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在明朝历史上曾有“朝士半江西” 之说。 据《明英宗实录》卷二六
八载，明代状元、内阁首辅泰和人陈循不无自豪地对英宗说过：“江西
及浙江、褔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
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犹盛。 ”作为吉安府重要组成部分的泰和县，也
是人才济济，文风鼎盛，历史上孕育出了众多人物，杨士奇就是其中
杰出的一位。

杨士奇是明朝前期的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更是江西的名人之一。
他由于青年时期生活艰辛， 常年游历教学在外， 没有参加过科举考
试，未取得科举功名，不像同为阁臣的杨荣和杨溥，都是科班出身。他
是在朱元璋大力网罗知识分子的政策被继续推行中跨入统治阶级行

列的，所谓“白身拜相”， 为泰和人文史上的“三奇” 之一。 观其一生，
可以说他是朱姓统治者们最忠实最得力的辅臣， 也是孔孟之道的虔
诚信徒。他不是生活在弊端丛生的封建王朝中后期，而是生活在明王
朝上升的黄金时代，那时各方面弊病还未充分显露，因此他并不是王
安石、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但是他是一个出色的守成之臣，他辅佐
朱元璋的子孙们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局面， 巩固了统治阶级内部
的团结，使得经济和社会得以迅速发展。他还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
位，促使朝廷实行了一系列宽政恤民的改良措施，打击了一批豪强贪
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有着
进步意义的。 在他身上还保持了谦虚、清廉、宽容、公正等等美德，并
为国家培养选拔了一批清正、贤能的官吏，这些方面都是值得充分肯
定的。 总而言之， 杨士奇不愧是一个对历史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政治
家。

通过阅读本书，观众可以体会到作为文臣、作为帝师，杨士奇在
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个时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作为明初政
治家所不可或缺的地位，从而得以一观一代名相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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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名相杨士奇

杨士奇（1365.12—1444.3），名寓，字士奇，一字侨仲，

晚年自号东里老人，人称东里先生，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清

溪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杨士奇初以史才荐入翰林，

任编纂官，后官至柱国、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他

入阁后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居官四十余年，内阁首

辅二十载。他举止恭慎、言事辄中、忠心耿耿、勤于国事、清正

廉洁、举贤任能、宽政恤民、政绩显赫，为维护明王朝的统一，

促进国家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仁、宣

时期，他与杨荣、杨溥同时当政，世称“三杨”辅政，开创了“仁

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尽管由于长子杨稷“尝侵暴杀人”影响

了他的名声，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个政治开明、办事沉稳的朝

廷重臣，在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抹杀的，他对国

家所作的贡献，是必须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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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多舛 立志成才

“公杨氏，字士奇，其先华阴人，南唐虞部府君辂始居庐陵，再

世徙吉水，后至允素乃徙居泰和，故今为泰和人。 ”（《东里集·王直·杨士

奇传》）自第十三世德明、德宽兄弟分县城东、西而居之后，始分两

派，子孙多有迁徙，而士奇之上世有复居于清溪者，以诗书行谊，

继世不断。 如士奇之高高祖叔球，隐居不仕而博识精通，同邑学者

有所疑惑，便去向他质疑，问无不答。 因此，时人称他为“书橱先

生”，叔球长子复圭有三子，第三子贤可（即杨士奇曾祖）名景行，

号吟窗，尤为出类拔萃，八九岁时从山东村（现隶属泰和县澄江

镇）王先生就学时就不同凡响。 某日，有一位王氏长者在门外池边

散步，景行在室内“见而避之”，长者随口说了一句：人从门内闪。

景行应声而对：公向水边沿。 恰好王先生有位客人在侧，听后赞赏

不已。 元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历官会昌、永新州判，抚州路

总管府推官，转湖州路归安县尹，“所至皆有惠政”，离任时，“民皆

立石颂之”。 最后以翰林待制致仕，入《元史·良吏传》。

东里，泰和地名，居城东之北，清溪之上。 清溪，原系泰和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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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素执教定居发祥之地。 “祖公荣，父子将，皆不仕，皆以文学行谊

