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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文/潘仁奇

明朝那些官

北宋时期，范仲淹知令兴化，布泽无
限，兴化人民一直保持着对他的仰止之
思。明代初年，“宋参知政事前兴化知县
谥文正范公仲淹”入祀文庙名宦祠，附祀
大成殿。正是出于对这位先贤的景仰，一
种独特于江淮的景范文化在兴化逐渐形
成。表现在吏治上，就是端方廉正，用贤
任能，亲民务实，不立私心，既有“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悯世情
怀，更有鞠躬尽瘁、忧国恤民的执政善
举。在这种吏治文化氛围中，作宰兴化者
多有仁民爱物、廉能兼备的范仲淹式的
清官廉吏，形成一条清官文化链。

在明代，这种“渥惠在黔黎”的地方
父母官，就有许多。

元末张士诚起义，兴化及江淮东部
卷入其间，兵燹连连，加之连年不绝的水
蝗旱灾，庐舍焚荡，人力不至，久致荒芜，
许多村庄积骸成丘，人烟灭绝。兴化东西
120里间人民仅余3160户，全县人口仅
剩8628人！

1368年，徐士诚作为明初首任兴化
知县，来到丧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兴化。

明初实施“洪武赶散”“驱苏民以实
淮扬”。徐士诚的当务之急，就是接纳来
自江南的移民，组织他们屯田生产，并对
他们进行有效管理，使他们既能安身，又
可置业。

作为一名清醒的官员，徐知县深知
这批移民的到来对时下地广人稀的兴化
残破的经济恢复元气的重要性，他贴出
告示，召集流亡。对回籍的居民复其田
产，给无地的百姓安身之所，对源源而至
的江南移民也一一予以妥善安顿。兴化
人口随之猛增。到1391年，兴化人口已达
9535户、63177人，较诸元末，二十年间，
陡增7倍多。同时，吴文化也被全方位地
带至江淮、带入兴化，对兴化产生了长远
影响。

徐知县还将县衙向西扩展，紧邻宋
代古衙另建了一座新衙。在新衙的东南
角建监狱；在宝严寺西建成兴化城隍庙，

“明则礼乐，幽则鬼神”“济人道之所不及
也”；南城内文林里重建了兴化文庙，以
此增进兴化崇文尚儒、明理怀义的文化
氛围。

随着明初统治的稳定和招抚流亡、
移民垦荒等政策的实施，兴化一带百孔
千疮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兴化
人民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的结果，一些地
方官勤政爱民、廉洁自守，也为兴化地区
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洪武年间
的李叔正、敖得真、永乐年间的吕童等。

李叔正，1374年知令兴化，多有惠
政。

1385年，敖得真任兴化县令，持身端
正，为政清廉，刚正不阿，不畏强御。对于
仗威凌势的上级属吏的胡作非为，敢于

秉义犯颜，依法
惩治。

吕 童 ，于
1410-1413年间任
兴化知县。时值
战后萧条，吕童
勤政爱民，治理
有方，秉持操守，
不遗余力，革除
吏弊，为官清廉，
生活俭朴，与民
同忧，且“清正严
肃，除奸剔弊”，
对属下官吏治理

很严，任职期间，群吏规规矩矩，不敢妄
为。由于生活清苦，积劳成疾，于1413年
殁于兴化任上。吕童死后，四壁空空，囊
橐萧然，其妻小竟无钱安葬治丧。兴化士
民感其业绩，纷纷为其捐银集资，买棺收
殓。致祭之日，“巷哭者千人”，悲声四起，
不绝于耳。

就在兴化人民上下同心、建设家园
的过程中，一场“孙关保案”以及随后而
来的马政负担，给兴化人民带来莫大的
痛苦和灾难。

明朝初期由如皋移居兴化的孙关保
占大片田地、拒缴赋税败诉后，诬告兴化
隐匿田亩，欺隐田粮，并重金贿赂相关官
员矫情上报。明成祖朱棣闻情发旨，对兴
化施以加赋减丁的重罚，兴化劳动力骤
减，又被增粮加赋，应缴的漕粮竟占至扬
州府十个州县总额的十分之三。

