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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榜样，启迪后人，争做道德模

范，是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公

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建设和谐宁

晋、诚信宁晋、文化宁晋的重要支撑。

宁晋，冀南明珠、尧舜肇始，越

四千年之史；先祖，筚路蓝缕、披荆斩

棘，创安黎庶之基；民风，崇教尚德、

善行懿举，润七十万之众。在这片沃土

上，唐尧创伟业、济苍生，设置尧台，

禅让帝位；纪昌贵有恒、绝技成，“学

射精神”古今传；慈圣光献曹皇后，性

慈俭、重稼穑；状元曹鼐，高风峻节，

忠孝双全，捐躯殉国，名垂青史；御使

蔡叆办教育、建药室、置义冢，造福一

方……新中国至今，一大批舍己为人、

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敬业

爱岗、孝老爱幼的模范典型，更是层出

不穷、前赴后继、不胜枚举。比如：

为抢救唐山大地震遇险旅客壮烈牺

牲的“雷锋式的战士”王彦修；抢救落

水儿童英勇献身的优秀团员宋瑞彬；心

系职工、慷慨解囊的企业家苏瑞广；捐

资助教、回报社会的“燕赵慈善家”靳

保芳；花甲之年再创业，扶贫济困惠乡

亲的鲁学敏；无私奉献三十载，乐于助

学育栋梁的曹宪谱；医术精湛品德高，

身患重病仍操劳的好医生耿萌；无限忠

诚显党性，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村支书王

拴马；还有2012年度、2013年度的“邢

台好人”；为和谐宁晋加注“正能量”

的普通人、平凡事；以及教育系统的最

美教师，卫生系统的白衣天使，供电系

统的电力卫士……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近年来，为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社

会风尚，我县相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德

育实践活动。包括：“感动宁晋人物评

选”，“诵读经典、善行宁晋”诵读大

赛，“上城杯”助力反腐倡廉、共建和

谐宁晋演讲比赛，“善行光荣、感动宁

晋”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关爱自

然”志愿服务，“优秀市民、文明家

庭、诚信企业”评选，等等。旨在号召

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加入到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

善行涌动  大爱宁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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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哲先贤
G U Z H E X I A N X I A N

队伍中来，引导人们知书达理、诚实守

信、和蔼相处、互帮互助，为建设和谐

社会而凝聚出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

时代召唤先进典型，发展需要崇高

精神。系列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全

县上下“弘扬正气、热心公益、努力拼

搏、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不文明行为被自觉摒弃，不道德现象被

广泛勇于抵制。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

成江海。如果每一个宁晋人每天都去做

一件好事、行一个善举，那么必将汇聚

一个正能量的海洋，建成一个最和谐的

宁晋。

民众期盼榜样引领，创业呼唤道德

楷模。一个地方的发展后劲大小、是否

能够长治久安，最终是由本地的社会道

德风尚、文明进步程度所决定的。小善

不小，积善成德；唯有善行，愉悦身

心；成善于行，育善于心。只要继续深

入贯彻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

辱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德治国方

略为指针，争做有道德的人、讲文明的

人，那么，精神文明之风必会吹进千家

万户，精神文明之花才能在宁晋大地绽

放。

德耀宁晋，善莫大焉。讲道德、知

荣辱永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与阶

梯。本卷对本县“古哲先贤、善行人

物、道德楷模、劳动模范”的事迹，再

三甄选，以飨读者。无论惊涛骇浪、动

魄惊心、重大变革，抑或波澜不兴、平

平淡淡、凡人琐事，愿能给你我心灵深

处带来触动、感化、温暖……

爱心汇聚，春风化雨。只要我们坚

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

起”，一起来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

承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者

和良好思想道德风尚的创造者。那么，

我们有理由坚信：宁晋的明天会更加和

谐美好！宁晋的未来会更加璀璨辉煌！

是为序。

中共宁晋县委副书记     

			二〇一四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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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宁晋

—— “公天下”的历史见证

“尧台”清辉耀千古

远古时期，“台”神圣而庄严，人谓“登

之乃神、登之乃灵、登之乃帝。”清《赵州

志》、《宁晋县志》记载：“相传尧禅位于

舜处，筑高台、建帝庙，以示纪念，故名‘尧

台’。民众感念尧帝恩德，台周聚居，渐成

‘村落’，后以尧台名之”。今宁晋县贾家

口镇的尧台村缘此而得名。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这是孔子对尧舜禅让由衷的赞

赏。禅让制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善政美德之一，

是公天下的具体实践。“尧台”作为“天下

为公”理念的践行之地、见证之地，自古以

来就是人们凭吊先贤的重要场所。正德《宁

晋县志》记述道，尧台矗立，天高地阔，旷

野茫茫，芳草萋萋。“兴来无远近，欲去惜

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尤其夜

晚时月朗风清，花树参差，优游者众，时人

誉之“尧台夜月”（明朝“宁晋八景”之一）。

斗转星移，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宁晋“尧

台”遗址，在 1981 年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历史上，宁晋县地处大陆泽区域，县东

