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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能臣：济阳籍黄臣生平考略》补说
◎王长民

孩提时代，每年的芒种前后，是“三夏”中最
忙的麦收时节，小时候就听说有“收麦如救火，
龙口把粮夺”的农谚。

每到枣花初开的时节，正是小麦渐熟的时
候，一片片整齐的麦田，一天天从青黄变成金
黄，远远望去仿佛一顷顷金色的波涛随风起伏，
煞是壮观。

此时，人们首先把用来轧麦的场院，收拾的
干净、平整。用耙一犁，拿水把场院淋湿，再撒
上一层薄薄的麦秸，套上牲口用石磙子一压，此
时，偌大的晒麦场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孩子
们都喜欢光着脚丫，在上面尽情地跑啊，跳啊，
你追我赶，好不热闹，常常是到了饭时，大人来
叫了，才怏怏地回家。

当麦芒枯黄，麦秆变脆的时候，就可以开镰
割麦了。从这以后，就没有空闲了，人们就像拧
紧了发条的钟表，收割、打捆、运输、轧场、扬场，
没有停歇，直到颗粒归仓。天不亮大人就下地
割麦子了，我们小孩子起床后匆匆吃完饭，从爷
爷奶奶手里接过给父母送饭的篮子和水壶，到
地里送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早地品尝了
生活的艰辛，让我对日后的生活始终感觉很知
足。

来到地里，父母已经割倒不少，趁他们吃饭
的时候，我则把那些遗漏的麦穗一一捡拾起来，扎成一
捆，放在麦堆上。父亲吃完饭回家套牛车的功夫，我则帮
母亲用草绳把割倒的麦子捆好。车来了，我们刚好捆够
一车。装车是个仔细活，需把麦捆装平、踩稳，装不好车
一走起来容易跑偏，时不时在路上看到有人因车装偏了
而歪车，甚至因此惊了牲口。

一、两天的功夫，各家麦场里好像突然间冒出了一个
个金色的城堡。小孩子们则在各个麦垛间跑来跑去，有

的还钻到麦垛里挖地洞、捉迷藏，玩的兴致勃
勃。麦子进场后，需要尽快把麦捆散开，隔一个
小时就要用三齿杈翻一遍，天越热，越要勤翻。
这时麦场里就不能离人了。此时的天，就像小
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艳阳高照，说不定
哪里来一片云，立即遮天蔽日。人们立即紧张
起来，抓紧堆场。往往是刚用塑料布把麦堆盖
好，噼里啪啦的雨点就来了。

赶上大晴天，晒个两、三晌，就可轧场了。八
十年代初，机械化程度低，用牲口套上一个石头碾
子，一人站在中间，戴顶斗笠，一手牵根长长的缰
绳，一手拿杆鞭子，口里不断地吆喝着牲口，身旁
始终放个“救急”的粪筐或桶，一发现情况需立即
拎着跑过去，生怕“污染”了一家人全年的口粮。
到后来，小四轮拖拉机逐渐多了，再也不用牲口轧
场了。轧完场后把上面的麦秸用木叉轻轻抖一抖
捋走，剩下的就是麦糠和麦粒了。

麦糠麦粒堆起来，需尽快择机扬场，否则麦
堆会生热发霉。村里有几个扬场的好把式，不
仅对风向把握的好，并且动作娴熟漂亮，扬出去
的金色麦粒像一座沙丘，慢慢在前方现出弯弯
的一道弧形，像一弯上弦月。

麦粒扬完，人们并不急于入仓。天气允许
的情况下，至少要暴晒一天，而这就需要晚上看

场了。夏日的夜晚，每家一人，在牛车上支架蚊帐，铺张
草席，搭床被单，就是最惬意的住处了。因我那时还小，
爱凑热闹，可睡的较死。有一回，一个爱开玩笑的旁姓爷
爷，早上拉着我在场院里转了一圈，我还没醒，以致成了
大人们的笑谈。