宣德年间，硬行分配兴化养牧种马
540匹，每年向太仆寺解缴新繁殖的成
年马108匹，是为“马政”。兴化不适合养
马，为了完成解缴任务，只得向山东、北
直隶等产马处买补上缴。

沉重的漕粮和“马政”负担，成为积
压在兴化民众身上不解的痛。重赋之下，
百姓“逃亡过半”，许多地方田成草莽，乡
无人烟。

如此惨状，就连一些有良知的官员
也不忍卒睹。或四方呼告，反复吁请；或
挺身而出，抗辞相争；或清廉自守，甚至
为民舍官！

正统年间任兴化主薄的蒲政，主管
仓廪刑狱。他同情百姓，宅心仁恕，用刑
谨慎。对因不堪重负逃欠赋税的贫困农
民，他不是严刑催逼，而是用蒲条作鞭，
从轻发落，略示儆诫。他生活朴素，一袭
青衣布衫穿了多年，边缘都褪色泛绿。当
时封建王朝对基层官员每三年考评一
次。蒲政连续三次考核的评语都是廉明
公正，分文不贪。故兴化民谣云：“蒲政打
蒲鞭，青布绿了边。九年三考满，不要一
文钱。”

1469年，吴廷鑑任兴化县令，仁慈恤
民的他眼见上司征督苛急，诉道：“我不
能为了一己之私，讨好长官，就害得兴化
满目疮痍啊！”乃上书陈情，力请宽贷。结
果得罪上司，被迫去职。走之日，行李萧
然，惟图书数卷而已。

1492年，任扬州府同知、负责粮储的
赵有初官升知府。根据明朝规制，只要他
按例征完任内钱粮，即可顺利赴任。当时
一府境内，唯有兴化一县因额粮独重，差
繁民窘，积欠甚多，无法完缴。赵有初不
忍鞭笞催逼民众，叹息道：“我怎么能够
因为贪恋知府这一官位，就忍心置你们
百姓于死地呢？”遂弃官归里。兴化人民
感念其恩，立其位于宝严寺中祀之。

1514年彭应轸任兴化知县，恰逢荒

年大饥，于是他拜谒抚院，请求蠲免这
一年的租赋。抚院使者闻情佯怒，说他
自作主张，衙将他问罪下狱。彭应轸面
无惧色，坦然相对，毅然褫解冠服，拟
就行，并从容作诗曰：“忧民怀抱为谁
开，笑与春风入夏台。我本人间铁汉
子，淮人莫作等闲猜。”使者为之动
容，乃召集商议，终于答应了他的请
求，蠲免了兴化一年全赋。

嘉靖年间任兴化县丞的刘乾，清正
廉洁，谨介质直，催征科赋，不扰民众，因
忤当道而去官，士民为之鸣冤之，以诗相
赠：“孤剑冲星拂晓衣，闾阎不信使君归。
一行作吏真廉洁，三代斯民有是非。得失
只须怜塞马，画图今已误明妃。草茅亦有
春秋笔，点检行藏撰去思”。

同样是嘉靖年间的县丞司治，为人
任事坚持原则，廉洁自律。除了正常的俸
禄外，一介不取，不贪不沾。民有馈赠，即
便是蔬果水产，也坚辞谢绝，绝不收纳。
三年任满离别之日，兴化士民集于沧浪
亭畔，搭帐相送。他们给司治披上红锦
袍，并用一双新靴换下他足下的旧靴，以
表示他在兴化为官三年，一尘不染。当时
观者如堵，欢声雷动。