南部有“漳河、七里河、滏阳河、澧河、沙

河、洨河、泜河、槐河、午河”九条河汇聚

成泊，“九河下稍宁晋泊”的说法至今流传。

古时，黄河数次流经大陆泽，“洪水横流，

泛滥於天下”，水患无穷，“治水”成为尧、

舜、禹三帝的首要政务。

《五帝本纪》记载：“帝尧者，放勋。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在帝位七十年，

九十岁禅让于舜，一百一十八岁时去世。他

七十多岁的时候，感到身体和精力日衰，便

召集部落联盟会议，商议推举继承人，酋长

们推举了尧的长子丹朱和舜。舜，家世寒微，

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去世早，继母对他

很不好。他的弟弟象，聪明顽劣（传说象棋

是他发明的），对舜心怀不满，多次与父母

一起加害舜。传说，他们三人让舜修补仓房

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用两只

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他们又

让舜掘井，当挖深时，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

土，想把井封堵，将舜活埋。幸亏舜有所警

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逃出 , 等等。

虽然“父顽、母嚚、弟傲”, 皆欲杀之。“舜

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因此声名远播，

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他，“一年而所居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为了考验舜

的才能，尧就让他率领众人开荒耕作，消除

水害，又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

还派出九个官员协助，暗中考察。经过三年

多的考验，事实证明舜确实德才兼备，于是

下定决心避亲（不让儿子继位），举贤禅位

于舜。

1993 年，湖北省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

古哲先贤

出土了《唐虞之道》竹简二十九枚，其中明

确记载：“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

而不专，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

也。”进一步佐证了禅让史实。近年来，史

学界有一重要观点：“河流的长度，决定了

河流域国家规模版图的大小。比如，黄河、

长江与中国，尼罗河与埃及，印度河、恒河

与印度。”是时，尧舜禅让，舜禅于禹，洪

水治理终至成功，先民才得以生息繁衍，安

居创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炎黄子孙由

“巨浪落高崖，排蹙万石坠。周原昔禋禋，

一朝化碛地”的蛮荒之地，直至“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乐居之所。华

夏文明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开启三贤禅让的“尧台”确属“功不可没”。

万里江山舒醉眼 , 千秋史册动吟怀。

浩茫心事连广宇 , 慷慨华章颂尧台。

历史在前进，国家要富强。与国与民同

呼吸共命运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心怀天

下的“天下为公”精神，我辈须臾不可忘记！

（作者：郭永博		刊于《冀商文化》）

—— “学射精神”与纪昌庄

持之以恒  业必有成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所谓：

锲而不舍者金石可镂，孜孜以求者铁杵成针，

坚持不懈者绳锯木断，一以贯之者水滴石穿，

百折不挠者愚公移山，持之以恒者贯虱穿杨。

贯虱穿杨的神射手纪昌与今宁晋县纪昌

庄乡的纪昌庄村、大陆村镇的草场村素有渊

源。相传“学射”的故事就发生在宁晋。清《宁

晋县志》记载：“纪昌庄即纪家庄，纪昌所

居。西临的草场村（谐音“操场”），传为

纪昌带徒习练骑射之地，可佐证此事。”

苏轼说，“古之成大业者，不惟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纪昌学射”

的故事在我国闻名遐尔、家喻户晓，纪昌是

男女老幼心目当中肯下苦功、练成绝技的代

表人物。《列子·汤问》对此有着生动传神

的描述：

纪昌向飞卫学习射箭。飞卫说：“你先“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

“三贤禅让”图

《纪昌学射》入选小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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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宁晋古哲先贤

学不眨眼睛，然后才能谈及射箭。”纪昌回

到家，仰卧在妻子的织布机下，眼睛注视着

梭子，练习不眨眼睛。三年后，即使用锥尖

刺纪昌的眼皮，他也不会眨眼。（原文：纪

昌者，又学射于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瞬，

而后可言射矣。”纪昌归，偃卧其妻之机下，

以目承牵挺。三年后，虽锥末倒眦，而不瞬

也。）

纪昌用牦牛毛系着虱子悬挂在窗户上，

面向南练习眼力。十天过后，虱子在纪昌眼

中渐渐变大；三年之后，感觉像车轮般大了。

看周围其余东西，都像山丘般大。纪昌于是

就用燕国阴木装饰的弓，北方树杆造成的箭，

射向虱子，正穿透虱子中心，而拴虱子的牦

牛毛却没断。（原文：纪昌以牦悬虱于牖，

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后，

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有副名联写道：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也曾讲，“立志用功