三十余年过去了，年少时的麦收记忆在人生长河中
已经渐行渐远了，可我对它的思念却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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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阳曲堤镇安家村，有一个很特殊的家
庭，也就是我娘家大哥家。我大哥今年七十九
岁，常年患有高血压病，我侄子今年五十六岁，
是肢体三级残疾，他的儿子是智力一级残疾，侄
女嫁到外村，一家人的生活就靠我大嫂张桂兰
支撑着，靠政府的低保补贴维持着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在2017年，我大嫂经查患
了肺癌，对于这个低保家庭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我们兄妹六人和亲戚朋友凑足了钱，带她去山大
二院进行治疗。经过手术和几次化疗，大嫂的病
情有些好转，住了一段时间院便回家养着。然
而，命运并没有因此照顾这个病残家庭。2018年
2月份，病魔又一次向大嫂袭来，可怜的大嫂又患
上了脑血栓，并被病魔夺走了语言权力，也失去
了肢体能力。家里的一切家务活都落在了我侄
女一个人身上。她每天在婆家娘家来回穿梭，原
本瘦弱的身体更加迅速地消瘦下来。在去年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大嫂断断续续地住了三次
院，快八十的大哥经不住打击，他病倒了，血压不
断上升，连续四次进医院看病。

这不幸的一切，被我二嫂杨翠英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二嫂今年七十岁，是一个不善言谈，
老实忠厚的人。就在大嫂第三次住院时，我二
嫂每天都在医院守着大嫂，照顾她的吃喝拉撒
毫无怨言。出院那一天，我二嫂直接把家里的
一切事推给了二哥，回到老家担起了照顾大嫂

的担子。
在老家，我二嫂看到侄女一个人忙里忙外直

不起腰，就白天黑夜地住在了我大嫂家，为大嫂
喂饭、喂药、端尿端屎，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在这
一个月里，我二嫂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还有我三嫂陈桂香，今年 65 岁了，她身体
也不好，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但我三嫂在我大
嫂卧病在床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要去照顾我
大嫂，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到自己家里休
息。

即使我二嫂三嫂对大嫂照顾得这么周到，
我大嫂还是没能逃过病魔，前段时间，大嫂终是
离开了我们，但她走的时候很安详。我们虽然
伤心，但也都很平静，因为大嫂临走的时候，拉
着妯娌几个的手不愿撒开，我知道，那是她说不
出口的感谢……

刚处理完大嫂的后事，二嫂也病倒了。因
为她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经不住这样的操劳，
连续输了十几天的液才恢复了健康。直到现
在，街坊领居和亲戚朋友们一谈起我家的事，总
是对我二嫂、三嫂连连树大拇指，都说这一大家
的妯娌们比亲姊妹还亲，患难之中才见真情啊。

一直到现在，她们还会时常来到大哥家，帮
忙做家务，照顾残疾的侄子爷俩，和大哥一起支
撑着这个残缺不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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妯娌情深
◎安桂琴

通过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
库等检索，笔者爬梳群籍，搜辑明代济阳籍黄臣
生平著述文献，草成《明代能臣：济阳籍黄臣生
平考略》，幸被《济南日报·新济阳》录用。（载
2019 年 5 月 13 日，第 4 版）限于篇幅，舍弃了
一些与黄臣有关的资料，今择取若干条，分为六
类，补苴罅漏，期冀读者诸君对其有更深了解。
为便于查找翻阅，部分文献随文注明出处。

