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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厦门翔安# 与泉州相邻的东北部层峦叠

翠# 绵延起伏- 偶有青峰白练# 便是那山中奔涌的溪涧#

汩汩清流# 润泽万物)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 厦门史

上第一村"""金柄黄氏# 就选择在这群山怀抱中繁衍

生息)

'开厦第一人( 黄肇纶的墓茔# 静卧在翔安区金柄大

仑山麓# 陵园的牌坊上# '唐监察御史( 几个大字熠熠生

辉) 金柄黄氏始祖肇纶出自泉州名门# 因其父黄守恭献地

兴建开元寺# 于公元 1'1 年迁徙至当时隶属泉州南安的金

柄# 育有七子八女# 到了唐至德二年 %-/- 年&# 经过七

十年休养生息# 已发展成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就在这一

年# 黄肇纶五子文彦 %又名文雁& 考中辛丑科进士# 这也

是当今厦门行政区域史上的进士第一人) 据族谱记载# 黄

文彦曾任监察御史# 可以说是厦门历史上第一位国家级

'监察干部() 他一生清正廉明# 去世后被追赠 '开国

公(# 谥 '忠义(- 黄肇纶夫妇 '以子为贵(# 被追封为监

察御史, 诰命一品夫人)

此后千百年# 金柄黄氏科甲联芳# 冠绝同安县 %公元

,33年设置&# 在宋, 元, 明, 清数朝稳居古同安四大望族

之首) 一座始建于公元 -%3 年的黄氏大宗祠堂# 目之所及

全为功名匾额# 五品以上的高官不计其数) 令人费解的

是# 行走在这座闻名遐迩的望族村落# 居然难以寻觅历史

上留下的一丝豪奢遗迹) 离今天较近的明末清初金柄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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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 黄文炳兄弟# 兄长是皇帝视为恩师, 御赐 '天恩存

问( 匾额的 '大咖(- 弟弟黄文炳更是了不得# 进士出身,

曾任户部肥缺# 掌控明清两朝占全国关税一半的 '钱袋

子( 淮安钞关) 地位如此显赫的 '财神爷( 府邸# 从现存

的地基和崩塌的情况看# 不管是规模还是用材# 甚至还不

如邻里同时期建造的民房) 金柄黄氏的一个分支# 住在古

宅村的晚清举人魁首黄维岳# 住所也是又小又矮# 若不是

门楣上虎虎生威的兽首# 谁也不会相信这居然是一百多年

前的堂堂解元府$$

带着疑惑# 笔者来到离金柄村三公里外的新圩镇政府

门口) 这里有一个廉镜园# 门前矗立着唐朝监察御史黄文

彦的雕像# 园中有一排红砖矮墙# 镶刻着镇上主要氏族的

家训) 其中的 *黄氏家训+ 这样写道!

士者" 则须先德行! 次文艺" 士宦不得以贿败

官" 贻辱祖宗# 农者" 不得窃田水" 纵牲畜作践# 工

者" 不可售敝伪器什# 商者" 不得酒色浪费$

之前不见黄氏奢华的不解# 至此豁然开朗) 身居监察

御史的黄氏祖上# 比常人更希望子孙廉洁于世- 哪怕只是

一介农夫# 也要求自己绷紧着清廉之弦) 细数廉镜园中历

代廉范# 黄氏族人比比皆是) 在这当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

物# 当属金柄籍人, 唐末明州刺史, 浙江 '宁波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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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黄晟"""一位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可以放弃称帝机会,

为了弘扬忠义可以拒绝荫嗣特权, 为了廉正之名可以献出

所有家产的旷世廉吏.