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

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正是持

之以恒、毫不松懈的苦练，成就了“贯虱之

心”的纪昌，使他与“射落九日”的后羿、“百

步穿杨”的养由基一起，被誉为古代三大神

射手。“贯虱之心”一词，成为了形容射技

高超的专用语；后人又把“贯虱之心”和“百

步穿杨”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还产生了成语

“贯虱穿杨”。

《列子·汤问》为战国时期列御寇所著。

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小儿辩日、盗亦

有道、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朝

三暮四、高山流水、歧路亡羊、利令智昏”，

等等，均出自《列子》。“列子寓言”给人

们带来深刻的启迪和终身的教诲。比如，与

“纪昌学射”意义类同的“愚公移山”，曾

经五次被毛泽东主席引用。在党的七大上，

闭幕词《愚公移山》令人斗志昂扬，“全国

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

有什么挖不平呢？”人们至今言犹在耳，记

忆犹新。“愚公精神”成为了表现中国共产

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

以及鼓舞全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动员

号令。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

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新中国

建设时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是毛主席

对广大青年的期盼与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代日新月异，百业待举，当前习主席提出

了“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

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

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

难也要向前推进”，着重要求党的干部“应

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所以，若想学业有成、事业成功、啃“硬骨

头”、干出实绩，势必更加需要不怕吃苦、

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学射精神”了。

（作者：郭永博		刊于《冀商文化》）

—— 慈圣光献曹皇后

内助之贤  母仪之正  垂范百世

曹皇后（1016 ～ 1079），今宁晋县贾

家口镇延白村人，祖父曹彬，父亲曹玘。明

道二年（1033），诏聘入宫，景祐元年（1034）

九月，册封为皇后。历经宋朝仁宗、英宗、

神宗三代，克尽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责。

晚年病于水疾，御医束手。元丰二年（1079）

冬辞世，享年 64 岁。

景祐元年，仁宗册封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她性情慈善、俭朴、重视农业。在御苑中，

常常见她种植农作物，养蚕。闲暇时，她擅

长飞白书法，宫里视为珍宝。庆历八年（1049）

闰正月，仁宗想在上元日再次布置灯会。她

向仁宗说，“正月十五灯会刚过去，再置灯

会只能加重百姓负担，是不应该办的事。”

仁宗认为有理，没再举行。三天以后，卫兵

数人闹事，趁黑夜窜房进入内宫，误敲仁宗

寝殿的门。此时，曹皇后和仁宗皇帝刚要休

息，发觉出了事，急忙起来。仁宗想出去探

个究竟，她怕发生意外，坚决不让仁宗离开

寝殿。她急传宫廷卫官王守忠，命他派兵入

宫，保护圣上安全。此时，乱兵伤了宫女，

殿外一片呼叫声。太监哄骗皇上、皇后，说

奶妈打了小姑娘才哭叫个不停。她指着太监

说，“贼在附近杀人，你竟敢说谎，蒙骗皇

上！”她料到闹事的贼人还会趁乱放火，便

暗暗派人追踪，备好水源，随时灭火。过了

一会儿，乱兵果然火烧门帘，以期引起大火，

趁机逃脱。由于她派出的人紧紧跟随，迅即

把火全扑灭了。当晚，凡经她派出的人，她

都剪去一缕头发相送，并说：“明天受赏，

以发为证。”当晚，这些人都拼命效力，将

贼兵杀的杀，抓的抓，最终顺利平息了这场

意外的骚乱。

英宗赵曙四岁时，由曹皇后在宫中抚育。

清·焦秉贞绘《禁苑种谷》

曹皇后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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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纪昌用牦牛毛系着虱子悬挂在窗户上，

面向南练习眼力。十天过后，虱子在纪昌眼

中渐渐变大；三年之后，感觉像车轮般大了。

看周围其余东西，都像山丘般大。纪昌于是

就用燕国阴木装饰的弓，北方树杆造成的箭，

射向虱子，正穿透虱子中心，而拴虱子的牦

牛毛却没断。（原文：纪昌以牦悬虱于牖，

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后，

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有副名联写道：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也曾讲，“立志用功

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

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正是持

之以恒、毫不松懈的苦练，成就了“贯虱之

心”的纪昌，使他与“射落九日”的后羿、“百

步穿杨”的养由基一起，被誉为古代三大神

射手。“贯虱之心”一词，成为了形容射技

高超的专用语；后人又把“贯虱之心”和“百

步穿杨”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还产生了成语

“贯虱穿杨”。

《列子·汤问》为战国时期列御寇所著。

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小儿辩日、盗亦

有道、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朝

三暮四、高山流水、歧路亡羊、利令智昏”，

等等，均出自《列子》。“列子寓言”给人

们带来深刻的启迪和终身的教诲。比如，与

“纪昌学射”意义类同的“愚公移山”，曾

经五次被毛泽东主席引用。在党的七大上，

闭幕词《愚公移山》令人斗志昂扬，“全国

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

有什么挖不平呢？”人们至今言犹在耳，记

忆犹新。“愚公精神”成为了表现中国共产

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

以及鼓舞全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动员

号令。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

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新中国

建设时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是毛主席

对广大青年的期盼与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代日新月异，百业待举，当前习主席提出

了“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

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

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

难也要向前推进”，着重要求党的干部“应

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所以，若想学业有成、事业成功、啃“硬骨

头”、干出实绩，势必更加需要不怕吃苦、

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学射精神”了。

（作者：郭永博		刊于《冀商文化》）

—— 慈圣光献曹皇后

内助之贤  母仪之正  垂范百世

曹皇后（1016 ～ 1079），今宁晋县贾

家口镇延白村人，祖父曹彬，父亲曹玘。明

道二年（1033），诏聘入宫，景祐元年（1034）

九月，册封为皇后。历经宋朝仁宗、英宗、

神宗三代，克尽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责。

晚年病于水疾，御医束手。元丰二年（1079）

冬辞世，享年 64 岁。

景祐元年，仁宗册封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她性情慈善、俭朴、重视农业。在御苑中，

