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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公鼐与李若讷同为明季著名的文学家暍诗人棳公鼐标举暟齐风暠诗帜棳李若讷紧随其后棳反对模

拟棳主张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暠暎二人自万历十六年定交以后棳交往频繁棳酬答诗甚富暎对他们

交游情况的梳理棳不仅可以勾勒二人交游的大致轮廓棳亦可填补对他们研究之缺失暎
关键词椇公鼐椈李若讷椈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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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公鼐棳字孝与棳号周庭棳山东蒙阴人棳暟万历前期

山左三家暠之一棳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棳卒于天启六

年棳是明季著名的文学家暍诗人暎
公鼐出生在一个根基深厚的文学世家棳从小就

受到良好的教育暎他年幼即以敏慧著称棳十五岁作

暥拟秋怀暦棳暥蒙阴县志暦称他暟弱冠文名炳著海内暠栙暎
一生用功甚勤棳据暥山东通志暦暥府志暦及康熙暥蒙阴县

志暦等典籍记载青州公鼐暟有暥问次斋集暦一百卷行

世暠椲棻椵棻棳清朝安 暥青社先贤暏咏公鼐暦中称赞他椇
暟高枕东蒙间棳寝食研图籍暎撰书卷帙繁棳与身同寸

尺暎暠栚但因时逢明季棳战乱频仍棳在清代以前即有所

亡佚棳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其诗集暥问次斋

稿暦三十一卷棳暥续稿暦五卷棳暥西游稿暦七卷棳总共也就

四十三卷棳其散佚程度可见一斑暎
由于公鼐资料的严重缺失棳对他的研究一直无

法开展棳而通过对与他同时期交游对象的横向梳理棳
则可获些零金碎玉棳来填补这些缺失暎笔者在做暥公
鼐年谱暦时棳对他的交游对象作了梳理棳李若讷就是

其中之一暎
李若讷棳字季重棳又字渤海棳山东临邑人棳明隆庆

六年生棳卒年不详暎据暥临邑县志暦记载棳他生有夙

慧棳自幼攻读棳万历十六年中举人棳三十二年成进士棳
任夏邑知县棳文名籍甚棳政尚严断棳吏民畏威棳一境肃

栙
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暍蒙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暥蒙阴文史资料棬公鼐诗文选专辑棭暦棳棻椆椄椆年棳第棻椆椆页暎
同上书棳第棽棸棾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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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棳后官至四川参政暎万历间以息县知县调知内乡暎
清惠精明棳民爱而畏之棳迁归德府同知棳历官湖广荆

南道副使暎为官廉洁自持棳不俯仰权贵暎时朝中魏

忠贤专权棳人多趋附之棳独若讷超然于进退棳杜绝与

其通融棳终谢政归里暎辞官后棳隐居其花园中棳工于

文暍表暍疏暍策暍论暍序暍记暍说暍赞暍诗暍赋等棳无体不能暎
著有暥四品稿暦暥五品稿暦棬二十九卷棭和暥犁邱赋暦暥二
清堂诗集暦棬一卷棭棳暥杨花诗暦两百首棬按棳公鼐暥季重

迁户部郎过里棳迟之棳汶上不至暦中暟喜见君诗元礼

韵暠后有自注云椇暟元礼棳王筠也棳能押强韵棳季重作

暥杨花诗暦至百余首暎暠棭棳与王象春暍公鼒并称暟山东三

才子暠暎
公鼐与李若讷的交游棳自定交始棳至公鼐卒止棳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暎根据他们交往程度的不断深

