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粘灿 

粘灿，字懋昭，号涤楼，满族，泉州人，明成化八年(1472 年)生。 

弘治十四年(1501 年)，粘灿中举，授崇仁教谕。因继母去世，守孝三年。后起补浙江

仁和(今杭州市)知县，不久擢升南京监察御史。地方上有强盗杀人掠财，官府搜捕，将强盗

家财据为己有，竟诬陷在场乡人是盗党，酿成冤狱。粘灿在复查案件时详明真相，终于平反

冤狱，开释被诬陷定下死罪的乡民，惩处知法犯法的地方官吏。百姓称他“粘青天”。 

嘉靖九年(1530 年)，粘灿出任山西省监察御史时，了解到泉州属下浔渼场、□洲场的

盐户，每年须向府库缴纳大量粮米完成“盐课”，还要负担大量的差派和徭役。更悲惨的是

泉州粮食匮缺，兑纳盐米时需往邻省购买，不仅粮价高昂，船行海中还常遇强寇、飓风，造

成人船俱没。粘灿决心为民请命，写成奏议，陈述“土著之民，多不聊生，壮者流离转徙，

老稚死亡相继”的惨状。终于争得朝廷的批准，减轻盐户的负担并准许将应纳米粮折银上缴。

盐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在浔渼场后蒋桥庵为粘灿建立生祠。泉州知府王仕俊题匾曰“劝忠祠”。

泉州名士顾珀、庄一俊为劝忠祠撰写碑记，赞扬粘灿“一日而建数千百载之勋，一言而活亿

千万人之命”。清初迁界时劝忠祠遭毁，后来在泉州曾井铺重建。 

粘灿历官 20 载，因病辞官归家，又起为山东督学，他屡辞不赴，住在泉州城南，过着

清贫淡泊的生活。期间他修撰《粘氏家谱》1 册。后来遇到洪潦，书斋圮塌，手稿大部散失。 

嘉靖二十四年，粘灿逝世。 

陈琛 

陈琛，字思献，别号紫峰。晋江陈埭涵口人。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 年)十月十六日。

家境贫寒。5岁读书，18 岁丧父辍学，白天务农，晚上杜门力学。 

弘治十一年(1498 年)，应福建乡试，因“不交贿用”，名落孙山。他赋诗自励：“长使

心闲涵水月，不妨脸上污尘埃”，并题其柱曰：“发愤三年，须是不炉不扇；把诗一敬，莫教

愧影愧衾！” 

弘治十五年，业师李聪引陈琛参拜其挚友、著名理学家蔡清。此前一日，蔡清于李聪处

得陈琛文章，大为赞赏。李聪要陈琛虚心向蔡清请教求学，蔡清瞿然曰：“吾不敢为之师，

得为友足矣。”屈行辈与陈琛行礼。陈琛固辞，乃拜蔡为师。蔡清对陈琛说：“吾所发愤‘涵

泳’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对陈琛十分器重。 

正德元年(1506 年)，蔡清督学江西，邀请陈琛偕行，教其二子读书。正德三年，陈琛

返乡，在府学边与月台寺设科讲学，四面八方来听他讲课的很多。陈琛把当时士子登科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