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代名士书香世家——李聪、李画家族 

 

       明代，姚村李家岗李姓一家四代名士，祖孙皆列乡贤，

传为历史佳话。这就是大孝子李聪；其子李画，进士，任江

苏武进知县、户部主事；其孙李瑞，举人，任山东邹平知县，

按察司副使；其重孙李若杞，举人，著有《林县志别稿》。

均被列入乡贤祠祭祀。同在《林县志》中立传，在林州文化

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李聪，为人忠厚，以孝敬父母

名传四乡。人称“汉有郭巨，明有李聪”。 

李聪之子李画(1509 - 1556)，字元素，号龙岗。从小

求学于河顺柳泉村马卿名下，苦读诗书。嘉靖二十年(1541)

考取进士，到江苏省武进县任知县。 

武进县每年征收许多盐税罚款，历任县官多贪污为已

有。李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坚持把盐税罚款列为县内公用。

并考察田赋徭役轻重不一的问题，实行减免调整，受到群众

拥护。有一年连遭灾荒，李画积极发放县内储粮，动员富户

出售多余粮食，设立公所煮粥赈济，使饥民免遭饿死。 

    李画任户部主事后，被诬陷罢官，返归故里。对家乡的

秀丽山水热爱有加，著有《草堂遗稿》6卷，《李画诗集》等，

十余年后卒。 

李聪之孙李瑞，宇辑夫，嘉靖四十年 (1561)举人，官至

云南按察司副使，因治疆有功受到皇帝“诏奖”。在林虑山



也留下许多墨迹。李画的《草堂遗稿》和《李画诗集》刻本

均出自李瑞之手，现存李氏后裔家中。李聪的另一位孙子李

璞，曾任河北省新河县训导。 

李聪曾孙李若杞（李瑞子），字人翘，万历三十七年(1609)

举人，精诸经，通天算、舆地、诗文、书法皆优，参与编修

《万历林县志》，著有《林县志别稿》。曾孙李若禹、李若魁，

分别任礼部儒士、光禄寺掌盐监事。 

第五代孙李坤达，明末清初为林县练总；李丹，字靖臣，

顺治五年(1648)贡生，曾任刑部郎中。 

第六代孙李谦光，康熙六十年(1670)贡生，任登封县训

导。 

第九代孙李斯义，乾隆六十年(1795)贡生，任开封府训

导。 

第十二代孙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历任南阳

府、上蔡县、卫辉府、封丘县教谕；李翰容，任湖北沔州同

知；李廷元，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任光山县教谕。 

    第十三代孙李凤威，廪生，著有《惜阴斋制艺》4 卷，

《古今体诗》若干卷。 

第十四代孙李芳阶，学识渊博，参与《重修林县志》编

辑，著有《文巷李氏家谱稿》、《林虑文抄》l0 卷、《隆虑诗

抄》6卷、《清代隆虑七家诗抄》6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