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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共记64人。立传之古代人物。各朝录入

者，三国吴1人，南朝梁1人。唐1人，宋2人．元2

人，明8人，清4人，占立传人物总数十之有三。近

现代人物45人，其中外籍日本国1人，占立传人物

总数十之有七。凡所录之人物生平，对旧志资料进

行考证、鉴别，纠旧志之讹。补旧志之遗，记事客观

公正。力求符合史实。

本篇传记人物。沿其旧而增其新。以近现代人

物为重。以生不立传为原则。

骆 统

骆统(193～228)．字公绪。三国·吴。鸣伤(今

义乌)人。父俊．字孝远。以孝廉被荐举。任尚污

郎．后擢陈罔_{：lj。骆俊任职期间．加强军务．保儿封

地．养济盯姓。东汉建安￡￡年(200)。袁术军粮欠

缺．向俊求粮．遭拒．被袁术暗杀。母改嫁o#歆为

妾．统‘j家人返回梓甲．。时越巾发乍饥荒．他节食

⋯、人物传记篇I

一、人物传记篇

救荒．其女H深受感动，乃出私谷交统布施乡邻。由此

而名扬乡里。

骆统年甫弱冠，才识过人。建安卜七年(212)，

孙权授其为乌程相。在任期问，力主以民为本，短

期内民户逾万，颇得孙权赞赏，召为功曹行骑都尉，

并以侄女|嫁之。建安十几年(214)，囚护驾有功，擢

建忠中郎将。率武射吏3 000人，夺城守边。屡建战

功。大将凌统死。他兼率其部众，为孙吴著名将领

之一。

骆统为人刚jE不阿．忠直敢苫。一生上疏表数

十次。屡劝孙权尊贤纳士．勤求损益．关心群下疾

苦。倾听部属意见。时凶战事频繁。征役不息，疫病

流行。民户L1渐减少．统L疏．声。i“夫囤之有民。犹

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

不可胜”。劝孙权“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罔远计，

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张温I天1声名太盛．又曾

赞美蜀政，孙权借故逮捕。骆统即卜《理张温表》．

为张温所谓“朋党作奸”、“贻误军令”、“有辱本国”

等罪躬抗争辩护．力劝孙权“听察群下之寿．以广聪

|1月之烈”。

1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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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无年(222)，随大都督陆逊大破蜀军于宜