嘉靖末由户部郎谪迁兴化县令的王
汝言，性刚直，敢担当，清廉自洁，俭约如
寒士，为政不事操切，坚持与民休养生
息。上级府谍频至，催缴钱谷，王知县却
不随之俯仰，从容不迫，唯恐因急征扰
民。又疏浚大河，筑建盘塘，绵亘百里，惠
民无穷。任满濒行，百姓为表达感戴之
情，持绮縠馈赠给其亲属，坚持弗受，送
者虽哭着请求，亦力拒辞却之。百姓为之
立祠以祀，四方之士纷纷撰诗文颂之，并
结集付梓，名之为《留恩集》。

1538年，兴化知县傅佩针对兴化连
岁灾伤、民穷财尽的现状，为“正疆界、均
粮站、究欺隐、资国赋、安贫民”，毅然上
《均赋疏》，力陈兴化土瘠民贫，赋重差
繁，良田被侵夺，加之军灶错处，所有差
役全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奏请上司派
员来兴化均田平赋。惜乎人走政息，未能
奏效。1538年，知县傅佩上《均赋疏》，力
陈兴化赋重差烦，

1568年，李戴来到兴化。他任兴化知
县四年，连年遭灾。廉明仁恕的李戴整日
忙于抗灾赈恤，力请赈蠲，许多民众因此
得以存活。他在救灾治水的同时，认为当
时兴化的关键问题是赋税畸重，于是，不
顾个人前程，多次上疏，请求减免兴化税
粮数万石。他还重教立学，亲民恤贫，百
姓有因经济拮据而不能婚葬者，辄解囊
相助。兴化百姓对他感戴有加，特为之设
李公祠。

1586年知县饶舜臣，“忠信廉平，为
民告灾，免冠顿首，泣下沾衣。行之日，公
署用物一无所取。家人误取束木为厨薪，
遣还乃已”。

欧阳东凤于1589-1592年任职兴化。
他在兴化的前二年先旱后涝，旱时，“茭
葑之田皆成赤地”，涝则“周遭二百余里
竟成湖海”，弥望皆泽国。百姓罹此巨患，
熏蒸于风日之下，叫号在波浪之中，饿殍
遍地，出身贫寒的欧阳东凤痛心疾首，焦
虑万千。他在极力救灾、疏浚沙沟黄土沟
至射阳神台场海口故道的同时，抱着对
灾民的无比同情，一再请求省、府赈灾蠲
赋，上司不应。欧阳东风忍无可忍，欲默
不能，乃“自甘斧钺”，越级上疏朝廷，泣
恳圣恩。封建王朝，知县无权直接具奏中
央，只能以“夹条”（附件）的形式由知府

以上官员奏本，否则视为“僭越”。欧阳东
风干犯律条，结果受到“停俸一年”的处
分。

但欧阳县令这份寄望皇上悯其忠鉴
其言的奏折，终于被呈递至时任户部主
事兼职昌平粮道的袁应祺手中。袁应祺
是兴化人，他曾著《叩阍录》，力陈兴化孙
关保案加重赋额的始末以白于户部尚
书。在收到欧阳县令的奏折后，更是不避
嫌疑，设法周旋，极力游说，力请户部尚
书等酌情准奏。

在此期间，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李
戴也与袁应祺一力配合，四出呼吁，更移
书扬州知府，促其为民请命。在他们不懈
的努力下，几经周折，部议终于准如欧
奏，议定将因“孙关保案”所加兴化的浮
粮二万余担改为折征银一万两，并“永为
例”。以“改折花银”，将五百四十匹种马
以每匹二十两征粮银折色解缴扬州府转
交南京兵部太仆寺，不再养马。至此，“民
患顿纾”，困扰兴化一百多年的漕粮马政
之患终得缓解，压在兴化民众身上的重
轭顿然减轻了许多。

欧阳东凤秉持着济世的良心，不顾
功利，出位上疏，极陈民患，终于促成了
兴化多少年来多少人想做而未能做成的
事——减负惠民，利济苍生。兴化人民怀
念这位“欧阳父母官”，明代中期为其立
欧公祠。