厦门翔安区廉镜园黄晟弃荫嗣雕塑

现居宁波鄞州的文史研究者, 黄晟第 31 代孙黄德富

老先生# 分支象山的黄晟后裔黄声利等众宗亲以及诸多宁

波文史专家学者# 为我们掀开了千年历史面纱# 追溯祖籍

厦门的黄晟在宁波激起的汩汩清流$$

!"#$%&

大约在公元 '%% 年# 厦门金柄人 %唐代隶属泉州南

安& 黄恒带领全家二十多人离开家乡# 经浙江会稽辗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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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县开枝散叶# 也就是在今天的宁波市鄞州区

姜山镇九房村) 唐大中十三年 %'/, 年& 三月初二# 黄恒

的来孙呱呱落地# 长辈为之取名曰晟# 表字明远) '晟(

为兴盛之意# '明远( 出自 *晋书/贾充传+! '雅量弘

高# 达见明远# 武有折冲之威# 文怀经国之虑# 信结人

心# 名震域外)( 寄托着黄家长辈希望他立志高远, 兴盛

家邦的愿望) 此时的晚唐# 垂垂老矣# 烽烟四起# 虽有宣

宗李忱励精图治# 但已无力回天) 远在浙江的明州 %今宁

波市& 一样生灵涂炭) 就在黄晟出生这一年# 剡西人袭甫

率百人起义# 攻占象山# 浙东观察使郑抵德遣兵出击# 大

败而归# 躲在明州城里# 大白天也要木栅门关得紧紧的)

数月后袭甫集众 3 万# 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 建元罗平#

铸印天平) 公元 '-- 年#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 二月从海

道攻占望海镇# 入明州) 公元 ''& 年# 地方割据势力混

战# 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率部攻明州) 公元 ''0 年# 刘汉宏

命温州刺史朱褒督造大舰# 演习水师于望海镇# 对明州虎

视眈眈- 公元 ''1 年# 杭州刺史董昌派出将领钱# 开道

/%% 里# 击败刘汉宏军于越州# 进屯余姚丰山# 钟季文闻

风归附$$

生逢乱世之中的黄晟# 年少时期就立志安定天下# 闲

来勤习刀枪棍棒# 练就一身勇武过人的本领) 可惜因为个

头矮小# 且其貌不扬# 屡次报名投军都被拒绝) 黄晟并未

因此而坠青云之志# 而是安居家中# 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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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他招募乡勇# 汇聚贤才# 很快就拉起一支 &%%% 多

人的队伍) 他还善于团结地方各路豪杰# 积极主动地担负

起保卫家乡的责任)

黄晟的义举很快就传到官府耳目# 吸引了时任明州刺

史羊? %$%&"'& 的注意# 进而招他入府# 授以鄞塘镇遏

使官职) 这可是掌管县级以下一方军团的副职# 给予一介

白身的黄晟这个重要职位# 羊?还是很瞧得起他的) 后来

的事实证明# 羊?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伯乐) 清代著名学者

全祖望在 *羊府君庙碑记+ 中写道! '府君之事不见于唐

史# 亦不见于图经# 只黄府君晟墓志载其一节)( 羊?作

为堂堂一个刺史# 而且在任上兢兢业业# 颇有战功# 但在

历史上居然名不见经传# 只有在黄晟的墓志铭上面记了他

一笔) 换句话说# 当年的史官们认为羊?虽然不失为一个

好官# 但最大的成就不是他的政绩# 而是他能慧眼识英

雄# 发现并培养了黄晟这位旷世贤才)

公元 ''& 年# 图谋称霸一方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 用

历史上枭雄惯用的伎俩# 给台州守将刘文开了个 '明州刺

史( 的 '空头支票(# 指使他率部攻打明州) 在羊?指挥

下# 黄晟没有辜负他的知遇之恩# 英勇善战# 和其他将士

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刘文的党羽杜宗# 自宁海率众占据奉

化) 黄晟奉命率自己本部人马# 很快就击破奉化敌军# 生

擒首领杜宗) 虽然是武将出身# 但黄晟绝不是喜好杀戮的

一般武夫# 深谙攻城重在攻心) 他力排众议# 赦免, 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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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宗# 只是将他遣送回台州而已) 感恩黄晟的仁厚# 杜宗