常常见她种植农作物，养蚕。闲暇时，她擅

长飞白书法，宫里视为珍宝。庆历八年（1049）

闰正月，仁宗想在上元日再次布置灯会。她

向仁宗说，“正月十五灯会刚过去，再置灯

会只能加重百姓负担，是不应该办的事。”

仁宗认为有理，没再举行。三天以后，卫兵

数人闹事，趁黑夜窜房进入内宫，误敲仁宗

寝殿的门。此时，曹皇后和仁宗皇帝刚要休

息，发觉出了事，急忙起来。仁宗想出去探

个究竟，她怕发生意外，坚决不让仁宗离开

寝殿。她急传宫廷卫官王守忠，命他派兵入

宫，保护圣上安全。此时，乱兵伤了宫女，

殿外一片呼叫声。太监哄骗皇上、皇后，说

奶妈打了小姑娘才哭叫个不停。她指着太监

说，“贼在附近杀人，你竟敢说谎，蒙骗皇

上！”她料到闹事的贼人还会趁乱放火，便

暗暗派人追踪，备好水源，随时灭火。过了

一会儿，乱兵果然火烧门帘，以期引起大火，

趁机逃脱。由于她派出的人紧紧跟随，迅即

把火全扑灭了。当晚，凡经她派出的人，她

都剪去一缕头发相送，并说：“明天受赏，

以发为证。”当晚，这些人都拼命效力，将

贼兵杀的杀，抓的抓，最终顺利平息了这场

意外的骚乱。

英宗赵曙四岁时，由曹皇后在宫中抚育。

清·焦秉贞绘《禁苑种谷》

曹皇后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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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太子之后，曹皇后多方面教导。嘉祐八

年（1063）三月，仁宗赵祯得急症死于福宁

殿。她镇静地将各门上的钥匙收集起来，把

太子赵曙唤到身边。天亮后，宰相韩琦等大

臣到齐，立赵曙继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

改元治平。英宗年幼，身体怯弱。在生病期

间，群臣请曹皇后处理军国要事，在御内东

门小殿听政。大臣们每天奏事，有些疑而未

决的事，她从不自主武断，总是说，“公辈

更议之”。她熟读经史，借鉴历代经验，处

理各项事务。内外官员奏章，每日达数十件，

都能择要强记，以备处理。她检查、遏止曹

家和左右臣仆十分严格，避免近亲是非，因

此宫廷纪律肃然。

治平二年（1065）夏，英宗病情好转，

她请撤帘还政，英宗一直推到秋天，她才不

再听政了。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

崩（年仅 36 岁）。神宗赵顼即位，尊皇太

后为太皇太后，改元熙宁。赵顼对她十分孝

顺，改她的宫名为“庆寿宫”。她天性慈祥，

老来愈甚。后宫章法肃严，外家男子不得入

见。她弟弟曹佾，在英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现虽为神宗的亲信，却也很难和姐

姐见个面。神宗感到姐弟二人都年事已高，

几次请求让曹佾入宫，都被她拒绝。一天，

神宗和曹佾在一起，又去请求她，才得以一

同入宫。他们君臣同到庆寿宫后，坐了一会

儿，皇上站起来主动离开了，意在让姐弟谈

谈亲情私话。不料，她随即对曹佾说，“这

里不是你逗留的地方，赶快回去吧。”

王安石做宰相，提倡变法。她曾向神宗

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我听说民间苦于

青苗、助役诸法，应该废除。王安石确有才

学，但对立面大、怨声较多。你爱才护全，

我看不如放他为外官。”神宗始终不语，也

没按太皇太后的话去办。神宗和诸大臣商定，

要收复燕、蓟之地，意见统一。他到庆寿宫

汇报，征求太皇太后意见。她问道，“军用

粮食储备得充足吗，兵将训练得能征惯战吗，

武器准备得精良吗？”神宗回答，“都已经

办好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是

大事，马虎不得。吉凶祸福在此一举。胜利

了，皇上南面受贺。万一失败，关系国家安

危，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倘能收复，太祖、

太宗早就收复了，怎会等到今天呢！”皇上

这才领悟，急忙说，“听从太皇太后教诲。”

苏轼因诗犯罪，被囚禁在御史狱中。满

朝议论，以为他必死无疑。消息传到庆寿宫，

她向皇上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年仁

宗皇帝在科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二兄弟，高

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最近，

我听说苏轼因为作诗被系狱中，是仇人故意

中伤他吗？作几首诗，错误是很轻微的。我

的病情很重，不想误造冤情，伤了和气。你

应该派人调查实际情况，加以解决。”神宗

听后，两眼垂泪。不久，苏轼由此很快被免

罪了。

元丰二年（1079）冬，曹皇后逝于庆寿

宫，谥号为“慈圣光献皇后”。

							