重于时。 ”（《东里集》）。 可见杨士奇的祖先还是累世为官，只不过到

了他的祖、父这里，才下降为一般的知识分子。 元至正二十五年

（1366）十二月二十三日，杨士奇就诞生在泰和县（古称西昌）澄江

镇东里的这样一个普通人家里。 士奇的父亲名子将，讳美，一讳

顺，生于元统二年（1334）三月初四日。 原系景行次子公辰之第三

子，襁褓中以景行命为公荣嗣子，文学斐然，性至孝。 时值元朝后

期，到处兵荒马乱。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其叔父杨公武死

于“寇”。 子将不顾安危，去收葬叔父，被“寇”所执，问子将“你为何

不出走”？ 子将手指叔父的尸体说：“这是我叔父，听说他被害，返

回来安葬他。 ”“寇”重其义，竟释放了他。 安葬叔父后奉父命避兵

于深山中，那时子将27岁。 迨父母死后不久，便又“携家避乱于袁

州”（谱载）。元至正二十六年（1367），子将病重，想到“先人德义之事

不可泯而无传”，于是在临终前三日，奋力撰写了《杨氏家传》，稿成，

叫其弟子超誊录，当子超誊录完给他过目时，他已入弥留之际，当晚

便谢世了，时为元至正丁未（1367）农历四月十九日，享年仅34岁。那

时士奇一岁四个月。 由此，士奇的家境日趋衰败。 这一方面是由于

元朝末年蒙元贵族的腐朽统治， 严重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而

以江南遭到的摧残尤甚。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农民的反抗，

全国各地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 在元朝的主要力量被摧毁后，

江南又出现了各股势力角逐争雄的局面，而江西则成了朱元璋与

陈友谅决战的主战场，连年的战火吞噬着百姓的家园，百姓们生

大明名相杨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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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杨氏世系简表（东派）

万全
自申 孟坚 衡 钦 宝（止）
自明 仲英（止）
子良 仲罔 之夔（原居东城后居

驿背里石山头）

治国 元长

华国 细郎（止）

南卿 克恭 叔球

复亨

合可

名可

公兴
自免（失考）

自求
德望（原居上源塘后徏茶园及
樟木洲）

存新
奉彰（居吉安值夏镇张坊村）
奉高
奉先

允 素
(始迁泰和) 八宣教

千一
（二承事）

旻 仲文 强仲 尚真

德明
（西派祖）

德宽
（东派祖）千二

（迁临湘滩杨震道桥）
千三
（迁华容县）
千四
（迁湖南长沙）

定国
元达

元享

用霖

仲升（止）

同予（止）
起予 孟颐（居塘洲珠林，分徏四

川、广东、湖广、赣州、
瑞金、会昌）

会可

会明
自新

自立 仲陆

庸安（居潋塘）
能安（居潋塘分居石
塘四川、新津）
静安 （原居潋塘今
分居大口村 、 南雄
县及岭头村）

公正（外迁）

公与
自得（止）
自成（止）

贤可
（景行）

公望

公辰

公荣

公武

子文
伯徽

节（止）

之序（居东城后散居）

仲殷
之贞（居东城后散居）
种（止）子素

子将

子将
（嗣子）
子超（止）

士奇

公平 子实 磷（止）
子言

复主

圣可 公安

彦初

彦中

益民

诚（止）
仲甚
（思贻）

仲西

之宜 （迁长塘尾及
瑞金）（相）
之所（迁沙村）
（艮）
元素（外迁）

致卿 平可 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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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之

器之

元之

谦之

微之

后裔繁衍至澄江镇桥头村委山塘村

后裔繁衍至澄江镇桔园村

后裔繁衍至沿溪镇潋溪村委上潋溪村

文之

升之

后裔繁衍至澄江镇城东、东门，沙村镇耸溪村，中
龙乡桃花村

后裔繁衍至澄江镇西门村委坛上村、塘洲镇新坪村

晦之

进之

隐之

明之

敬之

易之

后裔繁衍至吉安县永阳镇车湖村、水西村，吉安县
官田乡大排村

后裔繁衍至吉安县官田乡湖霞村，塘洲镇黄塘村委
樟木洲村、上洲村委铜锣坵村，沿溪镇源塘村委西
岸岭村，吉安县安塘乡芳源村
塘洲镇黄塘村委樟木洲村、吉安县安塘乡白茆坑村