立誓永不再犯明州防区) 生逢国家风雨飘摇的乱世# 大多

数地方军阀私念当头# 为自己累积身家# 黄晟则不同) 奉

化一战# 黄晟军缴获了大批军械粮草# 却一心为公# 毫无

保留地将战利品悉数上交明州府) 更值得一提的是# 宽容

仁厚的黄晟俘获了台州残部的人心# 得以暂平南线战乱#

为明州赢得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 通过这个战役# 羊?对

黄晟更为赏识# 升任他为?飞都副兵马使)

过了一年# 余姚镇将相嘉发兵攻打越州# 越州刺史董

昌抵挡不住# 向明州求救) 这时候羊?已逝# 钟季文接任

刺史一职# 遂派黄晟领兵救应) 黄晟统兵攻破余姚# 杀掉

相嘉# 成功为越州解围) 董昌大喜# 上奏黄晟平贼有功#

理应得到朝廷请封# 遂授为左散骑常侍# 充浙东面副指挥

使# 这个职位是掌控浙江东面兵力的副官) 公元 ',$ 年#

钟季文去世后# 当时农民起义的余波未平# 战乱频仍) 在

明州众将士的拥戴下# 黄晟接管了州事# 后来唐昭宗李晔

下旨正式任其为明州刺史# 宁波自此进入在军事, 经济,

文化等方面大跨步发展的时代)

'()*%+

自唐景福元年起# 黄晟任明州刺史 &' 年 %',$",%,

年&# 一直心系当地民生福祉) 他当政后就着手扩建城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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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患# 对内恢复生产, 削减赋税- 对外扩大开放# 发

展贸易) 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黄晟# 深深意识到仅依

靠军队打击和防范# 难以完全防止匪寇侵扰百姓) 经精心

调研# 他创造性地依托明州奉, 姚, 甬三江汇合地形# 在

子城外围再建设一个外城) 唐光化元年 %',' 年&# 启动

了浩大的工程建设# 发动大量民工开采石头# 历经数载辛

劳# 终于筑建成坚固的明州罗城) 罗城设计以镇明路为中

轴线# 拆明州的 '明( 字命名城南二湖# 左为阳称 '日

湖(# 右为阴称 '月湖() 更多百姓住进城中# 免受水患和

战乱侵扰) 罗城城墙周长十八里# 设置东门, 南门, 西

门, 北门, 东渡门, 望京门等十门# 比原来的子城扩大了

整整 0% 倍# 大大拓展了明州城的规模)

黄晟建造的这个罗城非常坚固# 直到北宋熙宁年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任明州知州时# 城池从未大修

过# 这个时候距离黄晟建城已有 &'% 年之久了# 令曾巩大

为赞叹) 大约在南宋末才废鄞江门, 来安门, 渔浦门, 达

信门四门# 另外六门历经四朝# 一直到 &,$, 年拆除时#

基本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使用千年而不废# 足见黄晟在

城池的设计和建造上的卓越远见)

$%%&年# 在隆重纪念宁波建城 &&'% 周年之际# *宁波

日报+ 出版专刊# 在 *成长的城市+ 一文中明确指出#

'罗城的建成则标志着宁波这座城市的正式形成(# 促进了

明州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促进了对外的交流# 使明州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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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海上丝绸之路( 和 '海上书籍之路( 东端的著名

港口# 并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港之一) 至宋代# 明州已发展

成浙东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巧合的是# 作为黄晟祖

籍地厦门# 和宁波在鸦片战争后同一批辟为 '五口通商口

岸(- 改革开放后# 又同时获批为沿海开放城市, '五个计

划单列市( 之一# 同步跨入大都市行列) 当地文史专家一

致认为# 黄晟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功臣# 宁波大学历史

系教授钱茂伟称之为 '宁波城市之父()

宁波简称为甬# 原名明州) 明洪武十四年 % &3'&

年&# 为避国号讳# 朱元璋采纳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

取 '海定则波宁( 之义# 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 沿用至

今) 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的甬江穿城而过# 在罗城建成之

前# 江水经常泛滥成灾# 百姓苦不堪言) 生于斯长于斯的

黄晟深知其害# 聘请当时的许多治水专家反复论证# 巧妙

地以罗城的建造改变地形# 疏浚江道# 杜绝水患# 有效治

理了甬江的肆虐) *鄞县通志+ 记载# 为便于明州百姓与

江东的往来# 黄晟还重新建造了东津浮桥# 从而促进了江

东的开拓和发展) 在慈溪的跃龙山上# 有一座庆历七年

%&%0- 年& 重建的 '刺史桥(# 原来也是黄晟所建造# 故

名 '刺史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

曾到慈溪伏龙山# 见这座桥已成危桥# 便出资修缮# 并亲

自撰写碑文纪念)