都，升任偏将军。

翌年，魏大将曹仁率兵攻濡须(今安徽含山县

西南东兴镇)，统率部奋力击退之。封为新阳亭侯，

拜濡须都。

黄武七年(228)殁，终年36岁。

傅 翕

傅翕(497～569)，字玄风，自号善慧大士，又称

双林大士。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人。南朝梁禅宗

之尊宿，义乌双林寺之始祖。

一次偶然机遇，傅翕恰逢僧嵩头陀，顿悟前因，

遂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松山下双椿

树说：“此可矣!”此后，傅翕于双祷树下结庵修行，

偕妻刘妙光躬耕而居，过农禅生活，自修佛经，普度

众生。

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梁中大通六年

(534)，遣徒弟傅睢奉书进见梁武帝，条陈上中下

“三善”：“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因，涅

檠为果。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

报安乐。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具

禀六斋。”傅翕被召，到达京都蒋山，梁武帝亲切接

见，与其叙论佛法，君臣十分投缘。武帝招待傅翕

礼恩有加，让其坐禅钟山定林寺。下旨供给膳宿所

需费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御僧”。于是“京洛名僧，

学徒云集，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后又进重云

殿，讲《三慧般若经》，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特加

殊礼。皇帝亲临听经，众人皆起身迎接，惟傅翕独

坐不迎。众人责问，傅翕答道：“法地若动，一切不

安。”他不以臣子身份见天子，不但没有引起武帝不

满，反而更受尊敬。法会散席，帝赐之水火珠一枚，

其珠直径达一寸有余，圆明洞澈。

大同六年(540)。傅翕在双椿树间正式建造双

林寺。于是以双林寺弘扬佛法。

傅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农相，表示中国禅

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

他以身设教，推进佛教中国化。尤其是转轮藏的发

明，开创了佛教藏经楼之先声。历1 400余年至21

世纪，在北京颐和园与日本等地仍有珍存。在重庆

大足除北山石窟有《转轮经藏》，在宝顶石窟还有题

名为傅大士作的《缚心猿锁六耗图》。

傅一生“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

正法，立言语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陈太建元年

(569)四月廿四日，傅大士离开人世，终年73岁。

著有《心王传语》等，其佛学思想主要收存于

《傅大士集》中，凡4卷，宋楼熠刊。

骆宾王

骆宾王(619～约684)，字观光。骆家塘人。

祖父和父亲都是饱学之士。骆宾王从小资质聪颖，

7岁时对客即景赋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

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时传遍乡里，誉为

神童。父亲任山东博昌县令，少年时随母赴父亲任

所，不久，父殁于任，因贫，就地安葬。后奉母移居

瑕丘(今山东兖州市)，养母抚弟，处境十分艰困。

22岁时，到长安应试，落第而归，回瑕丘继续刻苦

攻读，博览群书。然拮据的生活迫使他去长安寄身

权门，充任幕僚。因为其人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

事敢仗义执言，讲求气节，未能取悦于权贵，33岁

时被借故罢职。离京赴豫州，曾任豫州道王(李元

庆)府掾曹3年。李元庆意欲拔擢，特谕宾王“自叙

所能”，宾王却耻于“自媒”、“炫能”，不屑“砚容冒

进，贪禄要君”，遂上《自叙状》，婉言谢绝。不久就

离任返齐鲁，赋闲家居12年。

由于经济拮据，生活艰难，骆宾王给太常寺卿

刘祥道等高官上书陈情，企求引荐。于乾封二年

(667)再度入京，对策中选，授奉礼郎，后兼任东台

详正学士。由于性格豪爽，刚直耿介，嫉恶如仇，有



意无意问得罪r权要。终于被排挤罢了宵。

咸事元年(67())四月，Ⅱf=薷大举进犯边境．薛f：

贵牢兵征讨．骆宾王卜．诗给朝廷吏部侍郎裴行俭。

爱求从军以自效．得到认可，四月底从军边塞．编入

阿殳那忠乍队为幕府。远征西域。骆宾主以《从军

行》一诗明志：“／fi求生入塞．惟当死报君。”他j匕赴

西北，后随军凋赴两南。参加姚州半叛。其问．曾滞

留蜀中。在K期的边塞戌旅生涯中。创作了不少雄

浑悲壮、慷慨激昂的边塞军旅题材诗篇．开创唐代

边塞诗的先声。

上冗冗年(674)冬．骆宾王离蜀回京．出任武功

县土簿．创作长涛《帝京篇p，一时朝野传诵．誉为绝

唱。不久任明堂县主簿。调露元年(679)春．宾t

母丧服闵．补长安县主簿。几个月之后．被提升为

侍御【殳。斟“。’i‘进谏．被诬陷入狱。系狱期|'口J，以

满腔积愤怨恨之情。写了一系列诗赋以明志。《在

狱咏蝉∥即其一：“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

幺鬓影．米对白头吟。露藿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兀人信高沽．淮为表于心!”托物寄怀。借蝉一喻．怨

愤之情溢f字罩行间。永隆元‘fi(680)冬．遇赦获

释。次年。被贬侄临海县丞．七月顺道过义鸟，安葬

母亲。八』J抵临海上任，历时t年余，郁fjl5小得志．

对仕途颇感_【尺倦。文明元年(684)，囚事赴京。时武

则天临朗称制．为笼络朝野，卜．令“大赦”。“职官五

品以上举所知一人”。左骁p大将军裎务挺拟表荐

宾下参‘了典选．fH此时宾王无意仕进。婉言辞谢。

旋离京尔行．途中滞留扬州．与李敬、lp等人密议。起

兵反武。足年九月．敬、Ip自称匡复府f：将．领扬州

大都督．署宾土为“艺文令”。与敬献、唐之奇、卡t求

仁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主起草《代李敬

、Ip传檄天下义》．斥武后“密隐允帝之私．阴图后庭

之嬖。入f J处嫉．蛾届不肯让人；掩袖I：谗．狐f[Jfi偏

能惑主”。檄文轰动朝里f。武后渎但嘻笑．渎到”一

打：之土未f二．人尺之孤安在?”矍然说：“准为之?”或

以宾．F对．武后说：“宰相安得失此人!”甸}J之问．

反武势，，J集结r 1()多，J．人。武后旋即作d{反应．

迅速采取军‘努行动．t，j甲申．命左：k钤Jl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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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窆f之ij篇})『Ilf、，，，／，，，

李孝逸i棼军30万，讨伐李敬业。同年_卜一月．敬业

兵败。骆宾下“伏诛”(《⋯唐节i本传)。另据《资治

通鉴≯卷■o二：“其将王那j{：}{斩敬业、敬猷及骆宾

王卣‘来降。”《新唐书j小传则云：“敬业败．宾下亡

命．不知所之。”义q廿二里街道J。店村原有“骆侍

御史墓”，“文化大节命”时遭毁。1989年荸建。

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以文词齐名．殳称

“初唐四杰”。扬州起兵失败时。生半创作的作品大

多失佚。武氏殁后。郗云卿奉诏辑集行世．存涛

13()多首．文3f)余篇。有_骆宾t集plo卷。

宗 泽

宗泽(1()6()～11 28)．7汝霖。北宋嘉祜四年

(1059)f‘二月f‘四日生丁，fi板塘村，少时家境贫

寒．有『；IIJ水人陈允昌．与其父宗舜卿I辑I善。资助宗泽

读1亏。

元嵇六年(1091)．进京应试．对策力陈时弊．敢

于厅青。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考官恶其秉笔直

书．抑为末等．同进士出身。

无佑八年．调任大名府馆陶县尉．吕惠卿帅都

延．命泽与县令巡视河岸护堤．时泽适丧K f．奉命

即行．惠卿I'耳J之叹道：“可潸国尔忘家行!”是年冬。

适朝廷大开御河．役夫冻死道途，宗泽乃上书安抚

使．言道：“天寒地冻。徒苫民而功效少。稍延迟歪初

春n，／f：扰而办。”安抚从之．从而使千【，J‘役人得以活

命。惠卿J眸泽为幕僚．泽婉辞之。

元符元年(1098)．凋任龙游知县．ff；建学校．聘

师儒：i{二自兼教协。

崇宁一：年(1103)．母丧服除．ft菜州胶水矢¨县．

邑人温包．自恃与州7白。结亲．横行乡里．泽小为势

屈．依法惩办。

政和i年(1l l 3)．渊知茱州掖县．朝廷派使暂

去掖县派购牛黄．严限追比．史Ktq恐．宗泽墨报：

“力‘时疫，片．’：饮』e毒．则结为黄．今卡II气横流．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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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黄?”力陈科买牛黄之非而拒之，使者大怒。欲以抗

