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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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
钩沉

凡入祀乡贤祠的乡贤都是有德行、有才
能、有声望而深受家乡民众尊重的贤人。笔
者最近借助《隆庆高邮州志》《光绪严州府志》
等典籍史料，对历史上高邮乡贤祠里供奉的
明代乡贤朱暟的生平业绩做了研究，从中我
感到朱暟是一位了不起的先贤，他为官清正
廉明，政绩卓著，彪炳史册。

朱暟以举人身份被推选为监察御史

《隆庆高邮州志》记载：“朱暟，垂髫游泮，
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意，人咸以公辅期之。
领景泰庚午乡荐（乾隆高邮州志：举于乡），
选御史”。朱暟从小在学宫读书时，就立下
为国为民的志向，景泰庚午，也就是1450年
考中举人，并被推选为监察御史。

查有关史料，明朝设都察院作为中央的
监察机构，都察院下属监察御史百余员，均
为正七品，负责全国十三道（相当于现在的
省）及两京、两直隶的监察，掌管监察百官、
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朝
廷规定监察御史，首先必须是正直之士，即
能清廉自洁，尽忠职守，激浊扬清。明成祖
说：“御史，国之司首，必有学识、达治体、廉
正不阿乃可任之。”其次监察御史必须是功
名加身，就是说必须是进士或举人、教官。
《明史》记载：“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
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用之”，“明
初至天顺、成化间，进士、举贡、监生皆得选
补”，“其御史，以进士举人教官等选除”。“选
除”即选拔任用。再次监察御史的体貌年龄
必须符合标准。年龄要在30岁以上，60岁
以下。相貌要求身材高大，面目周正。明代
民间流传一首歌谣：“选科全不在文章，但要
胡须与胖长，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浆得硬
梆梆。”形象地反映了朝廷选取监察官员时
对体貌的要求。监察御史的选任方式有初

授（即直接任命）、改授（由庶吉士改任）、保
举（由县令以上官员推荐）、考选（考试合格
任用）。

根据上述史料分析，朱暟出生时间应在
1420年之前，其相貌出众，而且是贤良方士
之人，在高邮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才被推
选为监察御史。

朱暟巡按三地履职尽责

朱暟监察的第一地是辽东。《高邮州志·
朱暟传》：“巡按辽东，兴利除害，华彝（土民）
安堵。”“安堵”意指安居乐业。虽然没有说
到具体事，但能做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肯
定是在兴利除害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

朱暟监察的第二地是山东。《高邮州志》
对朱暟巡按山东的评价是“不避权贵”。当
时皇宫上有一姓季的乳娘，仗势占夺民田，
朱暟经核实后，上奏朝廷，依法处置，吓得那
些豪贵们敛迹缩首。都指挥使鲁全，私役操
军为自己建造房屋，并索兵丁黄豆二百多
石，朱暟上奏朝廷，要求追究并治罪，以警示
众人，朝廷准奏。时任吏部尚书是山东人，
有两个儿子参加乡试，朱暟参加阅卷，这位
尚书请托朱暟予以关照。朱暟阅卷后，不予
录取，并封其卷，答复尚书：“公道难容”。朱
暟的性格可谓刚烈。

朱暟监察的第三地是云南。云南有土
司擅自开矿，他们害怕朱暟严厉，偷偷送贿
赂到高邮，但朱暟没有让他们钻空子，坚持
依法处置。曲靖军民府民俗一贯以来非常
凶悍，朱暟上奏朝廷为其建学校，设主管学
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使民风得到很大改
善。据《南宁县志》记载：南宁有座曲靖文
庙，明洪武十七年建，“成化三年，巡按朱暟、
知府张纯重葺，督学童轩为之记。”此庙在崇
文尚德、礼乐育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据

《永昌府志》记载：永昌城南十里有诸葛堰，
诸葛武侯所筑，分大堰、中堰、下堰。其中大
堰在法宝山下，石岸土堤，厚一丈二尺，周遭
九百八十余丈，中深三丈，岁久淤涨。明成
化三年（1467年），巡按御史朱暟修筑，分水
口为三，灌田数千亩。云南有一条险道，难
以行走，朱暟组织民工开山路一百多里，化
险道为坦途，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的通行，
老百姓称这条路为“朱公岭”。

朱暟任严州知府九年政绩显著

成化五年（1469年），朱暟由于阅卷事得
罪吏部尚书，遂被外派到严州任知府。朱暟
到严州后，“益励清节”。史料记载他做了这
样一些事：1、修公署，换新貌。《严州府志》记
载，成化七年（1471年），“知府朱暟建正厅
及幕厅，廊庑，重建周垣。”连围墙都进行了
修建，“整治公署，创举一新”。2、筑堤坝，御
水患。严州一些地区经常遭受水灾，朱暟组
织实施了建堤筑坝等水利工程，减轻了水
害。3、筑驿道，植杨柳。严州府东门至富春
驿的道路低洼狭小，朱暟率众将其拓为坦
途，路的两旁还种植柳树，成为一景，老百姓
称这一片柳树为“朱公柳”。4、重教育，修学
宫。严州府学宫在府治西南，中为先师殿，
翼以两庑，前为仪门，为泮池，东名宦祠、乡
贤祠，西启圣祠、仪门，内为明伦堂，东西四
席。该学宫在历史上多次遭兵毁水圮。朱
暟任知府后，整修学宫，创建了棂星门。5、
置义冢，葬无殡。朱暟发现许多贫苦农民，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而死无葬身之地。
他筹集银两买下一片土地作为义冢，“以葬
死无殡者”，后此地名为“漏泽园”。《高邮州
志》记载：朱暟在严州府九年，“考绩为天下
第一”。