1605年，杨涧从千里之外的河南商
丘来兴化任知县。莅临时，正值荒年歉
收，百姓饥寒交迫，嗷嗷待哺。杨涧想方
设法，刻意抚绥，使民无离散，他还自己
出资辑印了农书和《圣贤绪论》教谕农
民，使他们安心务农。民心初定，可上司
又飞札催科。兴化遭此灾年，民众无粮可
纳。杨涧请求缓征，上司不允，严辞催逼。
清廉慈惠的杨涧不忍心害民，竟遣人回
家将自己家中的一片果园卖掉，用来替
全县百姓完纳赋税。三年任满，他竟无钱
进京觐见，只好再请求父亲变卖部分家
产，才凑足盘缠。兴化人民对他感恩戴
德，无限怀念，在他辞官归里后，在兴化
立生祠纪念这位“千里为官不为财”的清
官。

1640年兴化知县方允昌不顾灾情横
征暴敛，激起民变后，溜之大吉，兴化
整四个月没有县令。其时社会混乱，四
野蹈蹈，民不聊生，官吏视兴化为畏
途。唯史可法的幕僚刘士璟慷慨多大
略，史可法遂委其摄任兴化知县。刘士
璟初到兴化，轻装简从，微服私访，徒
步逐门逐户勘察民情，慰问灾情。在掌
握基本灾情的基础上，首先考虑赈灾，
于是他走访富家大户，向他们募集米麦
及钱，赈济疗疾，活民无算。然后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略，仅短短
数月，把一个乱哄哄的兴化治理得井井
有条。离任之日，“百姓号泣遮道，城
为之空”。刘士璟留诗相慰，诗中有

“来洒一腔热血，去携两袖清风”之
句，作为自己的告白和誓言。后来在沭
阳县令任上竟成忏言，为抗清殉节。清
代雍正年间，邑人于崇武桥西建遗爱
祠，合奉李戴、欧阳东风和刘士璟。

官有善政，民永祀焉。

遗爱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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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月 亮
○金 倜

