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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钦奎 雍正十一年(1733）葵丑跚地榜三甲第3名

蓝钦奎（1706 - 1785），字景先，广东嘉应州城内（今梅江区金山街道蓝

屋巷）人。清雍正十年圭子举人， 十一年（1733）上京会试， 中第286名进

士，殿试第三甲第三名， 由户部主事晋升郎中。乾隆十年（1745）出任西安

知府，后迁任山西按察使（又称臭台，主管司法）；乾隆三十年（1765）署理山

西巡抚（又称抚台，主管政务），兼提督（又称藩台，主管军事）。任内清正廉

洁，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和皇帝赏识。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

举办首次千曼宴，时年79岁高龄的蓝钦奎由在山东青州益都县任知县的儿

子官邸中起程到北京参加千吏宴。乾隆赐给他由御笔所书的匾额和寿杖、

玉如意、 朝珠、 绸缎、带板、法琅等珍品。年事已高的蓝钦奎在参加完
“

千吏宴
”

后回到山东青州其子任职的地方，事隔不久就与世 长辞，终年

80岁。

现蓝氏
“

总宪第
”

里仍有
“

赐杖第
”

。可惜除千里宴御笔匾尚存外，

其他所赐物品均失传。关于蓝钦奎的生平和他参加乾隆首次千里宴的史

实，载入《光绪嘉应州志·人物卷》。

千里宴御笔匾是珍贵的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重

现了乾隆当年举办千里宴的历史， 是康乾盛世的一个缩影，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梅州英才辈出的人文历史。千吏宴御 匾长220厘米，宽87厘米，

厚4厘米。匾四边有六条龙围绕，上下各两条，左右各一条， 四边底色为

蓝色。上边正中间有
“

御笔
”

字样， 匾中间底色为棕红色，虽然年代久

远， 匾文上御笔题写的笔迹尚存隐约可见的金铀色。 从乾隆五十年

(1785）至2000年，历经215年，整匾尚无重大损伤，字迹基本可辩。千里宴

御笔匾全文如下：

千支宴恭依皇祖原韵。 抽秘无须更骋奸， 惟将实事纪者是。 追思侍瞠

飞只y 鬓垂日， 讶至当轩手赐年。 君昨臣酬九重会， 天恩国庆万春延。 祖孙两举

千支宴， 史策饶他莫并肩。 皇祖于圣岁举行千支宴， 实从古未有之旷典。

维时与宴王大臣， 命诸皇子赐筋以示慈惠， 至年未及岁之皇子皇孙并命侍



立观礼。 余时年甫十二， 躬逢嘉会， 亲见者楚， 庆锡龙光。 燕誉之隆， 阅

今乙巳凡六十四年矣。 今岁乙巳版御极五十年。 恭依皇祖盛典于新正初六

日再举千支宴。 其有年届六十及一 品大臣以上， 皆召至御是前， 手赐筋以

昭天恩国庆， 酬昨一 堂之盛。 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巳新正月上干。 赏原任山

西按察使蓝钦奎。

据广州《羊城晚报》报道：2000年8月， 山东邹平焦桥镇的袁氏家中

曾发现乾隆第二次千吏宴（乾隆六十年， 1795）时赐给当时刑部员外郎袁守

惠的御笔匾额。 有关专家称， 梅城蓝氏
“

总宪第
”

现珍藏的御笔匾是乾隆

首次千里宴(1785）的御笔匾， 比山东发现的牌匾时间早10年， 并且保存得

更完好， 称得上是国内唯一一块历史年代最久也是价值最高的乾隆千曼宴

御笔匾。

乾隆千里宴御笔匾真迹（上）和仿制晶（下）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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