一、友结天下士。黄臣撰邢义墓志铭云，
“予幼从公授句读，长蒙训饬”，邢义“负资颖敏，
龀而能文，治‘麟经’。成化庚子举于乡，甲辰会
试中第十六名，为东省冠”。邢义治《春秋》，会
试全国第十六名，山东状元。（参拙文《济阳区博
物馆藏<明故通议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邢公
墓志铭>考释》，载《济南日报·新济阳》2019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十七
载：“周秀，字公全。……弘治五年与程同举于
乡。计偕京师，名藉甚。士子从之游者多成
名。蔡天祐、黄臣，其尤著者。”据志书载，周秀
少好学，有家学渊源。黄臣从学于名师学者，加
之勤思好学，不耻于问，故而德业精进。《湛甘泉
先生文集》卷七《答黄安厓中丞》，“（安厓）南北
往来劳恙之中，而此心不忘心学也”。现存明人
别集中，有多篇与黄臣的诗文唱和、书信往来。
如，王九思《渼陂集》续集卷上《送中丞黄伯邻六
首》、唐龙《渔石集》卷四《台上种菊数本北地寒
开迟闻安厓中丞至催以诗》、胡缵宗《鸟鼠山人
小集》卷九《有怀黄中丞伯邻》、王尚絅《苍谷全
集》卷六《答安崖》、张衮《张水南文集》卷二《黄
安崖邀游观音阁》、赵时春《浚谷集》卷二《贺巡
抚黄都御史平岷山贼诗》、许宗鲁《少华山人后
集》卷八《送黄中丞伯邻之淮南》……不胜枚
举。黄臣交游甚广，皆为正嘉时期名士。

二、平盗安社稷。嘉靖十四年（1535），甘肃
马兴据天水作乱，民不聊生。官军几次讨逆，均
未有成。黄臣有勇有谋，周密部署，指挥得当，
一举平定叛乱。王邦瑞《岷梁实纪》载：“嘉靖乙
未，天水盗起，巡抚大中丞安厓黄公讨平之。尚
书兵部以绩闻，帝心喜悦，乃锡命晋阶，贶金加
服，以励天下。观风侍御采缙绅里巷之歌，载诸
方册，以传诸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中
华书局 1962 年，页 2395）又载黄臣军事策略：

“（公）先遣谍者图山川险易之形，料群丑之数，
廉虚实之故，解潜结之党。诸贼情状，尽在目

中。既而劲兵四集，列戍环围。计定于必诛，
志坚于必克。小挫不慑，群议不动，釜鱼阱兽，
焉所遁逃。非公之断，安能有此捷耶。”（陈子龙
辑《明经世文编》，页 2396）许宗鲁《少华山人文
集》有《都史黄公平盗叙纪》《大中丞安厓黄公平
盗序》等文，记述黄臣平叛经过，并颂扬其丰功
伟绩：“夫惟安厓公平盗之功有八善焉：一曰任
事之果，二曰谋事之审，三曰知人之明，四曰委
任之专，五曰决机之敏，六曰用兵之奇，七曰绥
民之仁，八曰成事之慎。惟此八善，是成盗之所
以平也。”（《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
第 755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页 672）

三、治弊终乏术。明朝中期，政治腐败，势
要横行，皇室、贵族和官员中饱私囊，豪商专
利。尤其是盐引转卖，利润奇高，危害极大，严
重损害国家边储。康海《送中丞安崖公往治淮

浙盐法序》：“顾以东南盐法大坏，国计不通，公
私告乏，圣天子有忧焉。于是敕吏部推择素有
才力大臣往治之，佥以安崖公上闻。……夫盐
法之弊，今虽数十年，然宪章具在，豪右之挠，
请托之蠹，十一而已，非坏也。近岁士夫受命视
事者，溢额掠民、加课贾誉矣，然遂至于大坏，
商夫窜避，边饷鲜援，盖予尝拊髀叹息者也。公
行矣，兹予深有望于公焉。”（《对山集》，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页 648）终因盐政之弊
积重难返，黄臣回天乏术，屡乞告老还乡。《明实
录》卷二三五载：“（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卯），巡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臣屡疏乞休，上以臣奉命
理盐迄无成效，勒令致仕。”（《明实录·世宗实
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2 年，页 4808）万斯同《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黄臣传：“臣固屡疏乞休蠧，以臣奉命数年迄无
成效，勒致仕。臣解组归，行槖萧然。家居久
之，卒。”（《续修四库全书》，史部 329 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2 年，页 119。按，张廷玉撰《明
史》无黄臣传）一代名士能臣，竟以“勒令致仕”
谢幕，翌年五月去世，既凄凉，又吊诡。