																					（刊于《宁晋县志》）

“三绝”照汗青  德如玉壶冰

“风卷浮云散九区 , 海天澄澈月轮孤。

三秋爽气凌空碧 , 一点寒光照太虚。狂客醉

酣歌白苎 , 素娥起舞击苍梧。何须更觅神仙

术,我已藏身白玉壶。”这是状元曹鼐《中秋》

诗。

《明史》人物列传第五十五记载	：“曹

鼐，字万钟，宁晋人。宣德八年，举进士一

甲第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瓦剌大至，

寇骑蹂阵入，帝突围不得出，拥以去。首辅

曹鼐数百人俱及于难。”首辅（相当于现

在的国务院总理）曹鼐任职时间是 1446 年

~1449 年，他非但位高权重，且“气节之大、

学识之博、操守之洁”，冠绝一时，有明迄

今宁晋只此一人。

气节：凛然殉国“土木堡”

土木堡之变，也称土木之变。指发生于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 年）明英宗北征瓦剌

的惨败事变。明英宗平时对宦官王振（明朝

中期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言听计从，瓦剌

也先（时 43 岁）率军侵犯边疆。王振不顾

朝臣反对，鼓励英宗朱祁镇（时 23 岁）御

驾亲征。由于准备仓促，仅三天时间，途中

军粮不继，军心不稳，行至土木堡（今河北

怀来境内），约三万瓦剌军队与约五十万明

军队会战，结果明军大败。

土木之变自阴历七月十七日起。当时几

十万明军，顶着凄风苦雨，踯躅前行，出居

庸关、过怀来、到宣化府，“连日风雨，人

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的群臣察觉士气

低落，接连上表，恳请英宗回銮。王振听闻

后恼怒，罚兵部尚书邝野等在草丛中长跪，

成国公朱勇等禀事时，“咸膝行进”。王振

的淫威，可见一斑。八月十三日，眼看败局

难免，邝野奏请回兵入关，以防不测。王振

又威胁说，“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

此刻，曹鼐正气凛然地大声说：“臣子固然

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明

史》）王振见曹鼐忠勇，只好怯懦地说，“如

有不测，也是天命。”八月十五日，瓦剌发

动总攻，明英宗被俘，骄奢误国的王振被樊

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首

辅曹鼐，学士张益等文武大臣数百人都战死

了，因而造成了明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

历代以来，后人对土木之变伤怀感慨，论及

罪责，首推是“王振擅权”。土木之变，使

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引起了政局巨变，

内忧外患也进一步加剧，被史学家称为“明

朝从强到弱、由盛转衰的重要分水岭”。

曹鼐列传记载：“五年，以杨荣、杨士

奇荐，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鼐为人内刚

外和，通达政体。荣既殁，士奇常病不视事，

阁务多决于鼐。帝以为贤，进翰林学士。十
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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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太子之后，曹皇后多方面教导。嘉祐八

年（1063）三月，仁宗赵祯得急症死于福宁

殿。她镇静地将各门上的钥匙收集起来，把

太子赵曙唤到身边。天亮后，宰相韩琦等大

臣到齐，立赵曙继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

改元治平。英宗年幼，身体怯弱。在生病期

间，群臣请曹皇后处理军国要事，在御内东

门小殿听政。大臣们每天奏事，有些疑而未

决的事，她从不自主武断，总是说，“公辈

更议之”。她熟读经史，借鉴历代经验，处

理各项事务。内外官员奏章，每日达数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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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请撤帘还政，英宗一直推到秋天，她才不

再听政了。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

崩（年仅 36 岁）。神宗赵顼即位，尊皇太

后为太皇太后，改元熙宁。赵顼对她十分孝

顺，改她的宫名为“庆寿宫”。她天性慈祥，

老来愈甚。后宫章法肃严，外家男子不得入

见。她弟弟曹佾，在英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现虽为神宗的亲信，却也很难和姐

姐见个面。神宗感到姐弟二人都年事已高，

几次请求让曹佾入宫，都被她拒绝。一天，

神宗和曹佾在一起，又去请求她，才得以一

同入宫。他们君臣同到庆寿宫后，坐了一会

儿，皇上站起来主动离开了，意在让姐弟谈

谈亲情私话。不料，她随即对曹佾说，“这

里不是你逗留的地方，赶快回去吧。”

王安石做宰相，提倡变法。她曾向神宗

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我听说民间苦于

青苗、助役诸法，应该废除。王安石确有才

学，但对立面大、怨声较多。你爱才护全，

我看不如放他为外官。”神宗始终不语，也

没按太皇太后的话去办。神宗和诸大臣商定，

要收复燕、蓟之地，意见统一。他到庆寿宫

汇报，征求太皇太后意见。她问道，“军用

粮食储备得充足吗，兵将训练得能征惯战吗，

武器准备得精良吗？”神宗回答，“都已经

办好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是

大事，马虎不得。吉凶祸福在此一举。胜利

了，皇上南面受贺。万一失败，关系国家安

危，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倘能收复，太祖、

太宗早就收复了，怎会等到今天呢！”皇上

这才领悟，急忙说，“听从太皇太后教诲。”