入棳我们可以称之为初识期暍深入期及密交期暎
一暍初识期

这一阶段自定交始棳至万历三十年暎在此期间棳
二人初识棳被对方的才情所打动棳际遇也较为相似棳
二人的交游多为相互的拜访棳酬答诗中也多为赞誉

与恨晚暍离愁与相思暎
二人的交游始于万历十六年棬公元棻椄椄年棭棳当

时公鼐在济南读书棳恰逢李若讷亦在济南棳二人相见

恨晚棳于镜湖盘桓数日棳遂定交暎公鼐有诗暥历下逢

季重定交暦棳诗中称赞李若讷暟风流天下闻暠椲棽椵棽棻椆棳说
暟今朝得御应怜我棳何地逃声始见君暠椲棽椵棽棻椆棳为什么现

在才看见你棳恨晚之情字字可见暎同年访之于犁邱棳
有诗暥访季重于犁邱棳邢子愿持诗来会并赠暦棳诗中有

暟握手今宵如昨梦棳论交倾盖见新裁暠椲棽椵棽棻椆之句暎是

年棳李若讷中举暎
后公鼐有暥赠李季重暦暥忆李季重暦诗棳其中暥赠李

季重暦诗八首棳暥忆李季重暦诗二十首暎诗中有暟愿君

珍重成三李棳一代名家总赞皇暠暟离君一步一生愁暠
暟齐州倾盖结心盟暠暟垂髫独尔冠群英暠暟片心忽逐白

云去棳只在犁邱客路中暠椲棽椵棾棾椃棴棾棾椄之句棳尽是赞誉与恨

晚棳离愁与相思暎
万历十八年棬公元棻椆棸年棭棳公鼐过犁邱棳不过

李若讷当时在晋阳棳未能相遇棳甚是遗憾棳有诗暥庚寅

至犁邱棳季重时在晋阳棳过旧斋棳怆然有述暦棳诗中说

自己暟目极晋云碧棳心随汾水长暠椲棽椵棻棿棿棳思念之情浓长

可见暎
万历十九年棬公元棻椆棻年棭棳二人重会于济南棳

公鼐有诗暥辛卯济南重会季重暦棳诗中有暟相逢欲问何

劳苦棳但指冰壶对远人暠椲棽椵棾棿棽之句棳对好友拳拳冰心

是辛苦暎
二暍深入期

这一阶段自万历三十一年始棳至万历四十二年暎
在此期间棳二人刚刚踏上仕途棳相互的寄赠也多为二

人有所变动之时棳二人惺惺相惜棳甚为关怀暎
万历三十一年棬公元棻椂棸棾年棭棳三月十五棳李若

讷中进士棳辞选中秘棬按棳公鼐暥闻季重自县得郡寄

赠暦中暟待从辞荣久暠后有自注云椇暟季重昔辞选中秘棳
得县令去暠棭棳后授夏邑县令棳得第归娶后赴任棳公鼐

有诗暥送季重之夏邑令暦棳其中第五首后有自注云椇
暟季重将过家娶暎暠椲棽椵棻椂棾公鼒有诗暥寄李季重进士暦暥李
季重得第归娶赴任夏邑因寄暦亦可为证暎是年棳公鼐

授翰林院编修暎
万历三十四年棬公元棻椂棸椂年棭棳公鼐奉召出使江

楚棳汴上偶遇李若讷棳二人相携行至襄许棳至南阳才

分开棳有诗暥汴上偶逢季重棳遂偕行至襄许棳抵南阳始

别暦棳其 中 有 暟汴 水 逢 君 喜 更 疑棳神 交 何 用 刻 前

期暠椲棽椵棽棻之句棳不期而遇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暎
万历三十五年棬公元棻椂棸椃年棭棳公鼐第一次暟引