稷（孟硕）

秋檤（叔简）

秫（季柔）

士奇

泰和杨士奇世系简表

6



活更加困顿不堪。 父亲的亡故，剩下孤儿寡母，士奇家的境况愈加

凄凉。

1368年，朱元璋底定中原，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 江南形势

渐趋稳定。 1369年，士奇四岁时，母亲改嫁给了本县罗性（字子

理）。于是士奇也随母下堂，改姓为罗。罗性为县城东厢人，明朝初

年，按诏令在郡县立学时，聘为泰和县学教谕，洪武四年（1371）乡

试中举，因学识德行出众，被敕免会试，直接任命为德安府同知。

这样，幼小的士奇就跟随继父、母亲一起到了德安。

幼年的士奇是个极聪慧的孩子，平时他“偶对语多奇绝”，曾

被亲友们称为“千里驹”。 但他也是个自尊心相当强的儿童。 每年

清明、冬至，罗府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礼仪，凡罗家子弟一

应参加，唯独不叫士奇。 当士奇六岁时，私下里向母亲问个究竟，

母亲向他哭诉了自家的身世及父亲死后的艰难经历。 孤寒的身

世，易姓的羞辱，以及封建孝道的影响，使士奇过早的成熟了。 他

仰慕自己的祖先，怀念早逝的亲父，因而一听到祖父和父亲的名

字便潸然泪下。 七岁时，他偷偷地在一间客室中设立了先祖神位，

拿砖块作灵位，用虔诚的礼仪跪拜祭祀三世祖先。 他天天早晨如

此，时间一长，这事被人发现报到继父那里。 一天清晨，士奇又来

到小屋中拜谒，他继父携母亲一起在窗外偷看，见他那进退跪拜

的样子，继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罗子理也是个读书明理的正直

知识分子，他看出士奇性格极其刚强，很理解孩子的心情，因此事

后便命士奇恢复了杨姓， 并亲自把杨家祖先的家世告诉了士奇，

一、大明名相杨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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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名相杨士奇

勉励他努力上进。 但是不久，不幸又一次降临到士奇母子头上，罗

子理“坐擅用枣木染军衣，谪戌西安”（《泰和县志·罗性传》）。 于是便

打发士奇母子回到了泰和杨氏老家。

几年无主的故园，已是一片萧索，家境更加败落。 “余少时汲

杵臼之事，皆亲执事。 ”（杨士奇：《慈训录》）刚刚九岁的士奇，由于整

天喝粥，饿得连打水杵米的力气都没有，但是贫家出孝子，少年的

士奇已经深深懂得做人和读书的重要，学习也更加发奋。 他每天

早晚帮母亲做事，日里读书。 他学习非常认真，据载：士奇在书院

“读书作字，心不外驰，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尝一顾。 暮归，挟

书册独行，道间步履徐徐，貌如有所见者。 道旁观者，啧啧以语其

子弟曰：若曷不为然哉！ ”（《泰和县志·杨士奇传》）这段文字生动地为

我们描绘出幼年士奇刻苦学习、言行谨慎的风貌。 士奇这种性格

的形成，是深受母亲影响的。

杨士奇的母亲姓陈，名元贞，又名开年，泰和县柳溪陈以静先

生之女， 是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闺秀，16岁嫁到杨家，29岁孀居。

生于元朝后至元五年己卯（1339）二月十六日，终于明洪武三十一

年戊寅（1398）六月十三日，享年60岁。 她从小曾从父兄念过书，当

兄弟们讲论诗书时，她很留意旁听。 对于《孝经》《大学》《论语》《孟

子》诸书都能背能解，对古往今来的史事，也能记下很多，有独立

阅读和思维的能力。 她通晓诗书大义，每天都要亲自教授士奇“以

先世文学行谊之盛”，激励士奇的上进心，因而士奇也更加勤奋自

励。 他把母亲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日子久了便积累成册，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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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名相杨士奇