苏轼因诗犯罪，被囚禁在御史狱中。满

朝议论，以为他必死无疑。消息传到庆寿宫，

她向皇上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年仁

宗皇帝在科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二兄弟，高

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最近，

我听说苏轼因为作诗被系狱中，是仇人故意

中伤他吗？作几首诗，错误是很轻微的。我

的病情很重，不想误造冤情，伤了和气。你

应该派人调查实际情况，加以解决。”神宗

听后，两眼垂泪。不久，苏轼由此很快被免

罪了。

元丰二年（1079）冬，曹皇后逝于庆寿

宫，谥号为“慈圣光献皇后”。

							

																					（刊于《宁晋县志》）

“三绝”照汗青  德如玉壶冰

“风卷浮云散九区 , 海天澄澈月轮孤。

三秋爽气凌空碧 , 一点寒光照太虚。狂客醉

酣歌白苎 , 素娥起舞击苍梧。何须更觅神仙

术,我已藏身白玉壶。”这是状元曹鼐《中秋》

诗。

《明史》人物列传第五十五记载	：“曹

鼐，字万钟，宁晋人。宣德八年，举进士一

甲第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瓦剌大至，

寇骑蹂阵入，帝突围不得出，拥以去。首辅

曹鼐数百人俱及于难。”首辅（相当于现

在的国务院总理）曹鼐任职时间是 1446 年

~1449 年，他非但位高权重，且“气节之大、

学识之博、操守之洁”，冠绝一时，有明迄

今宁晋只此一人。

气节：凛然殉国“土木堡”

土木堡之变，也称土木之变。指发生于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 年）明英宗北征瓦剌

的惨败事变。明英宗平时对宦官王振（明朝

中期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言听计从，瓦剌

也先（时 43 岁）率军侵犯边疆。王振不顾

朝臣反对，鼓励英宗朱祁镇（时 23 岁）御

驾亲征。由于准备仓促，仅三天时间，途中

军粮不继，军心不稳，行至土木堡（今河北

怀来境内），约三万瓦剌军队与约五十万明

军队会战，结果明军大败。

土木之变自阴历七月十七日起。当时几

十万明军，顶着凄风苦雨，踯躅前行，出居

庸关、过怀来、到宣化府，“连日风雨，人

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的群臣察觉士气

低落，接连上表，恳请英宗回銮。王振听闻

后恼怒，罚兵部尚书邝野等在草丛中长跪，

成国公朱勇等禀事时，“咸膝行进”。王振

的淫威，可见一斑。八月十三日，眼看败局

难免，邝野奏请回兵入关，以防不测。王振

又威胁说，“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

此刻，曹鼐正气凛然地大声说：“臣子固然

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明

史》）王振见曹鼐忠勇，只好怯懦地说，“如

有不测，也是天命。”八月十五日，瓦剌发

动总攻，明英宗被俘，骄奢误国的王振被樊

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首

辅曹鼐，学士张益等文武大臣数百人都战死

了，因而造成了明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

历代以来，后人对土木之变伤怀感慨，论及

罪责，首推是“王振擅权”。土木之变，使

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引起了政局巨变，

内忧外患也进一步加剧，被史学家称为“明

朝从强到弱、由盛转衰的重要分水岭”。

曹鼐列传记载：“五年，以杨荣、杨士

奇荐，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鼐为人内刚

外和，通达政体。荣既殁，士奇常病不视事，

阁务多决于鼐。帝以为贤，进翰林学士。十
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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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他入值文渊阁后，

“明敏爽朗，临事果断，能言善辩。王振专权，

人莫敢忤，内阁杨士奇死后，唯鼐尚能随事

调护，所言多见从。”慷慨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土木惊天巨变时，“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曹状元不畏权宦、大义

凛然的“质问”，至今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天

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

不怒。”刚正不阿的曹鼐，实乃“大勇者”！

学识：礼部赐宴“自鼐始”

科举制是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

一种制度，从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正式施行，

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天子重英豪，文

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寒

门入仕，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科考入门的应试者

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因为大多数屡

试不中，所以有“七十老童生”的说法。登

科中举的，殊属不易，因而“春风得意马蹄

疾”；状元及第的，凤毛麟角，因此“一举

成名天下知”。

明朝建立后，科举制进入鼎盛时期。科

考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英宗以后更

是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阁”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宁晋自宋至清，

考中文、武进士（含贡士）的共有 83 名。

其中，明朝仅有 24 名；状元仅有曹鼐一个，

能入内阁的也独他一人。曹状元为国捐躯后，

誉满天下，官修《明史》和李贤撰《天顺日录》、

焦竑撰《国朝献征录》、沈德符撰《万历野

获编》、吴应箕撰《读书止观录	》，载录详实，

勾勒出了他“完美”的人生轨迹：

“哀荣”极尽——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也先见明军

固守土木堡，正面硬攻对己不利，便派使臣

议和，并伪装撤兵。曹鼐通达政体，文采飞

扬，“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关键时

刻，英宗选他起草诏书，作答来议和的使者。

岂料和谈为假，杀戮是真，曹鼐等身殉国难。

土木之变后，“景帝（英宗朱祁镇之弟朱祁钰）

立，赠少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曹

鼐）文襄；英宗复位，加赠太傅，改谥文忠。”