疾归暠棳中秋时节棳他刚刚病起棳李若讷与其会于斋

中棳当时小儿公甸在座棳李若讷有诗暥中秋坐公孝与

斋中小饮棳诗孝与方病起棳其季君宣子在焉暦暎
后李若讷由息县调知内乡县棳公鼐有诗暥怀季

重暦棳诗中有暟怀君临菊水棳寄我慰相思暠椲棽椵棻椃棽句棳其中

菊水为内乡县一水名棳传说饮其水可长寿暎
万历四十年棬公元棻椂棻棽年棭棳李若讷因为在知息

县及内乡期间棳清惠精明棳民爱而畏之棳迁归德府同

知棳公鼐有诗暥闻季重自县得郡寄赠暦暥季重起守归

德棳道出鲁西棳迟之不遇暦棳为好友的左迁感到高兴暎
三暍密交期

这一阶段自万历四十三年始棳至天启六年暎在

此期间棳仕途的坎坷和人生的起伏使性情相投的两

个人联系更加紧密棳也更加交心棳这从李若讷尺牍的

紧密可窥一斑棳虽经常因各种原因不得相聚棳但他们

之间的鸿雁往来和诗的酬答从来不曾间断暎
万历四十三年棬公元棻椂棻 年棭棳李若讷迁户部

郎棳公鼐有诗暥季重迁户部郎过里棳迟之棳汶上不至暦棳
感慨暟故人在处成廖阔棳独契何因亦自疏暠椲棽椵棽椃棾棳契阔

暏椃椃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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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由人棳甚是寂寥暎后李若讷分司易州棳有诗暥别
易州官舍花卉暦暥易州积雪斋居暦棳公鼐曾到易州棳二
人一起游易水棳李若讷尺牍暥与少司成公孝与暦中有

暟易水薄游咫尺暠椲棾椵棽椆棽语暎
是年七月棳公鼐为国子司业棳李若讷有尺牍暥与

少司成公孝与暦椇暟倾闻成均之命棳旋知驺从已入长

安棳料光莅桥门有日矣暎仁兄宏钜棳久切东山棳一朝

崇陟棳鼎铉仰止棳非私语也暎弟近日风会波流棳物情

琐刻棳较之昔日棳顿似不同暎兄固远识棳亦云然否暎
昨闻轩车过敝里棳以里舍无人棳恐缺芹贡以其餼从

者暎易水薄游咫尺棳都下又靡获促膝暎奈何椏 弟坎

坷瓦全棳仓曹分计局间棳季重日切呼庚暎既似为贫而

仕棳又非抱关可比棳弟之不善行藏如此暎一转外吏棳
会且拂衣棳无一可为兄道者暎耑力代申棳词不竟愫棳
惟有韫结暎暠椲棾椵棽椆棽感慨公鼐暟一朝崇陟棳鼎铉仰止暠棳而
自己暟日切呼庚暠棳不仅穷困棳仕途亦淹留不前棳且已