关于明朝的考绩问题，我查了一些史

料。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设立了一整
套的官吏考核制度，并且以考核的结果作为
对于官吏升迁任免、奖励惩罚的依据。明
朝对官吏的考核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负
责。考核方式分两种：一种叫“考满”。这
种考核方式针对的是所有的在职官员，“考
满”又分成三个阶段，初考、再考、通考。凡
是官吏任满三年就要进行一次考核，叫作
初考，任满六年再次进行考核，叫作再考，
任满九年再进行考核一次，称为通考。三
次都通过之后，才能称为“考满”。第二种
叫作“考核”，也是针对所有官员进行，目的
在于奖惩升降。分“京察”和“外察”，京察
是针对所有在京的京官的考察，所有四品
以上的官员都要述职。外察是对地方官员
进行的考察，不定期举行。各地地方长官
需要将自己的工作整理成册，然后再层层
上报，层层进行审核。在此严格的考核之
下，朱暟能够考满，并获“天下第一”，可见
他的政绩非常显著。

《高邮州志·朱暟传》对朱暟的评价是：
“在严九载，刑清政简，囹圄空虚，百废具举，
颂声载道。”《严州府志·朱暟传》对朱暟的评
价是：“廉能有为，吏不敢欺，扶植善良，豪强
敛迹。”朱暟在严州时老百姓为他建“生祠”，
在他去世后，又入祀严州府的“官宦祠”。从
朱暟身上我们体会到明清时的《官箴》：吏不
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
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
威。我们也感受到“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
中”。

朱暟在严州九年考满，升福建右参政，
可惜未到任就去世了。按此推算，朱暟于
1478年去世，享年60岁左右。朱暟著有《廉
叟传》，可惜早已佚失，否则我们不但可以了
解朱暟的业绩，还能更多地了解他的思想和
文采。

明代高邮乡贤朱暟的生平业绩考
□ 倪文才

愈老身犹健 当歌志不衰
——记临泽镇西河村农民诗人 曹鸿藻

作者简介
曹鸿藻，男，1942年1月生，

江苏省高邮市临泽镇西河村人。
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世界汉诗
联盟吟友会会员，中国国学研究
会研究员，华夏国际博学文化交
流中心会员，中国当代艺术协会
终身名誉主席。高邮诗词学会会
员，临泽“菱川诗社”社员。

本人自幼好学，聪明能干，
终因家庭成分问题而失去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农中毕业以
后，自学了中专文化。一生坎
坷，命运多舛，吃尽了千辛万苦，
饱尝了酸甜苦辣。16 岁就参加
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在艰苦的
岁月中，磨炼出困难压不倒的意
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欣逢改
革开放，个人和家庭摆脱困境、
步入小康。63岁学写诗，10多年
来创作的诗词楹联800多首，向
全国20多家诗刊投稿，多次参加
各种诗词大赛，并屡获奖项。
2014 年底，自费出版个人诗集

《乡村吟草》。时隔八年，又出版
《岁月留痕》——曹鸿藻回忆录。

2014年12月由中国当代艺术出版社出版 2022年11月由成都书点文化出版

3月10日下午,由高邮市临泽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临泽镇文联、临泽镇社区教育中心共
同主办的曹鸿藻先生《岁月留痕》新著读者见面
会,在临泽社区会议室成功举办。镇文联常务
副主席杨彩春主持会议，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
10多名文友参加会议。

曹鸿藻先生已年逾八旬，农中毕业后，他自
学了中专文化。他63岁开始学习诗词，后加入
中华诗词学会，2014年底将10多年创作的诗词
楹联600多首结集出版了《乡村吟草》。去年，他
又以回忆录的形式、散文化的笔法将自己、家
庭、家乡的变化作为写作视角，反映时事的变
迁、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著成16万字的
《岁月留痕》，年底由成都书点文化出版。

会上，作者曹鸿藻先生与文友们分享了这
本回忆录的创作过程和喜悦，并为读者现场签
名赠书。主编史德元介绍了编书前后的体会和
收获。文友陈石奇、潘步云、盛维年等纷纷畅谈
了初读新著的心得与感想。

最后,镇文体站站长蒋凤才对曹鸿藻先生
新著刊行表示祝贺,对其笔耕不辍的精神表示
敬佩。他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阅读曹老
先生新著《岁日留痕》，一方面要立足交流研讨，
要学习曹老先生孜孜以求的创作精神；另一方
面要立足落地实操，履行繁荣临泽文艺的职责，
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时代变迁、书写发展华章，
作出“文化人”应有的贡献。

曹鸿藻《岁月留痕》新著读者见面会成功举办

全家福

临泽农业中学六一、六二届师生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