（《明史》）由于尊崇有加，哀荣倍至，至

今宁晋民间仍然流传，状元捐躯被杀时出现

了异象，腹内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墨汁。

世事变迁，无独有偶。宣统三年（1912

年）的《溥仪退位诏书》，也是由状元（张謇）

所撰写。诏书讲：“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

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

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

天下为公之义。”“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

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

成，岂不懿欤？”此诏书通达谨严、文采斐

然、令人击节的用语，恰到好处地保全了末

路穷途的清廷“颜面”，又为“南、北和谈”

达成一致铺平了道路，不愧状元的“大手笔”。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现在大家

来宁晋，在凤凰镇东王里村，仍可见到明朝

廷为曹鼐修建的衣冠冢。遗址上，有翁仲、

石马、石羊、石狮各一对，分列在墓道两侧，

还立有明朝监察御史蔡叆撰写的“曹公神道

碑”一座，冢内供放着朝靴一只、木板凳一

条。“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曹鼐的议和诏书无寻，“状元手笔”惜已湮

没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荣耀”顶点——

宣德八年（1433 年 )。年仅 32 岁的曹

鼐参加殿试，他的策对《羲禹河洛象数》，

“甚合帝意，举进士一甲第一”。金榜题名

后，宣宗高兴地下诏，在礼部设宴，庆贺得

选的俊杰。“进士宴礼部，自鼐始。”（《明

史》）曹鼐得到了常人难以企及、难望项背

的无尚“礼遇”。《万历野获编·驿丞进士》

中记录，“曹鼐以泰和典史（相当于县公安

局长）登状元，以为异事”，可见连同朝的

文人雅士也都赞赏叹服。现在北京的国子监，

保存有曹鼐的进士题名碑。

《宁晋县志》记载：曹鼐“幼有遐志，

日诵数千言”，刻苦攻读，通宵达旦，学识

渊博，诗文俱佳，《四景曲》，《风花雪月

词》等为其代表作。比如，“无影又无踪。

卷杨花，西复东，江湖常把扁舟送。飘黄叶

舞空，吹白云出峰，过园林乱摇花枝动。吼

青松，穿帘入户，银烛影摇红。”（《风》）

时人竞相传颂，引领了一代风骚。

操守：一尘不染“三不可”

《明史》记载：建文四年（1402）曹鼐

出生，“少伉爽有大志，事继母以孝闻”。

他严于自律、洁身自好，手不释卷、勤学不

辍。他曾令人称奇地中举两次：第一次是“宣

德初，由乡举授代州训导，愿授别职，改泰

和县典史”；另一次是“七年，督工匠至京

师，疏乞入试，复中顺天乡试”。曹鼐在泰

和县任职期间，有两则轶事闻名天下：

一曰“曹鼐三不可”。他担任典史时，

捕获一名女盗。女盗甚美，见者无不心动。

在押解途中，夜宿庙宇，女盗多次示近媚惑。

曹鼐不为所动，“辄以片纸书‘曹鼐不可’

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

终夕竟不及乱。”（见《玉堂丛语》《续太

平广记》）于是，曹鼐堪比柳下惠坐怀不乱

的道德风范，传闻天下。直至今天，在宁晋

县“曹状元‘三不可’”的故事，流传甚广，

妇孺皆知。

二曰“曹鼐不倦学”。典史任上，他爱

民如子，尽职尽责。但是，一有闲暇，就刻

苦读书。“漏尽金风冷，堂虚玉露清。穷经

谁氏子，独坐对寒檠。”知县见状，就讥笑

着说：难道你还能考中状元不成？“曹曰：‘非

如是不休。’吴生曰：‘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

读书者当观此。’”后来他果然考中了状元。

（见《曹鼐不倦学》）

“三不可”体现了他品德高洁，行所当

行、不以物惑，止所当止、不以情移，岂以

恶小而为之，德为根；“不倦学”展现了他

志向远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匹夫怎能夺
曹鼐画像

宁晋曹状元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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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他入值文渊阁后，

“明敏爽朗，临事果断，能言善辩。王振专权，

人莫敢忤，内阁杨士奇死后，唯鼐尚能随事

调护，所言多见从。”慷慨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土木惊天巨变时，“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曹状元不畏权宦、大义

凛然的“质问”，至今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天

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

不怒。”刚正不阿的曹鼐，实乃“大勇者”！

学识：礼部赐宴“自鼐始”

科举制是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

一种制度，从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正式施行，

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天子重英豪，文

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寒

门入仕，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科考入门的应试者

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因为大多数屡

试不中，所以有“七十老童生”的说法。登

科中举的，殊属不易，因而“春风得意马蹄

疾”；状元及第的，凤毛麟角，因此“一举

成名天下知”。

明朝建立后，科举制进入鼎盛时期。科

考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英宗以后更

是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阁”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宁晋自宋至清，