转外吏棳整日奔波棳没有什么好的事情说与好友听暎
李若讷曾有事密云棳还曾出山海关至抚宁棳公鼒

有诗暥李季重使辽暦棳李若讷亦有暥抚宁王明府招引暦
暥奉使饷辽记暦可以为证暎

他作为户部户曹郎棳常年在外奔波棳生活甚是困

苦棳到了冬天棳连炭几乎都买不起棳这在给公鼐的几

封信中表现的很明显暎暥答公孝与司成暦椇暟昨耑一力

薄贡棳易釀乌薪想棳已达几下暎忽使来棳翰注殷殷棳且
姑羢之赐棳比於授衣棳即绨袍未足道耳暎其别发醸薪

之值棳不敢存暎乃更贸醸薪若干棳付使者去暎吾兄札

示棳风会波流棳且谓一出非本怀棳旋图去暎就夫仕宦棳
如棋枰棳亦在人置之也暎弟偃蹇仓曹棳困于牙筹棳呼
庚之喧棳曱无常夫已之棳毁誉未定棳况中年绪纷棳儿女

稚弱棳加之脾病棳易彂向者棳几损右目棳近日面孔殊异

畴昔棳乃仕宦真嚼蜡耳暎惟保岁寒棳庶几不諼棳临楮

曷勝绻仰暎暠椲棾椵棽椆棽棴棽椆棾

这封信写于冬季棳天寒地冻棳李若讷穷到买不起

碳过冬的地步棳加上孩子小棳自己又有病棳很是艰难棳
幸亏有公鼐送给他的姑绒防寒暎而公鼐处在魏忠贤

阉党掌权的恶劣政治环境中棳则想弃官回家暎
万历四十四年棬公元棻椂棻椂年棭棳公鼐三月为左谕

德棳八月为侍讲棳九月主武闱棳詹事府左谕德与翰林

院侍讲皆为从五品暎二人的酬答诗在这一阶段体现

得 为明显和完整棳包含了次韵暍步韵暍和韵多种形

式暎李若讷有诗暥公孝与以少司成进宫谕棳奉寄暦棬其

一棭椇暟鹓班清切重才贤棳半岁水衔两招悬暎甲观新参

中孰秩棳桥门旧授少仪篇暎功名遇晚芝仍紫棳心事时

违草亦玄暎我羡除书君羡道棳谁知朝市即神仙暎暠其
二椇暟上林花色五云多棳飞傍春宫切玉珂暎家令能文

除艳丽棳词臣法酒沐阳和暎长贫犹得如陶节棳爱老何

嫌为 汉 皤暎 故 旧 于 今 俱 已 暮棳东 风 借 尔 破 愁

疴暎暠椲棾椵椆椄以此来恭贺公鼐仕途的高升暎公鼐即有

暥次韵答季重以除目后见赠暦来回答他椇暟投簪东海避

时贤棳忽枉徵书两命悬暎璧水更趋青禁召棳丹台虚受

赤明篇暎鄴侯人道仍加紫棳杨子陈符尚草玄暎君莫

羡吾吾自笑棳不成朝市不成仙暎暠椲棽椵棽椃椃

四月棳李若讷有事密云棳公鼐有诗暥维夏季重有

事密云棳留宿近关棳以诗见告棳追之不及棳步韵寄问暦椇
暟渭城柳色结愁多棳人剑锋车马散珂暎久别欲言思水

镜棳良宵顾景负清和暎须知然诺心如素棳无奈遭逢鬓

已皤暎泉石膏肓今渐愈棳金门迷茫是沉疴暎暠椲棽椵棽棽椆表

示好友久别未能相逢棳很是遗憾棳迷恋山水已成过

往棳迷茫于仕途则成顽疾暎
公鼐作诗暥咏白鹇简宫端僚长暦椇暟幽棲久寄水云

间棳何意来从鸳鸯班暎铃阁碧山增羽翼棳觚稜金爵睹

容颜暎红尘出入身常洁棳丹地趋跄意自闲暎莫羡九

皋仙路近棳倦飞且伴海鸥远暎暠椲棽椵棽椄棾对詹事府詹事表

达了希望自己像白鹇那样棳虽然闲久棳但可以伴远暎
李若讷作诗赋和棳有诗暥咏白鹇和公孝与太史韵棳时
太史新阶五品暦椇暟太素非矜五色斑棳氷衔相傍凤池

间暎蹁跹亦受银銙束棳饮啄犹憎玉署闲暎视草词林

麻比素棳名禽相府客应间暎青莲佳句真难续棳那得吟

成便赠还暎暠椲棾椵棻棸棽说白鹇虽素棳亦可与五色名禽相傍棳
以此鼓励公鼐暎

这一年秋棳公鼐一女亡棳李若讷作诗暥咏邓节妇

诗棳节妇棳公太史女而妇于邓棳邓家舅姑及夫俱亡棳妇
携孤依其父家棳孤亡棳妇亦自圽暦棳并作暥邓氏公贞妇

墓志铭暦暎墓志铭中记述了公鼐女儿嫁入邓家棳丈夫

及公婆相继去世棳只好带着儿子回到父家棳尽力维持

生计棳后儿子夭折棳无存生念棳待父主武闱归则殁棳整
个过程的交代清楚明白暎其中暟万历丙辰棳余客燕

都棳闻友人公太史公之女早寡棳而贞携其孤稚依父宦

邸棳心窃怜其志高暎一夕徔太史公坐月棳闻其孤且

病棳急召医棳遂罢饮散棳其孤是夕殇棳又窃怜其遭暎值

越月余棳忽闻女齋哀以没暎太史公次君自乡适至棳乃
以其姊襯归棳将谋窀穸于其翁邓氏之藏棳而余从太史

暏椄椃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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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暎询其生没梗概棳嘅然咨羡棳此贞妇也棳兼以烈棳因
为之志暠椲棾椵棽椂棽棳交代了写作墓志铭的原委棳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李若讷在京城时经常与公鼐坐饮棳二人交