四、峨眉山记奇。黄臣少时曾做梦，至峨眉山
游览。后官至四川右布政使，果遂夙梦。黄臣登
峨眉山三日，成七十首诗，友朋辈为其《登峨山诗》
作序均有提及。王九思《渼陂集》续集卷中《登峨
山诗序》云：“山东去峨五六千里，安厓黄先生少尝
梦游焉，不意其果能至也。及至，喜甚，得诗七十
首。”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二《登峨山诗后
序》：“嘉靖壬辰，蜀方伯黄君行部至嘉，慨于夙梦，
因登焉。……是编最胜，则山于公为遇，公于山亦
为遇。故天下名山，凡得遇公者皆幸也。然考之
于梦，如素有约；徵之于山，如曾相识。夫岂偶然
哉。”《乾隆济阳县志》卷十三录黄臣五言绝句《觌
峨吟》二首，其一云：“童年有梦兆，绝顶赋峨诗。
此日真登览，宛如清梦时。”陆深《俨山外集》卷三
十载一则黄臣登峨眉山趣事：“峨眉，古今之胜境
也。……予自陕入川，巡抚陕西黄都宪臣伯邻为
予言：曩为川辖时，亲登其上，观佛光，光未发时，
有鸟先飞过，若言：‘施主发心，菩萨来到。’光既
散，复来作声：‘施主布施，菩萨去了。’又拾藏山中
白石，大小皆六棱，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
为也，理当或然。但鸟声何为者耶。近余编修承
勋懋昭为余言：…… 鸟声只三字，若言：‘佛现
了。’其鸟类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别无种类。三鸟

飞入佛殿中，尝就僧食，但不见有长育耳。”峨眉山
鸟鸣声像人言，如同四声杜鹃（布谷）鸟鸣，各地民
间均有不同解读。

五、地黄治顽疾。地黄为常见草本植物，可
入药，味甘，清热生津。薛己《内科摘要》下卷

“脾肺肾亏损虚劳怯弱等症七”载一则医案，患
者正是黄臣：“庶吉士黄伯邻发热吐痰，口干体
倦，自用补中益气汤，不应。余谓：‘此金水俱虚
之症，兼服地黄丸而愈。’后背患一疖，烦痛寒
热，彼因前月尝偕往视郭主政背疽。郭不经意，
余决其殒于金旺之日，果符余言。已而郭氏妻
孥感其毒，皆患恶疮。伯邻所患与郭患同，心甚
恐。余曰：‘此小疮也。憎寒等症，皆阴虚旧
症。果是疮毒，亦当补气血。’余在第，就以地黄
丸料煎与服之。即睡，良久，各症顿退。自后
常有头面耳目口舌作痛，或吐痰眩晕之类，服前
药即愈。后任都宪，督盐法。道出于苏，必垂顾
焉。”

六、家风育贤人。崔铣为黄臣父黄琏撰有
墓志铭，资料丰富，弥足珍贵。崔铣《洹词》卷七

《杭州同知黄公暨配宜人张氏墓志铭》：“公辟奸
踣恶，王高革面，静守恪附，邑更简顺。徵入内
台，例得御史。……公先世盱眙人，曾祖曰成，
元末来济阳。祖曰思礼，父曰铭。公讳琏，字汝
器。配张氏，勤于绩工，助公孝祀。念公未子，
阴纳贰室。万里深行，往候公疾，留妾而还，成
厥子之业。正徳戊寅六月二十有九日卒，生正
统己未二月二十有六日。子臣。侧室王三子：
相、甲，早死；表，邑学生。……臣字伯邻，进士，
入翰林，拜给事中，今为左布政使。当就傅，公
授之训曰：‘吾莫乃举女，幸女异资，尚绩于《诗》