考中文、武进士（含贡士）的共有 83 名。

其中，明朝仅有 24 名；状元仅有曹鼐一个，

能入内阁的也独他一人。曹状元为国捐躯后，

誉满天下，官修《明史》和李贤撰《天顺日录》、

焦竑撰《国朝献征录》、沈德符撰《万历野

获编》、吴应箕撰《读书止观录	》，载录详实，

勾勒出了他“完美”的人生轨迹：

“哀荣”极尽——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也先见明军

固守土木堡，正面硬攻对己不利，便派使臣

议和，并伪装撤兵。曹鼐通达政体，文采飞

扬，“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关键时

刻，英宗选他起草诏书，作答来议和的使者。

岂料和谈为假，杀戮是真，曹鼐等身殉国难。

土木之变后，“景帝（英宗朱祁镇之弟朱祁钰）

立，赠少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曹

鼐）文襄；英宗复位，加赠太傅，改谥文忠。”

（《明史》）由于尊崇有加，哀荣倍至，至

今宁晋民间仍然流传，状元捐躯被杀时出现

了异象，腹内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墨汁。

世事变迁，无独有偶。宣统三年（1912

年）的《溥仪退位诏书》，也是由状元（张謇）

所撰写。诏书讲：“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

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

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

天下为公之义。”“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

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

成，岂不懿欤？”此诏书通达谨严、文采斐

然、令人击节的用语，恰到好处地保全了末

路穷途的清廷“颜面”，又为“南、北和谈”

达成一致铺平了道路，不愧状元的“大手笔”。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现在大家

来宁晋，在凤凰镇东王里村，仍可见到明朝

廷为曹鼐修建的衣冠冢。遗址上，有翁仲、

石马、石羊、石狮各一对，分列在墓道两侧，

还立有明朝监察御史蔡叆撰写的“曹公神道

碑”一座，冢内供放着朝靴一只、木板凳一

条。“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曹鼐的议和诏书无寻，“状元手笔”惜已湮

没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荣耀”顶点——

宣德八年（1433 年 )。年仅 32 岁的曹

鼐参加殿试，他的策对《羲禹河洛象数》，

“甚合帝意，举进士一甲第一”。金榜题名

后，宣宗高兴地下诏，在礼部设宴，庆贺得

选的俊杰。“进士宴礼部，自鼐始。”（《明

史》）曹鼐得到了常人难以企及、难望项背

的无尚“礼遇”。《万历野获编·驿丞进士》

中记录，“曹鼐以泰和典史（相当于县公安

局长）登状元，以为异事”，可见连同朝的

文人雅士也都赞赏叹服。现在北京的国子监，

保存有曹鼐的进士题名碑。

《宁晋县志》记载：曹鼐“幼有遐志，

日诵数千言”，刻苦攻读，通宵达旦，学识

渊博，诗文俱佳，《四景曲》，《风花雪月

词》等为其代表作。比如，“无影又无踪。

卷杨花，西复东，江湖常把扁舟送。飘黄叶

舞空，吹白云出峰，过园林乱摇花枝动。吼

青松，穿帘入户，银烛影摇红。”（《风》）

时人竞相传颂，引领了一代风骚。

操守：一尘不染“三不可”

《明史》记载：建文四年（1402）曹鼐

出生，“少伉爽有大志，事继母以孝闻”。

他严于自律、洁身自好，手不释卷、勤学不

辍。他曾令人称奇地中举两次：第一次是“宣

德初，由乡举授代州训导，愿授别职，改泰

和县典史”；另一次是“七年，督工匠至京

师，疏乞入试，复中顺天乡试”。曹鼐在泰

和县任职期间，有两则轶事闻名天下：

一曰“曹鼐三不可”。他担任典史时，

捕获一名女盗。女盗甚美，见者无不心动。

在押解途中，夜宿庙宇，女盗多次示近媚惑。

曹鼐不为所动，“辄以片纸书‘曹鼐不可’

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

终夕竟不及乱。”（见《玉堂丛语》《续太

平广记》）于是，曹鼐堪比柳下惠坐怀不乱

的道德风范，传闻天下。直至今天，在宁晋

县“曹状元‘三不可’”的故事，流传甚广，

妇孺皆知。

二曰“曹鼐不倦学”。典史任上，他爱

民如子，尽职尽责。但是，一有闲暇，就刻

苦读书。“漏尽金风冷，堂虚玉露清。穷经

谁氏子，独坐对寒檠。”知县见状，就讥笑

着说：难道你还能考中状元不成？“曹曰：‘非

如是不休。’吴生曰：‘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

读书者当观此。’”后来他果然考中了状元。

（见《曹鼐不倦学》）

“三不可”体现了他品德高洁，行所当

行、不以物惑，止所当止、不以情移，岂以

恶小而为之，德为根；“不倦学”展现了他

志向远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匹夫怎能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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