黄晟造城治甬的历史功绩# 被当地民间用神话的手法

,

黄晟% 自厦而甬续清流



表现出来# 在 '宁波十大历史传说故事( 中占据一席) 故

事说# 从前甬江有恶蛟时常出来残害百姓# 幸亏有英勇的

黄晟持剑跳入江中# 与蛟龙作战三天三夜# 一直追到甬西

的桃花渡# 最后才斩死蛟龙) 直到今天# 在每年的端午

节# 宁波人家多会以菖蒲根部雕成黄晟模样# 用菖蒲草染

雄黄制成宝剑# 挂在门口驱邪避恶# 祈求保护) 宁波人民

用这种独特的民俗方式# 纪念这位治理江水泛滥的宁波保

护神)

黄晟虽然起于农家# 但深受祖籍地金柄黄氏深厚的家

学渊源熏陶# 十分清楚文化与宗教在治国理政当中的巨大

作用) 他任明州刺史后# 礼贤下士# 深得民心# 当时有名

的进士陈鼎, 羊绍都在他的门下做事# 江东文士也纷纷前

来投靠于麾下为他所用) 黄晟在城内兴办教育# 设置君子

营 %相当于现在的军事学校& 培养军事人才# 确保地方长

治久安) 现今宁波的君子巷# 即因黄晟所办的君子营而得

名# 一直沿用至今)

受泉州紫云始祖黄守恭献地建开元寺的善举影响# 黄

晟在鄞县各地捐田建寺颇多) 仅在清代杰出历史, 地理学

家徐兆籨 *四明谈助+ 一书中的记载就有多处! '唐景福

元年 %',$ 年&# 明州刺史黄晟捐田 $3%% 亩给奉化雪窦寺#

扩建了佛殿斋宫# 钟楼经阁# 禅房藏室数百楹# 成为十方

禅院- 唐天复元年 %,%& 年& 在鄞东南二十五里鄞塘乡

%今为鄞州姜山镇上张村& 置田 3/% 亩建四明院# 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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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明讲寺- 唐乾宁年中 %',0"',' 年& 在象山东北四

十里置田 33% 亩建常乐寺# 在慈溪县西南三十五里建云溪

教寺 %今划归余姚市&- 唐天复元年 %,%& 年& 在奉化东

北四里建岳林寺$$(

明州能够在战乱频仍的唐宋之交远离祸患# 从而获得

较快发展# 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与黄晟施政的廉能勤勉

密不可分) 由于政绩突出# 唐昭宗敕封黄晟为 '佐忠去伪

功臣节度使检校太傅刺史() 一直到黄晟去世一百多年后

的宋朝# 他还受到新朝皇帝极力追捧# 屡屡加封) 宋太祖

开宝八年 %,-/ 年&# 敕封为 '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太子

太傅江夏侯谥忠济侯(- 宋理宗淳八年 %&$0' 年&# 敕

封为 '庆元府灵翼?飞庙忠济侯()

'江夏( 之名滥觞于今天的宁波) 最繁华的历史老街

'江夏街( '江夏街道( '江夏桥( '江夏公园( $$以及

现在分布浙江各地祭祀黄晟的庙宇 '?飞庙( 之名# 即源

于宋朝皇帝对黄晟的敕封)

,-./01

作为明州刺史# 黄晟掌管着浙东军政大权# 文治武功

闻名于世# 雄霸一方- 作为乱世军阀# 以黄晟当时的实

力# 完全可以和唐末其他枭雄一样# 立国称王# 割据一

方) 但他为了避免百姓生灵涂炭# 选择了一条忠于大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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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自己, 臣服吴越的平稳政治策略)