一本《慈训录》。 母亲的言传身教陶冶着士奇的禀性，即使在他后

来当了高官后，仍在文中念念不忘老人家的“保育教训之恩”。 （《杨

氏祠堂复建记》）慢慢地，士奇这种持重好学的精神，博得了一位老

先生的青睐，这人就是士奇母亲的伯父陈先生。 陈先生曾经教过

士奇的父亲，是位博学的宿儒。 他看出士奇很有出息，能嗣父志，

非常爱重，于是“召而教之”。 后来甚至不管走到哪里都必带着他。

由于战乱家贫，士奇没有书，所学的四书五经、左传都是他一笔一

画手抄的。 母亲见他这样用功，高兴地说：“我儿可以继承祖先的

事业了！ ”的确，士奇没有辜负老人们的希望，不几年便学业大进，

到了十二三岁时就已经名传四乡了。 15岁时，他就应地方之聘开

馆授徒，从此便开始了二十年的教书生涯。

士奇幼年的生活是不幸的，但是这些接踵而来的遭遇却激发

了他强烈的事业心进取心，艰难的生活也磨炼了他的毅力，增加

了他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同时，他母亲和叔外公的言传身教，四书

五经的熏陶，使得那种立志成名、振兴杨家的孝道观念和为之紧

密相连的关心百姓和忠君思想， 成为他一生活动的核心和准则。

总之，他完全按照一个标准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模式成长起来。

诗书为本 游历江湖

长期的孔孟之道的熏陶，不仅使年轻的士奇博学而闻名于乡

里，而且也使他形成了牢固的“仁者爱人”的观念，加上他性格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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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名相杨士奇

厚温良，因此很受人们欢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塾馆越办越

红火。 这时的士奇已经成了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青年了。 他在教

书之余，作《养心说》，阐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读《契

丹志》，每每掩卷慨叹，作诗以明心志。 可惜这些著作没有留传下

来。 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童子之时，便已植根于立身处世之正道，

着眼于国家万民、天下治平的大事，而不拘泥于个人的功名利禄。

在有关杨士奇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他关心人的故事。

士奇16岁这年，一天，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拿着书，愁眉不展地

路过他的塾馆，士奇挺纳闷，便过去询问。 原来那人因为家有老

母，自己无法供养，正在心中为此忧伤。 他听后感叹地说道：“谁没

有母亲呢？ ” 于是便问他：“你能读四书五经吗？ ” 那人回答说：

“能。 ”士奇想了想便把自己的学生分出一半来给那人，让他靠这

些学费去供养母亲。 士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责怪儿子，

反而赞许地说：“假使这孩子当了官，必能救济百姓，肯定不是贪

官。 ”

杨士奇20岁那年，他姑姑全家得了传染病，无法起床，那些原

来和他姑姑家关系不错的人，现在一个个都不上门了。 士奇得知

消息后说：“他们是我父亲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不能眼看着不

管。 ”于是不顾被传染的危险，跑到姑姑家照顾病人们，他每天在

那里洒扫门庭，煮饭熬药，直到他们全家康复后才离开。

从这些平凡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杨士奇身上具备着那

种关心贫弱的美德和为人正直善良的一面。 自然，这也是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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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的结果。 直到做官后，他还常对家人说：“我

见人有乐如己之乐，有忧如己之忧。 ”（《东里集·陈赏·杨士奇传》）严酷

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了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

