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嘉、谢榛进入一个雅间。不一
会儿，进来三人，向曹嘉行礼。

曹嘉指着谢榛对三人说，这是大
诗人谢榛，先生字茂秦，山东临清人。

三人对谢榛拱手，说，久仰，久仰！
谢榛也拱手还礼，说，客气，客气。
随后，曹嘉把三人介绍给谢榛：一

位姓李名濂，祥符人；一位姓高名叔
嗣；最后一位姓张名元。

大家随即落座，开饮。
三杯酒下肚，谢榛说，刚进开封城

门，我就看到了这里的人物繁华。想
想西汉时候，梁孝王在这里兴建梁园，
延揽文士，枚乘、邹阳之辈因此写出那
么多好文章。到了北宋，范仲淹、欧阳
修、苏东坡等文人学士数不胜数。感
觉那时似乎皇帝对文人多有宽容。

说完，他举起酒杯敬向曹嘉，说，
曹知府，请接受我的敬意。你我在京
师虽然接触不多，但脾气相投。这就
是所谓缘分吧。

曹嘉说，老兄不必客气，咱俩喝这
一杯。

李濂见谢榛见识渊博，又与曹知
府关系那样好，率先站起来敬谢榛
酒。之后，他吟出一首诗：

晨出南薰门，驾言登吹台。天远
红霞明，地广嘉树栽。邹枚骨已朽，梁
王安在哉。吁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谢先生，您给提提意见！不要顾

及我的面子，我经得起批评！
匆匆听了一遍，谢榛便感受出这

首诗的优劣。他喝一口水，看大家一
眼，然后直视李濂，说，您这诗有千古
兴亡之叹，五、六两句，确实沉郁。起
句，有魏晋诗歌的气势，也不错。只是
三四两句，写景虽有功力，可惜不能与
全篇相融。您有诗才，只是对诗艺研
究不够。这个好办，以后多看盛唐诗
歌就是了。

一席话说得李濂汗水直流，他站
起来，给谢榛倒水，说，先生之言，让我
茅塞顿开。谢谢了！

叔嗣、张元二人，见李濂那样恭敬
谢榛，也立即热情地敬酒。

叔嗣说，不知先生对李梦阳的诗
歌有什么看法？

谢榛说，李梦阳是七子领袖，理
论、诗歌都有一套，只是他提出学习诗
歌要像学习书法那样一字一字地临
摹，就不对了。诗歌与书法，不是一回
事。说完，看看曹嘉。因为曹嘉是李
梦阳的亲外甥。

曹嘉大度地点点头，说，茂秦不要
有什么顾虑，我们这是在研讨诗歌。

叔嗣站起来，说，谢先生所论有
理！随即，叔嗣背了一首李梦阳写开
封铁塔的诗。

背完后，便问谢榛，先生，这诗如
何？

不错。
叔嗣对谢榛简单地说不错二字似

有不满。他说，空同先生十一岁跟随
父亲李正于开封生活，对开封风物观
察很深，又博览周王府所藏书籍，所写
诗歌，自然不落俗套。

说完，斜眼看向谢榛。其实，叔嗣
曾经受教于李梦阳，不免有所偏爱。

谢榛不能不多说一点了，老弟所
见不差！李梦阳确实不是一般人物。

说完，谢榛即兴背诵起李梦阳的
诗来。

张元说，还有何景明，他在开封也
写了不少诗。随即，他背诵了一首《大
梁行》。

谢榛听了，说，何仲默这诗，好处
在对比鲜明，用典恰当。李、何同为七
子领袖，两个人的母亲生他们前，都梦
见太阳入怀。一个叫梦阳，一个叫景
明，都与太阳有关。

曹嘉一直眼含笑意，看看这个，看
看那个。他从这些文士的言谈中获得
很多乐趣。于是，他举起杯子，说，诗
人们，大家干一杯。

众人响应，一饮而尽。
（未完待续）

读完《明代大儒崔铣》，我脑海里
依然想象不出崔铣的样子，却能清晰
地看到他身上的光泽，那是品德之光，
是智慧之光。

正德年间，权势熏天的刘瑾到翰
林院视察《孝宗实录》编纂情况，众人
纷纷跪拜，只有编修崔铣立而不跪。
面对规劝，他朗声道：“翰林清贵，难道
都是跪出来的？”刘瑾不便当众发作，
低声对随行的张彩恨恨地说道：“你是
吏部尚书，知道该怎么办！”

崔铣担任会试考官，河南考生焦
黄中携厚礼来访，呈上其父焦芳一封
亲笔信。焦芳与崔铣同榜举人，时为
内阁大学士，他在信中暗示崔铣将焦
黄中列为榜首。崔铣看罢，正色道：

“崔铣眼中只有仁义，没有同乡，更没
有同年。”拒收厚礼，斥退黄中。

后来，《孝宗实录》完稿，崔铣却被
刘瑾和焦芳构陷，明升暗降，外调南京。

大礼之争，左顺门哭谏的二百三
十一名官员无一幸免，十七人被杖毙，
多人被发配。血雨腥风之时，众人噤
若寒蝉，崔铣却挺身而出，上奏《甲申
陈言急务疏》，劝谏皇帝，并提请辞
职。皇帝大怒，朱批：“崔铣，准他辞！”
因为皇帝的任性、刚愎自用、宠信小
人，崔铣屡次上疏议政，谏阻武宗、世
宗，遭贬遇谪。他进则无私无畏，退则
无悲无悔。