往密切暎
万历四十五年棬公元棻椂棻椃年棭棳李若讷至公鼐京

师的家棳有诗暥燕都夜访公孝与宫谕棳既别途中感

成暦棳其中有暟尔也九年棲鲁望棳去岁才回蓟北看暠暟他
心讵知余心托棳余心仍在十年余暠椲棾椵棿椂之句暎后公鼐

奉旨出使秦藩棳八月十七日行册礼棬按棳公鼐暥问次斋

西游稿暦有诗暥奉使秦藩棳八月十七日行册礼棳正值圣

节暦棭棳李若讷郊外送别棳有诗暥郊外别公孝与先生暦棳
中有暟华轩奉使行堪羡棳粉署为郎计已殚暠椲棾椵棻棻棻之句棳
另有诗暥送宫坊公孝与先生使秦藩棳因旋东蒙里暦暎

李若讷在京师的时候经常去公鼐的家里相聚棳
二人畅谈不辍棳有诗暥入京晤公孝与棳斋中剧谈有

作暦椈有时休息的时候也要去坐一坐棳有诗暥公孝与宫

谕斋中小坐棳招来星海民部棳不至暦棳诗中有暟我值休

衙尔减疴暠椲棾椵棻棸椃之句椈梦见公鼐棳益添相思棳暥遣讯公

孝与宫谕先生棳前夕梦之而作暦中有暟相别生悲相见

欢棳都从梦觉夜初阑暠椲棾椵棻棽椆之句暎
万历四十六年棬公元棻椂棻椄年棭棳李若讷在京师得

公鼐书信棳还没回信呢棳刚刚东还回家就又收到公鼐

的信棳即作答棳有暥答公孝与宫谕先生暦椇暟都门再承

讯棳附答未竟万一棳奉使东还棳方拟走棳一力候兴棳
于蒙山棳而于抵家之日棳即有盛使华椷棳翩然及之棳
何椏 相念之殷也暎神之所感棳两地若符对棳使询之棳
更得仁兄近况棳为慰远心暎弟郎署一淹留棳求归子