命弹劾，泽挺身而言：“呈报出于我意，与僚属无干。”

牛黄之索竟免，从而免受一场大杀耕牛的灾难。

政和五年(1115)。升任登州通判，境内有官田

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纳租税万余缗，都转嫁当地

百姓身上，泽奏请免之。有道士高延昭，恃势犯法，

泽依法惩治。

宣和元年(1119)，泽因反对朝廷连结女真攻契

丹，被贬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泽上表引

退，结庐东阳山谷中，拟读书著述以终老。

是年三月，高延昭潜往京都，通过林灵素向徽

宗皇帝诬告宗泽蔑视道教，谓其在登州改建神霄宫

不当，林灵素又附和进馋，泽被革职办罪，羁置镇

江。宣和四年，徽宗实行大赦，泽获释，奉命监理镇

江酒税。宣和六年，调任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判。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首次大举南下，次

年正月，金兵围攻都城汴京。靖康元年(1126)初，

朝廷召泽回京，出任台谏。泽奉诏日夜兼程驰赴京

师，至即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金，反对求和。

然而，朝廷却把希望寄托在与金兵的和议上，竟派

宗泽与金议和。临行前，泽对同僚说：“是行不生还

矣!”同僚问之，泽言道：“敌能悔过退师固善，否则

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朝廷恐泽刚烈不屈，有

碍和议，急忙改派他人前往。另命宗泽知磁州。

是时，金兵第二次大举南下，太原失守，真定危

急，黄河以北各州县官吏纷纷弃职而逃，河北局势

一片混乱。是年(1126)九月初，泽68岁，慨然说：

“食禄而避难，不可也。”遂率老弱士卒10余人，匆

匆北上赴任。磁州曾被金兵洗劫，几乎难以再守。

泽到磁州，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打

造兵器，招募义勇，实施兵民合一。始为固守不移

之计；又用库银，并捐自己俸银，高价收购军粮数万

斤。百姓被泽感召，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

争。不久，受任河北义兵都总管。金人破真定，又

领兵南取庆源，自李固渡渡河。金兵恐泽率兵蹑其

后，派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城。宗泽披甲操戈登城

指挥战斗，命令士兵用神臂弓射敌，敌溃，继令立即

打开城门，乘势追击，大败金兵。斩敌数自．。缴获大

量战利品，泽丝毫不取，所获羊马金帛，尽以赏军

士。因此，磁州军队的声势震动河朔，有力地牵制

着南犯的金兵。

就在宗泽与金兵浴血奋战之际，宋朝廷却忙于

向金人乞降。时康王赵构赴金营议和，途经磁州，

泽叩马劝阻赵构前往，声言：“肃王一去不返，今敌

又诡辞以致大王，愿勿行。”康王遂回相州。闰十一

月，钦宗任康王为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帅。泽从

康王起兵入援，解救京师危急。然而赵构等各路宋

将却恐惧金兵势盛，个个畏缩不前。宗泽乃不顾自

己兵力单薄，孤军挺进黄河渡口李固渡，途中与金

兵遭遇，遣秦光弼、张德夹击。连破金兵三十余寨，

切断敌军归路。翌年(1127)正月，宗泽不畏强敌，

继续率军挺进开德(今河南濮阳)，与金兵十三战

皆捷。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今河

南商丘)，是为高宗，改元建炎。泽至南京人见高

宗，涕泗交流，陈复兴大计。帝欲留泽，为黄浯善、

汪伯彦所阻，黜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后又改

知青州。开封府尹空缺，李纲言：“绥复旧都，非泽

不可。”遂改知开封府，留守东京。

时王善者，乃河东巨寇也，拥众70万，欲占据

京城，宗泽单骑往见，晓以大义，王善归降。杨进有

兵30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有兵数万，宗泽

派人谕以祸福，全部招降，不满三月，义兵聚于京城

达百余万。泽命分署京郊16县，声威大振。秉义

郎岳飞违犯军令将斩，泽见而奇其才，给以500骑

立功赎罪，飞大败金兵而回，遂升岳飞为统制，飞由

是知名，成为抗金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建炎元年

(1127)十二月，金兵又一次强势渡河，企图一举攻

克开封而直扑江淮，扫灭南宋。建炎二年正月，金

兵抵白沙镇，泽选精锐数千，命其绕出敌后设伏。

元宵节，敌游骑至城下，疑惧不敢入。刘衍出兵与

金人战，伏兵起，前后夹击，金兵溃不成军。自此金

人畏惮宗泽，称“宗爷爷”。

契丹人王策，骁勇善谋，国亡为金人利用，常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宋患。泽派军擒至，亲解其缚．降座相抚，策感泣

