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百年来，后世对方孝孺
的赞誉，始终都围绕他的道德
修养。而方孝孺的品德之所以
赢得众人的尊敬，不仅因为其
家学的深厚底蕴，更得益于父
亲、老师的悉心栽培。

方家四代从儒，享有“世敦
儒术，为邑礼义家”之美誉。而
儒学最为标榜的，就是风骨、节
操和德行，因此在良好家风的
潜移默化下，方孝孺自幼便培
育出了刚正不阿、正直忠孝的
品格。

此外，方孝孺的父亲方克
勤对他的培养也格外重视。在
他 3岁时，便用儒家经典为其
启蒙；5岁即能背诗、写诗；7岁
入学，先后在方氏家族书院学
习；待到 10余岁时，已能“读书
十行俱下，日积寸许”。因此乡
人敬称他为“小韩子”，寓意其
才气堪比“文章巨公”“百代文
宗”韩愈。洪武四年，方克勤任
济宁知府，方孝孺随父赴任。父
亲常带他去孔子的故乡曲阜瞻

仰孔庙，遍访七十二贤人胜迹，
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

除深究理学、创作诗文，方
孝孺于教书育人一道也早早展
现了过人天赋。13岁时，他即受
邀担任塾师。当这位小先生骑
着白马，由家丁引至学堂时，学
子们早已等候在门口。有人嘲
笑他：“小小斧头难砍株株大
树。”他机敏应答：“小小官印掌
控芸芸众生。”一言既出，众人
皆惊，学子们无不心悦诚服，叩
首拜见这位年轻的老师。

洪武九年，方孝孺遇见了
对他影响最大的贵人———宋
濂。宋濂为明初“开国第一文
臣”，他对方孝孺的聪颖好学赞
不绝口，认为在诗文方面，除了
欧阳修、苏轼，唐朝以后没有人
超过方孝孺，赞誉“百鸟之中见
此孤凤”。宋濂不仅高度赞许爱
徒的学问、品行与文采，更在为
人处世及品格养成上给予指导
与加持。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
攻占京师后，坐上了皇位。
他急于通过法定程序，践
祚帝位，昭告天下。因此
起草即位诏书便成了当务
之急。那该由谁来撰写这
份重要的诏书呢？麾下的
大臣异口同声：方孝孺。
那时的方孝孺不仅是

天下士林领袖，讨伐燕王
的诏书檄文更是出自其手。
朱棣迫切需要与以方孝孺
为代表的重臣合作，利用
其重臣和大儒的双重身份，
显示自己当皇帝在法理和
道义的正统性。

对于铮铮铁骨的方孝
孺来说，儒家道统恪守的
“正统”观念及理学强调的
君臣大义是他一生所坚守
的信仰。为了心中大义，
他坚决不从。朱棣大怒，
命人强迫他写，他却提书
“燕贼篡位”四个字。朱棣
以灭九族相威胁，方孝孺
凛然回答：“就算杀我十
族能奈我何？”
愤怒至极的朱棣派人

四处搜捕方孝孺的亲属、族

人、门生，凑齐“十族”，当着
方孝孺的面，一一在其面前
杀害，企图动摇他的坚定意
志。此次事件先后 873人殉
难，株连之广、刑罚之酷。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
方孝孺被押至聚宝门外残
忍磔杀，时年 46岁。

方孝孺死后，朱棣将
其著作列为禁书，整个永
乐年间，凡私藏方孝孺著
作者皆为死罪。但仍有门
人冒死藏之，使得方孝孺
的文章得以传世。而方孝
孺的幼子方中宪，在忠义
之士的保护下，得以躲过
一劫，改名余德宗，于松
江府金汇塘西一带定居。
待繁衍至方孝孺五世孙余
最时，迁居常州，传承至
今。

今天武进横山桥方家
塘村的方氏宗祠，其内有
“千载一人”“读书种子”“忠
烈明臣”“骨鲠千秋”“浩然
正气”5块匾额，恰如其分地
展示出了方孝孺的风骨。

2024年 9月 4日 星期三 热线：86598219 责编：卢维阳 编辑：蒋颖蕾 版式：陈家皓 校对：张金霞

副刊/

朱剑虹

方孝孺：
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的明代大儒

常州东门外横山桥镇的方家塘村有座方氏宗祠，祠堂后面还有
半亩方塘，一派田园风光，是常武地区少见的徽派风格建筑。作为常
州市级文保单位，这座宗祠与明代大儒方孝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方孝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郭沫若赞其为
“骨鲠千秋”，胡适说他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人物”，鲁迅更是颂扬他
“台州式的硬气”。这位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的大儒，在明朝的历史
画卷上，以浓墨重彩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好学上进，儒学造就硬朗风骨

方孝孺离世后，他的“骨
鲠”之名掩盖了他的学问之
光。然而，方孝孺在世时，学
问才是他成名的基础。

未及 40 岁时，他就已被
时人尊为“程朱复出”“有明
之学祖”，被视为“当世文章
第一人”“天下所仰望者”。
留有《逊志斋集》 《方正学先
生集》等多部佳作传世，其政
论、史论、散文、诗歌俱为上
乘。《四库全书总目》则称赞
其文章“纵横豪放，颇出入东
坡 （苏轼）、龙川 （陈亮） 之
间”。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
选的 《古文观止》，选录标准
极其苛刻，收录自东周至明朝
的文章 222 篇，明朝仅有 18
篇入选，方孝孺独占两篇，分
别是《深虑论》和《豫让论》。

朱棣头号谋士姚广孝称方
孝孺为“天下读书种子”，不
仅称赞他读书、学问一流，更
重要的在于其学以用世、以道

事君，代表儒家的入世追求。
所以《明史》说，方孝孺“恒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洪武三十一年，作为“天
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孺迎来了
施展抱负的时刻。

遵照明太祖遗诏，明惠帝
朱允炆继位后召方孝孺入京，
任翰林侍讲。次年又升为翰林
学士，值文渊阁。有时朝议遇
有重大问题，众说纷纭难以作
出决断，明惠帝就让他在帝位
前拟写批复。君臣之间，如师
友般亲近。

方孝孺还被任命为编纂
《明太祖实录》 及 《类要》 等
书的总裁，后又晋升为文学博
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人
主持京考，试取天下贡士。在
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人的
辅佐下，明惠帝以先秦儒家的
理想政治理念作为指导，大力
推行改革，君臣勠力开创“建
文新政”。

简在帝心，“读书种子”誉满天下

“硬刚”皇帝，捍卫大义慷慨赴死

方孝孺《松石图》

方孝孺行书———夫子格言

方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