舍棳山屋渐狎棳陌路已疏棳从此将无复缨绂之念暎而

惟是念兄多病棳缩地良难棳顾自宽以保健耳暎沂阳杨

茂仁兄投劾在即棳而仁兄及弟复值里居棳札示合并之

意棳深得我心暎明春当策以蹇往棳先此附候棳旋有耑

遣棳临启神驰棳感于泪并暎暠椲棾椵棾棸椄李若讷在信中表达了

与好友公鼐暍杨茂仁能一起里居的美好愿望棳并相约

次年春天相聚暎他另有诗暥送别杨茂仁棳时茂仁病棳
将辞官棳且旧日公杨二兄与余契交暦暎

这一年可谓是多事之秋棳杨茂仁在弃官回乡途

中去世棳李若讷有尺牍暥又答公孝与暦椇暟前曱伻旋棳裁
答匆匆棳方图耑讯棳而使命再至暎词情倍切棳加之渥

仪棳遥赐百过绨袍棳仁兄所施如此棳弟之为谦尤深暎
读札知茂仁兄归途长逝棳不胜惊痛大凢暎吾侪交情

至穷而见棳至穷死而益见暎正茂仁兄今日也暎前台

札合并之说棳弟已订之明春棳今拟三月间 走东蒙棳
向仁兄叙此阔绪棳随走沂阳棳奠茂仁兄棳并唁其孤豹

如棳仁兄幸待之暎序文暂留棳改竟耑人奉览棳别附以

略棳见纻缟之意棳捉笔魂 棳不知所云棳即有苍头往

候棳更希鉴之暎暠椲棾椵棾棸椆信中说与好友暟交情至穷而见棳
至穷死而益见暠棳对于杨茂仁的去世棳很是悲痛棳约定

次年春天相聚棳并奠茂仁暎信中提到为公鼐诗稿作

序之事暎
关于公鼐暥问次斋稿暦序文棳李若讷改就以后又

附一篇尺牍暥与孝与先生暦椇暟昨再奉翰注棳再为裁答棳
书往而情余棳笔殚而绪拓棳乃耑一介上候仁兄棳而以

戋戋侑之棳才一拜送棳便以情极暎盖 闲则感慨益

多棳岁晚则悲凉转迫棳别久则绪缕倍乱棳老至则抚念

顿增棳固知仁兄之同此种种也暎春二月间东游已决棳
将以班荆慰此梁月下暎序文改竟附上棳如其不可棳乞
更削正棳长公次公季公书函棳幸指示去人投之棳临楮

涕零棳惟有远溯暎暠椲棾椵棾棸椆这封信中李若讷感慨暟居闲则

感慨益多棳岁晚则悲凉转迫棳别久则绪缕倍乱棳老至

则抚念顿增暠棳定过的春约还没有改变棳序文已写好

并修改完毕棳并且还附有给公鼐三个儿子的书信暎
万历四十七年棬公元棻椂棻椆年棭棳大年初一棳李若

讷拜太平守棳李若讷暥姑孰元旦元宵记暦有暟守姑孰值

己未元日暠椲棾椵棽椄之句棳另有诗暥寄赠赵慎初于燕京棳时
慎初以邑令内召棳余有守太平之命暦暎公鼐亦有诗

暥寄季重姑孰暦暎李若讷作为户部户曹郎棳常常四处

奔波棳可谓是颠沛流离棳历时五年五月棳有诗暥计曹历

俸五载五月棳仅得守郡棳感作暦棳颇为感慨暎
是年春棳六十二岁的公鼐遭遇了人生的一大变

故棳长子公光国因病去世棳老年丧子棳悲痛异常暎李

若讷有尺牍暥与公孝与先生暦椇暟顷者棳令侄文矦北行棳
过敝邑棳闻长公武子之变棳不胜惊悼棳仁兄晚岁值此棳
情之钟谅必难遣暎客冬尺素棳往来相订棳原拟以今三

四月间至东蒙棳握手聚晤棳既闻兹耗棳即欲裹粮速赴棳
以唁以奠棳而时已有太平之命棳文矦以南行棳即可取

道蒙山棳不为迂途棳遂而稍待暎今耑一介棳先代絮炙棳
旋图经过以践夙盟也暎弟五载有奇之计郎棳仅一麾

江左棳仕进淹留棳几如嚼蜡棳便欲捐弃暎而既惟禄养

之义棳古人不废棳复为低回暎仁兄已陪大司成之推枚

卜棳非遥云泥悬棳绝所可同者心耳暎蘭之所芬棳遂忘

蘭艾棳捉笔缕缕棳情极数言棳诸不能殚暎临启绻仰无

任暎暠椲棾椵棾棻棸这封信写于公光国刚刚去世之时棳应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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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前棳这时公鼐陪国子监祭酒推举内阁主事暎信

