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正勇 乾隆三十四年（阳）己丑科跚地榜三甲第1名

李正勇（1740-1799）字兆发，李谭之子，身材魁梧，五华锡坑人。清高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圭午武科举人，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武科进士。传

萨，官湖南临武参将。

李戚光 乾隆三十七年（1772）圭辰科
武殿试金榜 一 甲 第 1名 武状元

李威光（1735-1795），字作植，号韬序。五华县华城镇黄埔村人，于

清雍正十三年(1735）出生在山区农村一个小康家庭。其父李资始是前清康

生，知书识义，对其子从小学书习武管教颇严。其母是一个才思敏捷，性

格开朗的农村妇女。李威光自小受家教熏陶，养成自爱、自奋自强，好学

喜动，精灵活泼的品格。

五华城乡武术盛行。李威光在崇文尚武的客家精神影响下，年少时便

投馆拜师，学习武艺。 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一招一式，一拳一

脚，扎扎实实。不几年，刀、枪、棍、棒、骑射皆能，武艺出众。他身材

硕壮，体高七尺，臂力过人。乾隆十五年（1750），适逢开科县试，16岁的

李威光赴考，名列前茅，入选武生。 这更坚定了李威光矢志武道的决心。

在他的父母支持下，延请武艺高强师傅在家里授艺。李威光勤学苦练，常

以
“
书要读，拳要练，老婆娶不娶都随便

”
的口语自誓。 十年寒暑，他的

武艺日精，在周围乡村中，颇有名气。他常穿着自制四五十斤的石履（用大

麻石凿成形似木履，用麻绳作履皮），以练腿力；朝夕抱举三四百斤练武

石，以练臂力。乾隆二十五年（1760）李威光赴省参加庚辰科乡试中举。乾

隆三十七年（1772）李威光束装上京，参加圭辰科会试。殿试一举成名，钦

点状元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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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李威光赴京起程那天，刚走出家门槛，不慎踩死 一 只小毛鸡；初 213 

不以为意，继续前行，过木桥时，又踩断了桥板；走到山坡狭路处，青衫
飞叩平／旷

被荆棘撕破。 他想刚出门就碰上三件不吉利的兆头，感觉很晦气，使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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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家中，向母亲道出不愿赴考的原委。其母才思敏捷，善解人忧。为消

除李威光的疑虑，随即开口说道：
“

脚踏金鸡殿上行，踏断木桥换石桥，

自古英雄走险道，钩烂青衣换锦袍。
”

鼓励他继续登程赴考。

在京城会试中，群雄芸萃。相王角逐，斗艺激烈，李威光脱颖而出，

武艺超群，荣获第一。不几日，皇帝亲躬殿试。李威光却遭人暗算；事先

有人把比武石和他的关刀涂上蜂蜡，想使他当场出丑。殿试时，李威光举

起武石，力鼎千钧，潇洒自如。不料突然石滑脱手，李威光急中生智，用

尽力气，顺势将武石猛踢一脚，武石落地滚了几滚；接着，他手舞关刀，

银光问闪，令人眼花缭乱。突然左手滑脱，右手紧握刀柄，顺势原地旋

转，乾隆皇帝看罢，不解其艺，便问是何武艺？李威光急中生智，奏曰：
“

武石滚动，乃
‘

狮子滚球
’

之义；关刀释手属
‘

捺地割葱
’

，这些技艺

是寒门传家之宝。
”

语惊四座，博得龙颜大悦，当即钦点为该科状元，御

赐
“

状元及第
”

金匾一块。这一历史珍贵文物，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天了。

传说归传说。其实，李威光在会试中，刀、枪、 棍、棒、 箭等技压群

芳，殿试夺魁，当之无愧。在殿试中，李威光使用的一百六十斤的大关刀

至今仍保留在其家乡。

李威光状元及第后，初授一等侍卫，警卫金奎殿，并随乾隆皇帝去郊

区狰猎。乾隆四十二年(1777），授他为广西提标左营游击。由于李威光不

仅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熟知沿海岛屿情况。因此，不久调任浙江黄岩镇标

水师中军游击，旋又晋升为福建烽火门参将。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攻克彰

化、凤山， 围攻台湾府城（今台南），朝廷震惊，遂派兵镇压。在府城之战

中，清军败北，林爽文军声势大张。清朝继派福安康并调福建烽火门参将

李威光领兵征讨，清兵反败为胜。平息了事端后，授李威光军功力日一级，

记功二次，将他留守台湾，晋升为台湾平安协水师副将。不久，调回闽安

协副将，署任海坛、南澳总兵，浩封四世武功将军（从二品）。在任期间，

♂b 思母心切，解甲归乡。于乾隆六十年（179嗨家逝世，享年六十有一。

（李广铸 白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