格。 同时，杨士奇早年的生活经历及其形成的内心感受，对他的一

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士奇的名声越传越远， 以致当地的郡县几次聘他当学官，

但他都没有去。

25岁后，杨士奇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便离开家乡到外面游

历教书。 他先到章贡郡，郡守早闻杨士奇之名，对他很为器重，请

他任琴江县学的教谕。 琴江县令邵子镜与他亦是一见如故。 子镜

这人为官虽然廉洁，但待人处世很苛刻，士奇经常规劝他。 一次，

有个江西永丰籍的客商路过琴江，由于没有“路引”（通行证）被扣

留下来，接着关吏又查出他有数百贯伪钞，这罪过就更大了。 邵子

镜在审理此案时，咬定这些伪钞是那商人自造的，便派人拷问他。

那商人大呼冤枉，说：“我乃一介山野小民，正因为自己辨认不出

钞之真伪才收到这些假钞，我也是受害者呀！ ”邵子镜拿不定主意

了，便去请教士奇。 士奇想了想问他：“你没检查一下他有无真钞

吗？ ”邵子镜回答说：“真钞倒是也有数百贯，可是我觉得以伪钞来

审判他更容易有收获。 ”士奇听罢严肃地说：“制作伪钞当然要从

重处罚，但我们不能按想当然来处置人呀！ 在我们老家也有人因

为伪钞罪而祸延数家，犯人有的被充为奴，有的遭到杀戮，我们怎

能如此轻易地定罪呢？ ”邵子镜觉得士奇讲得很有道理，便派人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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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那些伪钞，只按无路引的过错处分了那商人。 事后邵子镜出

于对士奇的佩服，经常与人说起此事，不久，这事的原委传到了那

商人耳朵里。 商人非常感激士奇，一天，拿了五十两白银在夜间悄

悄送到他住处，没想到士奇一见此状，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此

事非我所管，我并不知道情况，你快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离开这

里吧！ ”那商人吓得立刻收起银子，心有愧疚地走了出去。

由此可见，杨士奇青年时代就是一个秉公善断、正直不贪的

人。

杨士奇在琴江只生活了半年，便离开那里，先后到了湖南、湖

北游历教学。 这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在全国有名望、有才识的人，与

他们互相磨砺，提高学业。 据《明史·三杨传》记载，他“馆江夏最

久”，而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到达武昌（即江夏）

的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左右，那时他大约是二十七八岁，

在那里他一共生活了七年，于洪武三十年（1397）返回故里。

杨士奇在十多年的游历、学习中，思想日臻成熟。 这期间他

“涉迹湖湘汉沔，所交鸿儒硕士，所谈道德仁义，所受清明。 粹温者

养之，直而资之，深芳润内，融彪炳烨乎外见濡毫，引纸力追古作，

于是声名洋溢”（《东里集·黄淮·少师东里杨公文集序》）。 我们从他送朋

友的一些“诗序”中，可以看出杨士奇早期的思想。 他的一个朋友

曾士荣是位学官，但在一次吏部规定的考试中成绩不佳，被降职

为吏。 为此，杨士奇很发了一段感叹：

古者论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后世重文艺。 故士有敦行寡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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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摒弃不录，士荣游邑庠，其孝友行于家，忠信重于乡，问学信于

师友，今年部使者行郡县励新学校，考诸生经义，不治者罢黜为吏以

惩，士荣与在道中。 知士荣者莫不枉其去，因此非世所称敦行。 （《东

里集·赠曾士荣序》）

由此可见， 杨士奇对那种先文艺而后德行的风气很是不满，

他认为只有观其人的道德忠信的实际行为， 才是取官的首要标

准，而那种只考文辞的做法，起不到督促人们去“行”的作用。 这一

段话体现了杨士奇注重实际反对空谈的思想。 他在后来辅政时仍

旧是坚持了这一思想的。

他的另一位朋友钟潜，官授保宁府苍溪县学训导，地偏职低，

众皆咨嗟叹息，但是他对这位朋友却谈了这样一番道理：“君子之

于道不择事而行，不分地而处；用一乡则道征于一乡，用一国则道

征于一国，用天下则道征于天下，曷经不得哉？ ”这些话里，固然有

劝朋友安心工作的意思，同时也反映出他这样一个观念：官吏的

职责便是推行“道”，即封建的纲常伦理等，在他看来，只要每一个

官员在他职权范围内都按“道”行事，那么一个“长治久安”的一统

局面便会到来，他自己正是力行这一信条的。

关于杨士奇游历中的活动细节，《杨氏家谱》中还有这样一些记

载：在湖北，士奇曾住在一位同乡家里，这个同乡开了一家裁缝铺。

新春佳节之际，同乡便请士奇书写一副春联。 士奇挥笔写道：“金针

引动独龙行，银剪裁开双凤舞。 ”这副对联既生动形象，且用笔苍劲

沉着，着墨浓枯相杂，字体生动有姿。对联贴出后，轰动了全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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