降宋。

自建炎元年(1127)七月至二年五月，泽先后卜

一：十四疏，力劝高宗还京，均为黄沿善、汪伯彦等所

阻。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人问，泽矍然跃

起。说：“吾同无恙，以■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

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洒泪，齐声应说：“敢不尽

力!”诸将出，泽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满襟!”建炎■年七月十二日，泽无一语及家事，

唯连呼三声“渡河”，含愤而逝，终年70岁。诏赠观

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赐谥“忠简”。遗著有《宗忠简

集》6卷。

徐 侨

徐侨(1160～1237)，字崇甫。靖安龙陂(今属

佛堂镇)人。少时从学吕东莱门人叶郑，南宋淳熙

十四年(1187)进上，授上饶主簿。从师朱熹，熹称

其“明白刚直士”，给他的书斋取名为“毅斋”。后被

任命绍兴府、南康军司法参军，都冈先父后母去世

守孝停职。开禧■年(1206)，服满，京城候选，时丞

相史弥远为首丰张与金人议和，侨上书力陈议和之

害，提出退敌之策．未被采纳。授严州推官。

嘉定七年(1214)以后，历任刑：l：部架阁文字、

秘朽省正字、校书郎，同时兼任宗室吴王、益王府教

授。后又授卣宗漠阁、江东提点刑狱公事。

徐侨自请外放，知和州(今安徽和县)。走马上

任。抚恤民隐．整顿军务．修缮防御设备。金兵渡淮

南侵．僚属争请揭牌闭关，侨不为所动。有位通判欲

遣妻儿渡江以避．侨正色道：“不幸受困。当共死

守。”金兵发现和州有备．不敢侵犯。

嘉定十一年(1218)冬。徐侨升任江南东路提举

常平茶盐公事。过长江．目睹淮民流亡建康、镇江

一带数以万计。难民饥寒交迫．他命令州县官把国

家移{贮的常平仓粮食赈济饥民。有的官吏不赞同

2385

⋯、人物传记篇I、Ⅲf、『『『川

开仓赈济。借口清示制置使批准才行。徐侨发怒：

“赈饥如救溺，刻不容缓，怎能按照常规办理文书审

批于续．延期误事怎么办?”这一举措救活无数难

民。他常说：“无所欲则刚，无所私则明；刚以达此

心之仁，明以断天下之疑。”“己以廉小能戢吏之贪。

犹己贪也；心乎惠民而不能摧奸以达惠，犹无

惠也。”

徐侨新任提举官职近半年，到五月，按例当上

便民奏章，他乘机议论时政：“今治民者率皆贪吏，

统兵者莫非偾帅。开禧奸臣专政，庙堂为交易之

地．台谏为囊橐之所。”要求“明诏大臣以正己之道

正人，忧家之虑忧国．庶几致安于已危，迓治于将

乱”。触怒承相史弥远，遭罢官。归里时，军民嗟

惜。沿途设香案拜送于道者甚众。

徐侨罢官返里，先住五云山，后徙丹溪。居家

17年，潜心研讨理学。朱元龙、康植、王世杰、叶由

庚、朱中、龚应之皆其门人。

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死。徐侨与i者贤俱被

召．当时朝野希望真德秀、魏了翁、徐侨等人人朝主

持政事。授徐侨为秘书少监，侨推辞小就。次年又

授为太常少卿，侨再次婉言辞谢，后理宗派叶味道

传谕，徐侨才于端平元年(1234)九月到临安人见理

宗赵昀，徐侨平日奉身苦约，身着陈衣旧鞋，皇上见

其衣履垢敝，就说：“卿可谓清贫?”侨回答：“臣不

贫，陛下乃贫耳。”“陛下同本末建。疆宇日蹙；权幸

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

藏窄虚；民困_j：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

孤立，国势阽危而陛F不悟。”帝为之改容叹息。明

日于．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

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而赐徐侨金帛甚厚。侨|嗣

辞不受。委侨兼侍讲，寻兼国子监祭洒、圈史院编

修、实录院检讨官。

金使至。侨以其无国书。则非正使。应住宿在

馆驿之外。为此。竹：丞卡H意。力请辞归。帝留甚

勤．迁工部侍郎．求去益·睦。升集英殿修撰、提举

佑神观兼侍读。仍力辞，后冈疾以宝谟阁待制致

仕。卒年78岁．赐谥“文清”。葬五云山南麓。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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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易记》3卷．《读涛记》和《朵说》各1卷．《义集》

10卷。

黄 潘

黄浯(1277～1357)，字晋卿，稠城人。13岁时

写出《吊诸葛武侯辞》，名动城乡。宋太学内舍刘应

龟细阅其文，赞叹说：“义乌以文辞著称者，唯有喻

良能、喻良弼兄弟两人，此孩稍加培植必将与两喻

相匹敌。”于是收黄浯为门生。20岁游学钱塘，遍

见“前代遗老与巨公宿学”。学问大有长进。后与仙

华由隐士方风交游，淡泊名利。延韦占二年(1315)，

中进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授台州路宁海县丞。

整顿盐政，除暴安良，政绩颇著。

延{；占六年，升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抑强扶弱，

又奉省檄监税杭州，御之以宽，商旅四集，仅3月增

羡钱12万缗。

至顺二年(1331)，应召进京，任应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后转承苴郎，国子博士。