《书》。取其道以禔身，词耳。徼荣，实俛厥就。’
宜人慈子不溺，策进警解。当其斥子之过，虽至
戚为谢，不解。伯邻沉介而通，恪恭而毅，探古

发言，妙思通理。”黄臣父为官刚正不阿，其母教
子有方。正因良好家风，黄臣终成明代能臣，名
闻天下。拙文《明代能臣：济阳籍黄臣生平考
略》已有述及，不再赘叙。

附记：小文曾先后得到山东理工大学齐文
化研究院王勇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研究中
心李畅然兄指教，谨致谢忱。文中谬误，责在本
人。 作者系回河街道南陈村人

地地 黄黄

《《洹词洹词》》书影书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

2019年5月12日，在区政协的精心组织下，
本人有幸赴延安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期间既有专
家授课，又有现场教学。培训活动在区政协领导
及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通过本次学习，让我们领略到了共产党奋斗
初期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经过在延安学习，我体
会到，所有的幸福生活都必然经过一段苦难的历
程，所有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辈们用他们的青
春甚至是宝贵的生命换来的。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
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
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指引现实工
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
史，经历了无数的分分合合，经历了无数的内忧
外患，经历了无数的兴衰沉浮，给我们提供了无
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身处和平年代，回顾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
现，要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要求执政者必须
具有良好的自身素质，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
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每
一个朝代的末期都存在民间积怨深重的现象。
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
要求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的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期一周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经过一周的

学习，使我得到了很多的收获。通过学习我认识
到，在当前，虽然我们身处的社会形势和延安时
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很多传统我们依然要继续
发扬。

首先，我们要不断的保持学习。近一段时
期，我们掀起了一阵学习强国手机APP的学习高
潮，经过学习，丰富了大家的知识，提高了广大干
部职工的整体素质。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这样

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
无以成学”。学习不仅仅是一时的事，学习应当
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上，我们的先
辈们中，很多人都是终其一生学习不辍。学习包
括各种形式，可以向身边的人学习，可以向书本
学习，也可以通过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学习。
社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是知识的竞
争。社会只有不断的总结历史，不断的探索新的
知识，才能向前发展。每个人也只有不断的充实
自己才能取得新的进步。

另外，我们还要坚持艰苦朴素的精神。不同
的时代，对于艰苦朴素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战
争年代，艰苦朴素要求我们要节衣缩食，一件衣
服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代
社会中，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度过温饱线，可
以追求在生活中的适当享受，但艰苦朴素的精神
永远不能放弃。物质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是一件好事，但绝不能成为铺张浪费的理由。在
中央八项规定之前，各地几乎普遍不同程度的存
在着铺张浪费的现象，背离了艰苦朴素的传统，
也让人民群众痛心疾首。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
都要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这也
是对我们广大干部职工的一项基本要求。在各
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绝大部分都是在
物质要求方面不断膨胀的人，铺张浪费常常是贪
污腐败的起点，在正常收入无法满足其欲望的时
候，就会伸出不该伸的手。因此，发扬艰苦朴素
作风也是反腐倡廉的客观需要。大家不仅在工
作中要坚持艰苦朴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要
如此。在满足我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一方面要
杜绝浪费，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相互之间无谓的攀
比。按需而取，适可而止。

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实干精神。“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实干，一个

国家要想处于不败之地，也必须实干。当今社会，
各种内部外部矛盾变得日益复杂，在复杂的环境
下，只有自身过硬，才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目
前，中美贸易战正在激烈的交锋中。在各种形式
的战争中，都需要用实力来作为后盾，战争输赢一
般都不是讲道理的结果。无论是应对当前的贸易
战，还是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形式的外部交
锋，实力永远是基础。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靠的
不是口号，靠的是实干。实干是对我们每一个个
体的日常要求，我们大部分个体都不会去直接面
对外敌，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工作都是国家运
转的组成部分。实干就是尽责，实干就是爱国。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坚持实干，把每个人分内的工
作做好就是对祖国对人民最好的回报。

今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充分发扬优良
传统、做好本职工作的形式来践行中华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

重温历史 继往开来
区政协委员、济阳新城供热公司财务主管 陈永斌

（上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