唐昭宗乾宁二年 %',/ 年& 二月# 董昌据越州自立为

帝# 国号 '大越罗平(# 自称 '圣人(# 铸 '顺天治国之

印(# 改元顺天# 设置官吏# 并任命手下头号大将镇海军

节度使钱为两浙都指挥使) 黄晟写信规劝董昌# 不要为

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 而燃起战火# 骨肉相残# 得

想着让老百姓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 钱也来信劝告#

认为董昌 '与其闭门作天子# 不如开门作节度使(# 董昌

不听) 钱于是率兵三万直抵越州城下# 在迎恩门会见董

昌# 说道! '大王位兼将相# 奈何舍安就危. 将兵此来#

以俟大王改过耳) 若天子命将出师# 纵大王不自惜# 乡里

士民何罪# 随大王族灭乎0( 董昌这才大惧# 表示要向天

子上表谢罪# 钱这才返回) 这时# 唐昭宗仍念董昌之

功# 认为他是发了疯# 才犯此错误# 下诏宽赦# 但是钱

坚持认为董昌不可赦) 于是唐廷又下诏命钱再次讨伐#

黄晟主动出兵响应# 从东面进攻董昌) 在钱, 黄军队的两

面夹攻下# 董昌连吃败仗# 只好去帝号投降# 后来在押赴

杭州的途中被斩# 一家三百余口和一百多名 '大越罗平

国( 官员全部罹难)

在长达数十年平乱过程中# 黄晟目睹太多惨绝人寰的

战争悲剧# 体恤百姓渴望停息战火, 安享太平的愿望) 他

之所以养兵, 固城# 是怀有止戈为武的美好理想# 完全不

是为了一己之私- 终其一生# 至死都没有问鼎之心) 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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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朱温杀掉唐皇# 自立为帝# 号为后梁# 建都开封)

其后# 钱在他的地盘里也建立了吴越国# 定都杭州) 大

唐寿终正寝# 为保浙东百姓安宁# 黄晟做出臣服吴越国的

选择# 充分显示了他的弘高雅量) 有人认为# 黄晟之所以

这样做# 是因为他与钱私交深厚# 而且他的长女嫁给钱

家的二公子# 两人是儿女亲家) 现在看来# 两家的联盟

并非这样简单- 黄晟考虑得更为睿智长远) 选择臣服吴越

国# 首先是黄晟认可钱# 认同他的施政理念- 其次是促

进两浙统一# 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历史证明了黄晟的明智) 钱在位期间# 采取保境安

民和 '休兵息民( 的战略方针# 重农桑, 兴水利# 发展与

日本, 朝鲜等国海外交往# 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

发展时期) 吴越国先后尊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 并且接受其册封) 强盛时拥有

&3 州疆域# 约为现今浙江省全境, 江苏省东南部 %苏州

市&, 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 %福州市&) 吴越国历三代五

王# 至公元 ,-' 年钱弘?纳土归宋# 始终没有称帝) 立国

-$ 年# 一直安享太平# 造就柳永在 *望海潮+ 一词赞叹

的 '钱塘自古繁华( 盛景)

公元 ,%, 年# 整日忙于建造罗城的黄晟终因积劳成

疾# 病逝在呕心沥血的建设征途) 按照惯例# 以黄家当时

的威望# 应该由其子世袭明州刺史一职# 续掌军政大权)

难能可贵的是# 廉正一生的黄晟谢绝众幕僚的苦劝# 不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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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终前上疏朝廷# 坚决放弃荫嗣特权# 不让他的三个儿

子沾光袭官# 而且吩咐下人# 将家中府中所有财产一一装

箱封存# 贴上 '送使( 字样# 严禁家人染指# 悉数上缴朝

廷) 黄晟过世后# 朝廷加封他为左仆射, 上柱国, 金紫光

禄大夫兼太子太傅# 同时封其子尔肃, 尔淑, 尔邈为官#

但他的三个儿子没有违背黄晟遗嘱# 虽经朝廷三次下发诏

书# 最后还是婉拒)