至正元年(1341)，任江浙儒学提举。两年后辞

归侍母。至正六年，复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

国史。不久兼经筵官，奉旨起草国家大诏令、记述

圣贤者的铭文；走上御前讲席，给皇帝讲解经史。

他以史为鉴，陈述仁民爱物道理，劝导皇帝实施仁

政，先后给皇帝授课32次。元顺帝屡出金钱、纹缎

赐之。

至正八年(1348)，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

史、同知经筵事。散官阶转至中奉大夫，品秩从

二品。

黄浯为官清白，在州县任职，始终体恤民间疾

苦，躬身为百姓办事。为官以清白为荣，每月薪俸

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钱财，生活费用一旦入不敷

出，就变卖家产以资弥补。在朝挺立不附权贵，足

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人称其“清白高洁，如冰壶玉

尺，纤尘不染”。

至正九年(1349)四月，再次呈递奏章，请求辞

官还乡，不等恩准，径自而行。元顺帝得知后，立即

遣使追赶，追至武林驿(今浙江杭州)。请回京师。官

复原职。至正十年，上表辞宫归里。

他平生博览群书，剖析经史中的疑难问题，如

古今因循变革、制度、名物之类，旁征博引加以勘

正，常常都是前辈大儒没有发现的疑题。他的文章

结构布局谨严；立论精辟，论据确切。宋濂为《金华

先生黄文献公文集》作序说：“以文字为职业者，殆

三十年，精明俊朗、雄盖一世，可谓大雅弗群者矣。

今之论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

孙吴用兵，神出鬼没，而部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

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对待学生尽心施教，

平易近人，从不以师道自尊。黄浯为儒学提举、国

子博士，其中不少门生学业有成，进入仕途，成为当

时名士。如宋濂、王袜、傅烁、金涓、朱廉、傅藻等皆

有名于世。黄浯还曾任江浙、江西、上都乡试考官

和礼部、廷试读卷官。王神称他为“一代之儒宗，百

世之师表”。

至正十七年(1357)闰九月五日，殁于家，终年

81岁。朝廷赠他为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参知政事、护军，并追封他为江夏郡公，谥文献。

著有《文集》50卷，《日损斋稿》53卷，《笔记》1

卷，《义乌志》7卷。现存《文献集》lO卷，《日损斋笔

记》1卷，《附录》1卷。存世手迹有《兔颖帖》、《跋兰

亭图》等。

朱震言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元代赤岸人。

因村居濒临丹溪，当时学者尊称为“丹溪翁”，后人

习惯称其朱丹溪。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三月初，时丹溪9岁。

台州人杨镇龙在台州、东阳交界处起兵，建大兴国。

兴兵10余万，攻打东阳、义乌。十月，被浙东宣慰



使殳弼所镇压。朱家【大】受“资助杨镇龙案”牵连。全

家蒙冤，卓仗姑母朱寿多力’营救．才幸免于难。

元大德四年(1300)．朱震亨年满20岁。就仟双

林乡蜀⋯单坦正。他刚JF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

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人德六年。官府F“包银”

之令，“一里之间不下数卜姓．民不敢与辩”。丹溪

所辖之单仅报富户二家。郡守召丹溪责JU：“此作

常法．君不爱火乎?”丹溪笑着fnl答：“守为官．头固

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了孙。愿倍输吾产当

之。”丹溪始终没有屈服。

元争大二年(13lO)．认识到“丈夫所学，小务闻

道．而唯侠足尚”是怍常错误的。时著名理学家许

谦住八o#⋯讲学．朱丹溪就辞去里』E职务．准备到

八华⋯求’学。但母患病．历久不愈，遂立志学医．刻

苦钻研《素问_等陕籍。遇卜．疑难．他不耻下f'uj．经

过5年的勤奋苫学。既治好了母亲的怿病。又弄懂

了许多医理。

延编元年(1314)八月。朝廷恢复科举制度。延

{；占三年．36岁的朱震亨。到东阳从师许谦，习程、朱

理学。从师许谦期|．日J，参加科举考试两次。均名落

孙⋯。40岁(延格七年)后j专心学医，将理学结合

于医学，形成其医学理论。42岁时，、Jk师许谦曾患

胃痛病。多方求医。所得之药多为“燥热辛香”之类。

治r数十年而今变成“足孪痛甚”。i，|：谦料想自己

将成废人。医生多认技穷。震亭经过细心诊断。』|j

通圣散。连服、仁，J。病似退去。但“两足难移．计尤所

出”。『．是继续对症研究医理。翌年三月．震亨川

“倒仓法”治疗．终于使、I址师许谦两足渐渐活动．不

久便行动自如。

朱震亨在行医实践巾／f：断检验和探讨．认为、与

时风行南北的《和剂局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令

人无限之病”．用约偏j二温燥．流弊共多。联想父亲

死于“内伤”．妻_厂-死j。‘乖j{痰”．都是由r“药之误”。

于是．决定{耳度外出求师．以“为之依|Jj．发其茅塞”。

泰定二年(132j)．到吴中(今汀苏苏州)、赴宛

陵(今安徽宣城)．上南徐(今江历：镇汀)．辗转建、Ip

(今汀苈：南京)．始终未觅能以为帅肯。偶尔得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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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罗矢¨悌I欠：术高明。学I、u】精深．即奔杭州。岂料lo