中李若讷因为要赴太平之任棳取道东蒙并不绕路棳所
以等公鼐侄子文矦一起南行棳往吊公光国棳安慰公

鼐棳另外表达了淹留仕途的无奈及无趣暎
六月棳李若讷赴任太平棳他的暥游姑溪雷锋诗序暦

中有暟李子来守太平棳当六月暠椲棾椵棽棻棽之句棳暥南行记暦亦
有暟己未之夏棳有太平之役暠椲棾椵棽棿椂之语棳本来打算过东

蒙赴盟约棳但因夏天暑热棳老母年高棳孝子李若讷只

好负约棳不能往吊公光国及杨茂仁暎有尺牍暥答公孝

与宫谕暦椇暟里居时满棳拟过东蒙棳与仁兄握手并奠宾

王棳且走易水吊茂仁兄也暎而算其程颇迂棳又时方溽

暑棳老母年高不堪绕折棳遂负约而南暎幸遇使者肥城

孟丈之家棳口传数语棳乃心怍多矣暎倘兄尚缓北行棳
则弟入计时决可取道珂里棳了此命驾相思也暎但弟

未審能瓦全以需否棳计郎久淹棳方得一麾江左棳郡域

狭小棳颇以鱼米供太守贫馋暎惟是冲疲棳不免劳人采

石青山棳蟂矶牛渚棳颇一寓目暎未妨吟興棳实苦客怀暎
眷属仆人棳十病其五棳暑湿侵人几于喘月暎秋风稍

至棳余烈未消棳用是出入萦纡棳姑自排遣棳一官鸡肋棳
可怜可笑矣暎捉笔及此棳兄得无哂其婆娑不已棳自取

狼狈乎椏 鼎仪拜领棳小物仰酧棳亦纻缟之义棳当即耑

遣棳不尽韫结棳情极惆然暎暠椲棾椵棾棻棻信中棳李若讷解释了

负约的缘由棳跟公鼐讲如果能暂缓北上棳可以等他入

京考核时过里一聚棳从中亦可知他赏石的个人嗜好暎
是年深秋棳定下公光国下葬之期棳李若讷又有尺

牍暥又寄孝与先生暦椇暟顷者远烦蘧使棳匆匆裁答棳未竟

万一棳兄同郑缟棳弟惭吴纻棳转睇踌躇棳已及秋深棳绪
风虽减毒热棳而相思益感凉燠暎闻长公埋玉之期已

决棳九月不获躳奠棳生耑人布以戋戋棳用代千里棳薤露

之悲与秋飚并堕暎惟乞达观棳破除情累棳以慰交亲棳
仁兄长安之驾棳何日驱前棳不肖弟蹉跎一官棳荏苒江

上棳禄仕之况棳鸡肋不割棳但恐水乡浸滛为家口病者棳
暂减终增耳暎昔韩昌黎莽撞棳何以独恋采石棳弟无古

人之才棳而枹今人之累棳言之啼笑相兼棳亦相妨也暎
仁兄以为何如椏 琐琐附及棳北望东蒙棳云树萦怀棳相
晤无期棳恍惚梦幻棳但祝素心棳用保松竹暎暠椲棾椵棾棻棻信中棳
李若讷劝慰公鼐要节哀棳多想开一些棳也表达了自己

仕途如同鸡肋棳唯有采石可以消解一些郁闷暎是年

十二月棳公鼐为詹事府左庶子棳兼翰林院侍读暎

泰昌元年棬公元棻椂棽棸年棭棳公鼐八月为讲读官棳
后拜国子监祭酒暎李若讷得公鼐扇诗棳以暥得公孝与

司成扇诗却寄暦作答暎公鼐存乐府序一篇棳诗八十六

首棳甚是丰富棳李若讷即有暥读公孝与司成古乐府暦棳
认为公鼐的乐府诗已经暟流为江左靡暠椲棾椵棾椄棳可谓是

赞赏有加暎
天启元年棬公元棻椂棽棻年棭棳公鼐为詹事府詹事棳

李若讷修书一封以问近事棳公鼐作答棳尽抒对国事的

无力与无奈棳暥季重自太平有书问近事棳即答暦诗中有

暟抗疏传经何所补棳请缨借箸将焉施暠椲棽椵棾椄棸之句暎
二人的书信来往甚是频繁棳李若讷有诗暥秋初太

平郡中得公孝与太史青州书有作暦中即有暟欲寄遥心

终莫寄棳双鱼日日渡江津暠椲棾椵棻棾椂之句棳说公鼐暟奉使仍

兼赐沐余暠椲棾椵棻棾椂棳可见二人交情之深暎
天启三年棬公元棻椂棽棾年棭棳李若讷因太平府大

治棳迁湖广荆南道副使棳本打算取道蒙山棳后不至棳已
赴任棳公鼐有诗暥癸亥棳病中寄李太平季重棳时已迁楚

皋暦暥季重将自姑孰还里棳寄书取道蒙山棳久待不至棳
闻已入楚矣棳作此讶之暦暎

天启六年棳公鼐卒棳时长子公光国已逝棳而次子

公端学又无成棳身后两个女儿一亡一寡棳李若讷有诗

暥侄端秋日书至棳因感亡兄身后二女一亡一寡棳侄端

学又无成暦棳对此甚是感怀暎后来夏至日棳公端中举棳
甚是欣慰棳有诗暥侄端举子棳正逢长至棳因以至喜暦暎

二人的交游棳用李若讷的话说是暟交情至穷而

见棳至穷死而益见暠椲棾椵棾棸椆棳他们互相欣赏棳彼此慰藉棳
见证了彼此的宦场沉浮和人生跌宕棳在明末恶劣的

政治环境下棳能得一知己互诉衷肠棳又是何其幸

之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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