遑论黄家在明州有经营数十年的根基人脉# 就靠吴越

国戚的帽子# 黄晟要为子孙谋个霸业或攒点殷实家底# 不

但轻而易举# 也合乎当时的礼法人情) 但是# 铭记 '雅量

弘高# 达见明远( 的黄晟# 希望留给子孙后代的# 又岂是

区区一个刺史官帽和那点家财0

凭借黄晟建造的坚固堡垒和精心培养的人才# 让明州

数百年来秋毫无犯# 真正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让明州百

姓免遭战火洗礼# 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拥有安生的日子)

浸润黄晟营造的风清气正官场清流# 让明州迎来了王

安石, 曾巩, 周邦彦等一大批崇廉尚实, 勤政为民的名

仕# 得以快速发展# 迅速跻身东方大港行列$$

234567

在黄晟离去的一千多年中# 宁波的百姓为纪念他为

民造福的丰功伟绩和为官廉洁的清正作风# 在宁波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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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及鄞州三地建造?飞庙祭祀# 还有鄞州姜山镇定桥

的三圣庙, 云龙镇石桥的太傅祠, 象山泗洲镇马岙的祖

庙等多处塑像以祀之) 直到今天# 在浙江供奉黄晟的庙

宇不计其数# 分布乡里坊间# 享受万代香火) 历朝官府

更是对他百般推崇# 仅是宋代就有两位皇帝予以敕封#

官帽越戴越高) 历代所修地方志上# 总是不忘添上黄晟

的威名)

浙江象山港的张则火在 *明州刺史黄晟+ 一文提到!

*崛坡黄氏宗谱+ 中# 保留有清代著名史学家, 文学家全

祖望撰写的 *书太傅庙碑阴+ *合郡绅衿请复太傅公官祭

公呈+# 对黄晟的功绩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充分的肯定# 宋

代文学家欧阳修和儒学大师朱熹也为黄晟写过赞文) 司马

光的 *资治通鉴+ 纪事第 3, 卷, 路振的 *九国志+, 吴任

臣的 *十国春秋+, 张时彻的 *宁波郡志+, 钱大昕的

*鄞志+# 都对黄晟的事迹予以彰显$$

在黄晟故里"""今天的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九房自然

村# 有一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庙宇# 坐北朝南# 一对富有浙

东特色的稻桶式斗状旗杆# 屹立庙前广场# 气势非凡) 这

就是供奉黄晟的其中一座?飞庙# 始建于五代# 历代多有

修缮# $%%$ 年列入鄞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庙由门厅, 戏

台, 厢房, ?飞宫, 后殿等几部分组成# 占地面积 &/%%

多平方米# 在地方神祗庙中可谓规模宏大) 堂前楹联云!

'自建学筑城忆昔日经文而纬武- 于安良除暴至今朝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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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畏威(# 概括了黄晟重视教育, 修筑罗城, 荡平流寇的

历史伟绩)

黄晟庙

每年晟公诞辰# 十里八乡的信众纷至沓来# 一起祭拜

这位彪炳史册的宁波保护神) $%%, 年# 恰逢黄晟诞辰 &&/%

周年和宁波建罗城 &&&& 周年# 社会各界齐聚?飞庙# 在

这里展开黄晟文化研讨# 掀起了宣传, 传承和弘扬黄晟精

神的一次又一次高潮)

坚持放弃世袭当官的黄晟后代# 瓜瓞绵绵# 繁衍不

息) 据 *溪沿黄氏宗谱+ 载! 黄晟长子尔肃的孙子辈 3

人# 皆迁杭州之西岭# 为杭州黄氏之祖- 次子尔淑的孙子

辈 - 人# 皆迁余姚# 为余姚黄氏之祖- 三子尔邈亦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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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长子康与三子随留居鄞县) 他们的后裔遍布浙江各

地# 历代获取文武功名者不计其数)

在黄晟的祖籍地厦门# 人们把他的勤廉事迹录进史

书, 塑成铜雕# 矗立在廉政文化公园, 留在心里# 作为一

面明亮的廉镜# 以正衣冠# 以明得失# 永续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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