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但丹溪心诚忠-怪．缚【j拱于．

侍、’，．．罗家门前．风雨允阻。名医罗知悌深为感动．

终J：收为徒．授以刘完素、张子和、李尔垣3家学

说．并阱授《内经、j意旨。

他博览群f5-理学根琏深厚。从师学医期1．口J．

非常留心观察罗知悌治病过程。有一阴川和尚别

母出家已有7年．凡心复萌．思母心叻．苦无盘缠．

徒尔朝夕西望而泣．久之成病．求诊十罗医。罗知

悌看和尚“黄瘦倦怠”．劝其破成扦斋。铒大给他吃

煮烂的牛肉、猪肚之类．又赠以1 r)锭银r．作路费。

悉心开导。半月之后。和尚病情好转．罗知悌义以

桃仁承气汤治之．一日连服3剂．大便巾皆是“ffIL块

痰移l，’-解堪方止。后渊理句余．病即瘴愈。震亨从

中体会到：半』】的补养．为“攻下”作准备。几经实

践．他得出一个结论：“阴易乏．『；H易凡．攻卜．宜详

审．』E气须保护。”继承罗氏之学．并有所发挥。理

论撰著以《格敛余沦>为代表作。『f『f书『fl“阳有余阴

小足沦”和“棚火论”为其理论核心．自成一家。后

世称其为“滋阴派”。他的学说彳；但对后}11=治病学

说有所启发。而H．对杂病的治疗也有一定的价值。

震亨行医善】：寒热虚实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屡见神效。他医术高明．医德f岛尚．凡有求I爰．立即

的往．雨雪天，百哩外，从／f：拒绝。患病贫团尢钱求

医者。则／f：请自去．慷慨施赠药。铺．救死扶伤为己

任。有清江县人杜清碧，一片名医．曾编著《元敖氏

伤寒金镜求》．属舀‘创。j诊专著。时杜清碧学道武

夷山．争璐源途巾忽忠肼i疽，自j台不愈求助朱J、J．溪。

他赶刮整源对杜清磐i兑：”何不H醍防风通爷敝?”清

碧同答：“已服三pq剂．”震c芦思索片刻M他：“川酒

烩制r吗?”清磐顿悟．依照丹溪烩制之法．“服不堪

剂而愈”，从此心服震学。

朱震亨行I欠．-J二金元时代．I笑。≯：进入“新’学肇兴”

时期．有刘完索的“火热”说．张从Jf：的“攻邪”说．李

尔垣的“睥胃”说．朱震亨的“滋例”说．被后人尊为

金元四人f廷论。彼【7q人傲n人称为”金元【JL】人家”。

朱震ir的“滋阴”’7：说传人ffl本．形成fj本汉IKf|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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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丹溪学派。近代有“丹溪学社”。徽州新安医学称其

为源头，“丹溪学说对新安医学的影响较大”。后人

则认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元，足见朱

丹溪滋阴说在中医学上的划时代意义。”①

著有《宋论》、《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

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风水问

答》等。

王 韩

王棉(1322～1374)，初名棉，后名稀，字子充，

号华川，凤林乡(今属赤岸镇)人，后迁居青岩傅。

幼从祖父王炎泽学，后从师柳贯、黄潘。

元至正八年(1348)，游京师，目睹时弊，秉笔直

书，曾上书七八千言。当朝执政者嫌其切直，置之

不理。时在国史馆的张起岩、危素等荐其文于朝，

然未被元王朝所萤视。时天下用兵，南北离乱。袜

深感“所学非世所宜用”，遂于至正十五年南归故

里，隐居青岩山著书立说，以学传世。

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率军攻取婺州。

闻王秫之名，召之，委任为中书省掾。

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征讨江西。平定

之后，棉进献《平江西颂》。朱元璋阅后大喜道：“吾

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授王祚以江

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至正二十五年五月，授侍礼郎

兼引进使。是年底掌起居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

任南康府同知。王秣以仁恕之心治民，建府署，抚

定疮残，收廪贤士。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袜从南康被召回应

天府，议即位礼，因所陈忤璋意，明洪武元年(1368)，

谪王稀为漳州通判。上《祈天永命疏》，建议实行

“均徭薄赋”，“藏富于民”。

洪武二年(1369)二月，王棉奉召归京，与宋濂

同任《元史》总裁宫，力任笔削，当年成书。升翰林

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祚受诏预教大本堂，

为太子讲授经学。后又出使吐蕃，未达境，召还。

洪武五年(1372)正月，王稀奉诏出使云南招降

梁王，朝臣皆为他担忧，而神却慷慨就道。六月抵

达云南。向梁王谕之道：“皇上圣武，天与人归，作

君万邦，惟尔有众，僻在西南，久阻声教，故遣使者

谕意，今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图归职方，则尺地一民

安堵如故，高爵厚禄，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抗中

国哉?”

