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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脉大讲堂·13市13讲”走进无锡江阴，范金民精彩开讲——

为什么历史上江苏贤吏能臣多？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明
熹宗朱由校当政期间，宦官魏忠贤
独揽大权，一手遮天，使得朝堂上下
乌烟瘴气。那时，有两位来自江苏
江阴的官员，成了魏忠贤深恶痛绝、
誓要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其中一人便是年少登科、先后
担任江西南康府推官和都察院福建
道监察御史的李应昇。他曾直言：

“做言官怕不得生死”。
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主

掌监察、弹劾及建议。范金民介绍
道，李应昇一当上御史，就连上三
疏，直言天下有夷狄、盗贼、小人三
大祸患，若不铲除，将会滋生三大弊
病。他的疏文切中时弊，为人称道。

此后不到两年间，李应昇上疏
15件，件件切中要害，要么事关朝
廷大事，要么抨击宦官擅权。范金
民继续讲道，有一次李应昇罗列了
魏忠贤大罪16条，准备上章弹劾，
他的堂兄李奕茂意识到这样做会引
来杀身之祸，就将奏稿抢夺过去，立
即焚烧掉。而李应昇对他说：兄长
你可以抢去我的奏稿，但不能攫夺
我腹中之稿啊！

“十年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
独醒。”范金民现场朗读了李应昇所
作的绝命诗。

李应昇最终还是被魏忠贤等人
所迫害，于天启五年（1625）削籍归
里，回到江阴老家。次年被捕入狱，

遭迫害而死。
同样遭到魏忠贤憎恨、并与李

应昇同期遇难的另一位江阴官员，
是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智多
星吴用”的缪昌期。

原来，天启五年，魏忠贤的同党
王绍徽仿照《水浒传》的方式，将东
林党一百零八人编排成了《东林点
将录》。“前面说到，李应昇罗列的魏
忠贤大罪16条被烧，但他并没有放
弃，依然准备重新上疏。而此时却
听说，都察院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已
经上了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
章。当时京城盛传这条罗列了 24
条大罪的奏章，出自缪昌期的手
笔。”范金民说。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
忠奸……包拯这样的贤能清官不止
开封有，江苏也有。

如何才算清官、好官呢？康熙
曾为此立过标准。

范金民现场展示了一张康熙四
十九年（1710）皇帝的朱批。上面
写着：“做官之道无他，只以实心实
政，不多生事，官民爱之如母，即是
好官。”

那么，有谁符合康熙皇帝眼中
清官、好官的标准呢？江阴籍的官
员杨名时便是其中之一。

据范金民介绍，杨名时担任直
隶巡道，主管刑狱时，在所有州县案
卷报来之后，便会闭门谢客，专心研
勘，随后升堂审讯，作出公正的裁
决。所有命案和盗情，他不过几日
便能全部审断明白。杨名时的贤
能，曾被康熙皇帝点名表扬。康熙

皇帝曾对大臣们说：“杨名时实好
官，不徒清官也。”当地人都称赞杨
名时为包公再世。

像杨名时这样的清官、好官，江
苏不胜枚举。为官时直言敢谏、削
职后回到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政的
顾宪成，当了25年知县、卒于定海
知县任上的缪燧……范金民表示，
他们大多有这样的特点：凭借耕读
传家而起，较有学养，亲民爱民。

“祖宗创业艰难，守成匪易，垂
法后人，惟耕惟读。”“读书自是好
事，种田亦非下等。凡教子孙者，只
此两事为最。”……

范金民细数明清时期许多江苏
贤吏教导后代耕读传家的生动实例。

江阴在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
的县城，却是江苏重要的“文化枢
轴”。范金民介绍，当时，江苏学政

衙署设在江阴。邵嗣尧、辛人益、李
兆洛、黄体芳、王先谦、缪荃孙……
这些江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教育大
家，当中有不少人担任过江苏学政。

从职责上看，学政相当于现代
的教育厅厅长，都是地方官且掌管
一省教育的主官。这些学政们，以
其深厚的学识和远见卓识，不仅推
动了江苏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为后

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
如今的南菁高中，前身是江苏学政
黄体芳创办的南菁学院。

范金民特别提到，南京大学首
任校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
父”的缪荃孙，也曾出任南菁学院院
长。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
和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
身），均是他一手创办的文化殿堂。

从泰伯奔吴开启吴文化璀璨篇章，到范仲淹终其一生以天下
为己任，再到郑板桥公正断案深得民心……江苏自古文脉悠长，
群英荟萃，是历代贤吏能臣的历练养成之地。他们理政安民的故
事是江苏文脉的精华，蕴含处世良方，为当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借鉴和现实启示。

11月 28日，“江苏文脉大讲堂·13市 13讲”走进无锡江阴。
江苏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范
金民以《江苏文脉里的廉政文化——明清时代江阴廉吏的风采》
为题，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话说明清时期江苏清官们的那些事儿。

本期江苏文脉大讲堂由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现代快报社承办，江阴长
江村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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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对这两位江阴廉吏恨之入骨

被康熙点名表扬的江苏官员

流淌在江苏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观众反响热烈
一个个故事，打开了线上线下观众对江苏廉

政文化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江苏廉政文化内
涵丰富，具有启迪意义。

前来听讲的观众大多是江阴长江村本地的
村民。听着范金民深入浅出的讲述，大家边听边
做笔记，十分认真。

“今天听了范教授的讲座，我才知道原来我
们江阴出过这么多有名的官员，他们为官清廉、

为民请命，令我深受感动，我也感到特别自豪。”
观众顾秀凤说。

观众尹凌炜在江阴从事安全生产方面的工
作，当天的讲座，他从头记到尾，受益匪浅。

“范教授的授课，仿佛把我拉回到了大学的
课堂上，让我细细体悟中国传统‘廉’文化的内
涵。”尹凌炜表示，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也会学习
这些廉吏们的做事风格，坚守底线，修身律己。

康熙四十九年皇帝
的朱批。上面写着：“做
官之道无他，只以实心
实政，不多生事，官民爱
之如母，即是好官。”

江苏文脉大讲堂现场

观众听得非常认真

范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