

将 即招生躁。 正如他在《课士图志》 一文中所写：
“

甲申遭国变，挂冠旋

里，……建造书院于松江，会集乡中父老子弟， 日以讲约正俗课士育才为

叫』A 事，四方归心，谬拟余为汉之郑康成，宋之朱考亭， 虽不能至，然愿学

\.1'T 焉。
”

（《钩沉鼎新录》）

－石 李士淳59岁（1643）年时， 曾充任山西会试同考官。 次年，李自成陷京

平 城，李士淳被执，身受刑答之苦。 第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传李士淳

乃乘机携太子朱慈娘（生于崇祯二年，次年册立为太子）潜返， 一同隐居于

28 阴那山。 后闻福王、唐王先后在南京、福州抗清，他即训练乡兵，且先在

飞，v d扩松口，后赴兴宁、长乐（今五华）、镇平（今蕉岭）各县，募得饷银三万余两，

以图东山再起，恢复明室。惟后见中原清军势大，反清复明无望，只好劝



太子从此出家，削发为僧，有
“

震和尚
”

之称。梅县关于
“

太阳生日
”

的

民俗，梅县松口世德堂古民居的建制，以及民间流传阴那山
“

太子菩萨
”

传说故事和文人香旧的著作中提及的
“

露和尚
”

，梅城东郊龙丰祥云庵太

子墓等等，都与崇祯太子朱慈娘有关。

当时，程乡县东南的丰政都（今丰顺）有降清总兵吴六奇称霸 一方，虎

视县城；东北的尧塘堡有恶霸张吉乘机抢劫，无恶不作。李士淳深入虎

穴，单骑与吴六奇会见， 申明保乡保明大义和大丈夫不宜相自扰害之理，

终于与吴六奇、张吉共同划地保民，各守相安，各地百姓才免于兵祸之

灾。

李士淳南归后即隐居于阴那山灵光寺三柏轩，著《三柏轩文集》，在
“

集花馆
”

培育英才。 由于学子日多，68岁时，他又重建
“

松江书院
”

，

筑教书楼珍藏典籍。早年编撰有《阴那山志》。70岁时，修葛三阳《程乡

县志》，71岁时，修《程乡松口李氏族谱》，并撰写谱序和写作长联家训

以晓谕后人。此联曰：
“

气质者，立身之本，人智我愚，进几分长几分见

识。人强我弱，退一步益一步涵养。读书者，行好事，说好话。交朋友，

待尊长以礼，御卑贱以恩，善宜奋往，过则勿惮改，慎哉！惧哉！物色

也，造化是资，粗茶淡饭，减分毫添分毫福泽。夏葛冬菜，省些须添些须

受用。积一善，救一命，立一功，育一生，周患难之急，济贫困之厄，水

宜从源，术则须知本。记之！记之！
”

清王朝为笼络民心，多次征召，李士淳皆以老病坚辞。据称，每次收

到劝他出山的信函和清廷的诏书时，他都极为鄙视，并把般书挂于后门以

示不屑 一顾。他在《己亥十律》中有
“

南山秀色喜长在，北阙征书莫再

来
”

（其五）；
“

丹凤休教从北至，孤鸿今已望南来
”

（其六）。这些佳句，鲜

明地表示他不愿做清廷的官。他一直隐居于阴那山十多年，于清康熙四年

(1665）病逝于松口，终年82岁。其墓葬在松口镇晒布岗（今中山公园内原工

农兵塑像的基地即为他的墓坟）。李士淳主要遗著有《三柏轩文集》、 《阴

那山志》、 《古今文范》、 《燕台近言素言逸言》、 《质疑十则》、 《诗

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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