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犹豫未决，馆王袜于别室。

数日后，王祚复谕之说：“我今奉命远来，非为身

谋。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遽加锋刃。昔元

纲解纽，陈友谅据荆湘，张士诚据吴会，陈友定据

闽，明玉珍据蜀，天兵四征，不四年，率膏铁钺，尔

元君北走已死，扩廓之属或降或窜，曾无用武之

地，不烦一刃而天下大定。是故先服者赏，后至者

戮，你今自料勇悍强犷，孰于陈、张，土地甲兵，孰

于中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不然，若持险远抗

明命，上命将将，龙骧百万，会战于昆明池，你如鱼

游釜中，不亡何待!”王棉慷慨陈词，喻以利害，晓

以大义，梁王君臣相顾骇服，已有降意，但仍独留

秫于云南。洪武六年(1373)，元兵残部派遣脱脱

征粮饷于云南，闻明朝使者王袜在昆明，就胁迫梁

王杀害王棉。梁王将稀匿藏于春登杨氏家中，脱

脱再三威迫梁王，梁王不得已献出王神。脱脱欲

以威屈服王棒，秫叱之道：“汝如爝火余烬，尚欲与

日月争光耶!我为天子使，将命远来，有死而已，

岂为汝屈!”且顾谓梁王道：“汝杀我，天兵继至，

汝祸不及旋踵矣!”遂遇害，终年52岁。时洪武六

年十二月廿四日。建文初(1399)，追赠翰林学

士，谥文节；正统六年(1441)改谥忠文。王神早

期的文章，气象沉雄，后期的文章浑然天成，明初

①王旭峰：《走读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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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家。著有《火事记续编》77卷，《工忠文公

集》24卷，《华川厄辞》1卷。《青岩从录》1卷，《重

修革象新一拇》2卷。

龚永吉

龚永吉(1399～1471)，字天民。号澹斋，龚大塘

村(今属江东街道)人。

都给事中龚泰之予。泰靖难殉节时方4岁．其

母傅氏守节．训育成人。誊时即嗜学。

永乐十八年(1420)，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

试，未中。人太学。以才华著称，名动六馆。寅德元

年(】426)四月．被授予兵部职方司__=i三事。他在职清

正勤谨．卓有政声．颇得兵部尚书王骥关注。

朱高煦被贬谪乐安州后，心怀忿恨，仿效其父

起兵“靖难”。宣宗朱瞧基御驾亲征乐安州。时永

吉受命护驾，凋军湖广．措置得宜．博得寅宗垂青。

宣德二年(1427)，永吉被举荐为会试掌卷官。正统

元年(1436)二二月，龚永吉升为武选清吏司郎中。

适壬骥奉旨筹边。迟延未复。宦官王振乘机诬

陷王骥图谋不轨，龚水吉亦被诬．贬谪至陕两甲．凉。

正统■年。北虏豺；獗。军情危急。以兵部尚书王骥

所荐．龚水吉得随都督赵安北征。与北闻交战中，

龚永古身先上卒，奋勇杀敌。献汁献策．屡立战功。

同年六月．因战功卓著而官复原职。

止统九年(1444)，龚水吉随王骥南讨麓川、缅

甸．而后义两巡延绥等处。正统十阴年．复随从王

骥往麓川征剿莳蛮．战事勤谨。擢大理寺少卿。天

顺元年(1457)一三月．寻升兵部右侍郎。八』1．改迂

为南片i礼部右侍郎。八月．渊任为南京人理寺卿。

他刚正不阿．敢于直。1i。坚持为含冤受Jdj的官员申

辩．终使多人幸免蒙难。

龚永吉担任大理寺卿期问。不计个人得失而尽

忠职!午．秉公执法。有刑部侍郎受_r在押富翁的贿

赂．欲为其开脱罪责．用重金贿赂龚永。j。被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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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辞拒绝。