崔铣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
明、爱憎分明，而且平素谨言慎行、清
廉自持。他第三次出仕，亲朋故旧知
其窘迫，临别赠金，崔铣拒绝。彰德府
欲拆庙拨田，助其扩大回乡兴办的后
渠书屋规模。崔铣担心扰民，写信谢
绝：“自知富薄分足，不敢苟慕他人财，

望钧令勿布，使诸公此心惠于疲民寒
士。”

如果认为崔铣是简单粗暴的怒目
金刚，是横冲直撞的鲁莽汉，是屡犯大
忌而侥幸善终的幸运儿，那就大错特
错了。他良好的品德令人尊敬和赞
叹，他非凡的智慧则令人钦佩与喜爱。

一方面深知“人情凶险超过前朝，
党同伐异甚于历代”，一方面要践行信
念、坚守底线，二者发生矛盾时，如何
处理？崔铣代理南京户部尚书时，第
一件工作就很棘手——核算世宗之母
灵柩南迁、与其父合葬的花费，工程的
负责人乃当朝权贵。崔铣实事求是，
推算出冒支数百万银两。面对权贵的
压力和责难，崔铣一边拿出皇帝圣旨
做挡箭牌，一边陈述利害，以退为进，
说如果自己半途而废，朝廷就会派都
察院查证。权贵们无可奈何，只得清
退了事。

最为难的一次，是崔铣三仕南京
时明世宗要他察访句容县朱家巷是否
为皇家祖迹，据实上奏。崔铣深知其
中利害：否决了，必定令皇帝不快，得
罪别有用心的利益攸关方，自己也很
危险；认定了，必定要大兴土木，劳民
伤财。崔铣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也
没有鲁莽行事。他将赞成派和反对派
各自的意见领袖拉入调查组，在实地
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听取双方意见，然
后上奏：“各众虽称朱家巷、朱家坟，略
无遗迹可认，虽故老流传，别无碑籍可
证。未见的确，臣不敢揣度拟同，自陷
于欺罔不忠。”明世宗看罢，既觉遗憾，
又感崔铣忠实谨慎，只好朱批：“既无
实际，且罢。”善良且能办成好事的人，
崔铣可算其一。

崔铣遭遇科举挫折，历经宦海沉
浮，皆从容面对，进退自如。他不只是
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在仕途
蹭蹬、蛰伏乡里之际做到“穷亦兼济天
下”。他开办后渠书屋，扶持穷苦子
弟，引领青年才俊，为国为民培养人
才。他主持编撰了《彰德府志》，可谓
承前启后。他治学态度严谨，认为“不
格物而曰致知者为妄，不履事而曰存
心者为偷”。在序言中，谈及编撰原
则，他明确要求《田赋篇》要忧念百姓
疾苦；《官师篇》要推崇教化百姓；《人
物篇》《选举篇》要重视品行德操，不以
官职大小为收录标准；《宫室》要讥刺
奢侈……可见他关心百姓，重视德
行。他自己的作品多收于《洹词》一
书，叙述春秋笔法，议论直抒胸臆，激
扬文字，读之凛凛然若有金石之声。

崔铣妻子先逝、长子病亡，当然痛
彻心扉，然而他能自我调整，很快走出
变故，关注当下。后渠书屋大堂上挂
着他的六然训：“自处超然，处人蔼然，
有事斩然，无事澄然，得意淡然，失意
泰然。”或许，这就是他人生态度和行
事风格的写照。

崔铣死后，备受哀荣，朝廷的褒
奖、士人的追悼自不待言，安阳百姓更
将他的故居称为“小颜巷”，将他比作
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彰德知府冯忠
曾评价宋相韩琦：“彰德府人杰地灵，
自古贤守名相迭出，数不胜数，但能立
德立功立言不朽者，唯宋朝韩忠献
公。为万世立德，最难的是做人要有
铁脊梁；为朝廷社稷立功，最难的是做
事不计荣辱；为天下百姓立言，最难的
是世事变迁的检验。”回顾崔铣的一
生，此公亦可谓三不朽也。

崔铣之所以成为崔铣，除了自身
的秉性和人生的际遇之外，他人的影
响也对他很重要。小时候，其父崔升
经常为其讲述乡贤名人故事。娶妻
后，其妻李氏时常劝诫他：“为官一旦
贪财受贿，必然弄权枉法，一旦败露，
家人也会跟着遭人唾弃。”影响他的还
有历代贤达于诗文中的谆谆教诲，他
非常喜欢陆游的一首诗：“儒生安义
命，所遇委之天。用可重九鼎，穷宁直
一钱。”这自然令人感叹“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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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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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智，崔铣的光泽
——读《明代大儒崔铣》有感

◎ 孙殿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