你是夜空里的真理
也是我人间的理想

光阴如水，没有随波逐流的
是我心中的石头

掬起你的光华
世界就变得更加澄明

让痴情的人们依旧痴情
银河浩渺，寒鸦难渡

这么多年了
我热爱你的遥远

你的无法认知
你浓得化不开的桂花酒

这么多年了
我热爱你的阴晴圆缺

七律·水上森林
（叠咏六章）

○纪晓榕

（一）
东阳措彩青霄步，俯仰高参挺拔姿。
鸟语林风穿薄霭，天光云影动清漪。
扁舟暂向南官渡，闻笛浑忘易水辞。
愿景三春君未至，丛花扑蝶惹尘思。

（二）
影驳斑斓灿若曦，米光游走忽迷离。
鱼沉水暖鸳鸯草，鸟蹴林深琥珀枝。
慢溯冶春添客兴，轻摇兰浆畅神怡。
千田溉以膏如泽，十里烟村望远思。

（三）
林仙不竞早霞追，古浆声中意恐迟。
并植葱茏连理树，相携窈窕出尘姿。
三春泽盖知千古，九陌花开待几时。
教使殷勤青鸟约，山阳曾负白云期。

（四）
纵贯千林意未迟，风清若缕抚琴思。
弦歌竞越凌波渡，鹭影偏长向日移。
棹底浮云为故约，客中流水是新知。
蓝桥一别同归梦，泊岸花开共语时。

（五）
日朗气清穿绮陌，绿荫深处脱樊篱。
杉田万亩葳蕤步，草色千丛劲茂披。
曲栈桥头云作屐，斜阳渡口棹将随。
寻常愿比同林鸟，筑舍巢南月上枝。

（六）
徐风雅意并相随，浅草迷花笛孔吹。
绮旎回环翩入画，葱茏向背结成帷。
清溪语澈双鱼戏，古木荫遮侣燕追。
欲上兰舟催野渡，佳人宛在水之湄。

秋色赋（外一首）
○苏德祥

一滴水总喜欢行走在秋的天空
看沿途风景让满腹心思藏匿
直至融入汹涌澎湃的大海

一棵野草慌乱中探出脑袋
企盼路人猎奇的目光
或许一次偶然的回眸
定能让它感悟生命存在的价值

一阵风沿着秋的梯级攀爬
田野中满目的谷穗
低下高傲的头颅
金色是漫无边际主旋律

大雁变换着队形南飞
金菊呈现靓丽的倩影
大闸蟹横行于天下
水乡沉迷于秋色如痴如醉

一位匆匆而过的老农
稍不留神把往事跌落
把岁月轻轻打捞
左手是希望右手是期盼

乡野村舍城市街道
一花一草一世界
秋在变换着迷人的色调
幸福美满诗意盎然

岁月的风

岁月的风
滑过指尖
带走了
一季一季的风景
时光匆匆
穿过红尘烟雨
人生的站台上
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

周庄化蝶
南柯一梦
一个个背影
一串串脚印
诉说着风雨流年
忘不了那深深的眷恋
诉不完那心的私语

当满怀的希望落空
当期盼难以兑现
只剩下无边的寂寞
踩着平仄的韵律
敲打成清浅的诗行
把已碎的心收起
别让风 风干

秋日的森林公园
○徐育兵

从一支芦苇说起
所有的植物都开始沉思
只有它露出洁白的微笑
点头或者摇头间
用纤细的笔
写下水边摇曳的诗行

秋风总是随性
被吟诵了多少年了
来去依然不顾格律与押韵
或者在竹林与行人捉迷藏
或者偷窥一下拍婚纱的新娘
所谓秋风，风情万种

黄昏不约而至
夕阳与草一样柔黄
垂钓者与水比赛安静
跑步的人踏响生命的节拍
一对老人牵手而来
从容的岁月随风漾开

昭阳月
○王亮庭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还有一分，是昭阳吧

昭阳月，在中秋日最美
是雪镜一框，是白玉一枚
这传统的工艺长盛不衰
这古典的意境延续至今

你若能飞，通过它可以穿越
当你把它当作无字书
所有的一经过滤都有了诗的况味
唯有它不会改朝换代
其实它一直明亮地爱着人间

人间的恩怨露水般滴在心头
一些东西很容易说没就没了
如果你有它的气定神闲
它是不断的源泉，洗礼着世界
无声胜有声的瀑布

俯拾皆是，人性的光辉
再比如思念，河流里菜花的倒影
而念着念着，心灵平原上
又响起了板桥道情

昭阳月，如果把你比作月饼
你是什么馅料的
父亲只管喝酒，听淮剧
他只看见心中的月亮
他哪知道，那也是你

第一书记
○倪为荣

一辆摩托
驮着一颗焦急的心
直奔丁沟村

沟枯瘦
呈墨绿色
泊着陈年雀影
巷无声
栅栏锁住犬吠
盐巴草着急
缠着他的脚印
打探猪呀羊呀鸡的
去向

小刀手老乔
坐在巷尾闷头抽烟
猪不让宰了
蟹又被贩子骗走
心揪成了一团穰草

再往前就是观音寺
暮色里香火摇曳
有木鱼穿行

新思想导航
新时代定位
三年，一千个日夜
摩托车栉风沐雨
丁沟绿了
清澈的河水卸去心结
丁沟红了
门前的灯笼红光满面
村庄血脉充沛
春风推开栅栏
只是小狗不吠
忙前跳后
像个东道主陪
老乔也不愁卖蟹
儿子的网店
正在做直播
网红就是他漂亮的儿媳
扶贫合作社大棚里
绿色果蔬生根出芽
新时代新丁沟正在拔节

轮下的路如心路
跳动的初心依然铿锵
路边的草木成老友
和车轮相拥相亲
好，今天不醉不归
斟满果林西边那
火红的夕阳
一饮而尽
这最美的丁沟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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