时有扬_f江大盗刘千金．每每聚众杀人抢劫。

某Ij．其手下一·从者被霄府捕获．那盗贼竞诬指平

fj有嫌隙的百余个商人为同伙。【大l屈打成于月．这百

余人只得自认为盗贼。该案报送人理寺裁决。永古

仔细J列凌案宗，疑有冤情．详加审察．致百余人冤狱

得以平反。

成化元年(146j)。卜疏恳求归晕而获准。永古

甲乍清廉．介事缜密．谋虑深远。屡屡征讨。币i发无

所蓄．居家甘守清贫，吟咏自适，旁人皆服其清17。

他待人接物不分贵贱，均以诚相待。成化七年t月

二十五日殁于家．享年73岁。

虞 抟

虞抟(1，138～1517)。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

人，明代世居华溪村。幼年，博览群书，善记诵，擅

诗文。曾祖虞减斋曾拜帅朱丹溪，父南轩、兄怀德

均精丁．岐黄之术。虞抟囚母病而学医．研读中医经

典著作。继承并发挥朱丹溪医理，又广采张仲景、孙

思邈、李呆等笔家学说，选取他们方剂巾的精粹，加

以发挥．使用肠溶剂或用器械灌肠治便秘．创造性

地提出“两肾总号命门”的医论。疗效很好。他善辨

脉j哩，诊断疑难病症。无不应验。远近病人髓f'J诊

治．常不收报酬。曾有韩方伯患者，慕铝前来求医，

虞抟告知要克服不良嗜好．戒除暴躁．注意起居饮

食．乃养身关键。韩听之。甚为Ⅱ义服。

明成化十七年(1。181)．虞抟族兄虞八一．时年

血十．常酗酒．后通身水肿不消．腹胀如鼓。小便彳：

利．大便溏}flf。虞抟劝戒道：“兄长若做到一成；两、

一：戒色、二戒盐酱．认真凋理饮食．有药可治。台

则．时日不多。”八一Ⅵ{即丧示立屿“三戒”。虞抟以

坩溪之法施治。族，己连眼1()剂后．果然小便畅通．

人便结实．腹部胀鼓消退．身心快感非常．!仁个』j

后．复饮酒．毫一醉力‘休。次|j．旧痫复发．病势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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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扶向抟求治。抟见病危如此，哀叹不已：“不守

医规，将医肓视为戏言，病至此地步。愚弟回天无力

矣!”时过-一月，八一病卒。日本人月湖，寓居杭州，

学医j：虞抟，虞抟悉心指教，月湖把医术传进了日

本。影响深远。康熙《金华府志》称：“义乌以医名

者。代不乏人，丹溪之后，唯抟为最。”又说他“精于

脉理，诊人死生无不验，求疗不责其酬”。

著有《方脉发蒙》、《医学正传》、《证治真诠》、

《苍生司命复真方》、《百字吟》、《半斋稿》等。78岁

时立志“采历代名医治验，总成一书，名为《古今诸

贤医案》”，80岁成书大半，惜未完稿，不幸病逝。

虞方愚

虞守愚(1483～1569)，字惟明，号东匿。明代华

溪村人。少年始学，曾就读于村东“永泰庵”。父丧，

哀痛至极，在华溪大坟山父墓旁建庐以守墓，母见状

痛惜，求亲友上山，强行拆毁草庐，逼迫守愚归家。

明正德八年(1513)，虞守愚以《礼记》领乡荐，

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授嘉鱼知县。清廉勤政，

剔蠢兴利，以劝学教化为己任。

嘉靖四年(1525)，改任万安知县。消息传开，

嘉鱼县百姓云集衙前，呼吁挽留，抚按亦上疏请留，

三月间任命，直至七月成行不得。吏部再次下文，

才至万安就职。上任伊始，体察民情，得知万安缺

水，县城仅有水井四眼，百姓用水得去城外河滩汲

取，往返路远，十分不便。守愚即增凿水井三眼，以

解县民取水之难。

嘉靖七年(1528)冬，授江西道监察御史，检查

仓储，兴利除弊，仓场面貌为之一新，收支称便。后

任京畿判司判卷官兼清军御史22个月。又改任在

京文武衙门判卷，提拔监生百余名。后又改任福建

巡按，秉公执法，吏治澄清，晋升为大理寺左丞。因

弟亡，上疏乞归侍母终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擢为都察院左佥都

御史，巡抚南赣并提督南赣军务。南赣山高岭峻、

树密林深，屡有盗寇，官府剿贼不力，彼此推诿，致

使盗贼猖獗，百姓怨卢载道。守愚上任则遗官军

围剿盗贼流寇，一举擒获巨寇王五、谢相、葛老虎、

赖日昌等计400余人，匪患清除，百姓安居乐业。

嘉靖二十四年(1545)春，升副都御史巡抚江

西。时江西天灾频发，田园荒芜，灾民外逃，饿殍遍

地。他亟疏奏请，减免灾民课税，发放储粮赈济灾

民，救活灾民数万计。

嘉靖二十九年(1550)，任南京大理寺卿，后迁

南京刑部右侍郎。隆庆二年(1568)致仕还乡。宗

族乡邻凡争辩，守愚片言释服，不烦官司。虽属耄

耋之年，尚攻读孜孜不倦，非六经礼义之语不言，教

诲子孙以忠厚方正之道，“做人切勿攀附权贵，不

然，有冰山倾颓之危”。家居近20年，捐资兴建义

乌县衙、东江桥、虞大宗祠，置公田以救济贫困，捐

资以助学校。隆庆三年(1569)殁，享年87岁。著

有《虔台拙稿》、《东压文集》、《四书一得录》，《经书

一得录》。

吴百朋

吴百朋(1519～1578)，字惟锡，号尧山。明代

大元村(今属江东街道)人。幼丧母，家贫。父琼，

曾为盐城县学教谕。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于乡，嘉靖二十六年

登进士，当年授江西永丰知县，为政先教化县民，诉

讼明断，为官清正，有清水明镜之誉。三年任满，于

嘉靖二十九年调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巡按淮扬(今江苏

扬州)，适遇倭乱，时督抚为扬州城安全，防倭寇突

人，曾下令关闭城门，并下令军中有开城门者斩。

此举却把城外众多欲人城避难的百姓也被拒之于

城外。众百姓聚集于扬州西门外，情况甚急，百朋

获悉，亟见督抚，言道：“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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