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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三年 %&/1& 年& 的一天# 一个消息仿佛是晴

天霹雳# 在同安县洪厝村 %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 上空

炸响! 洪侍郎被朝廷以考核不合格为由# 削职回籍) 全村

乡亲都感到万分震惊# 这位有着 '芳洲气节( 美誉的乡

贤# 是功勋赫赫的一代名宦# 怎么会落了个如此结局0 最

初# 他们都怀疑这是谣传) 然而不幸的是# 传言很快被证

实了) 尽管如此# 乡亲们依然坚信# 消息如若是真的# 那

他一定是被奸臣陷害) 在百姓心目中# 洪侍郎是一位好

官# 秉性刚介# 勤政为民# 廉洁自守# 宦海 3% 年# 政绩

卓著# 一直以来都是乡亲们引以为傲的典范和楷模) 他的

高风亮节# 早已家喻户晓# 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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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洪侍郎就是当朝刑部左侍郎洪朝选# 原名天民#

字舜臣# 号芳洲) 明正德十一年 %&/&1 年& 八月二十九

日出生于洪厝村# 父亲以教书为业) 相传# 天民出生时#

临近的海滨小洲白屿 %今名鲤鱼墩& 曾发出芬芳气味# 且

有祥云绕港景象# 故取号 '芳洲() 天民从小读书勤奋#

聪慧过人) &1 岁时# 恰逢即将赴任南京大理寺的乡贤林希

元回乡探亲# 便前往拜谒) 当林希元读了洪天民带来的诗

文时# 不禁击节而叹! '非人间凡品也.( 随即将侄女林瑞

英许配给他为妻# 同时把皇上赐予的白屿当作嫁妆) 走马

3%&

洪朝选% 芳洲气节



上任后# 林希元还把洪天民带到南京攻读# 洪天民因此学

业大进) 嘉靖十五年 %&/3- 年& 丁酉乡试# 洪天民果然

中举- 嘉靖十九年 %&/0& 年& 又逢辛丑京都会试# 林希

元预料洪天民此次必中# 故将其名改为 '朝选( %意谓朝

廷所选& 入试) 果然如他所愿# 洪朝选这次科中赐进士)

林希元获悉# 喜不自禁# 夜不能寐# 欣然命笔! '万里飞

腾怜骏足# 十年物色忆东床)(

洪朝选出生农家# 入仕后# 长期在地方任职# 对社会

矛盾和人民困苦体验深切) 他曾经在 *申明守令职事疏+

中大声疾呼! '人道唯在衣食) 衣食足则礼义生# 不足则

闲检?$$实则民生切要之务)( 他认为# 为官就是为了

'庶民, 富民, 教民() 由于洪朝选入仕为宦期间# 十分重

视务实# 凡事都身体力行# 因此政声极好)

在杭州税官任上# 洪朝选实行轻税便商政策) 在课取

商税时# 全年税额总数一满# 即开通津梁# 任船舶往来#

不复征税) 这种政策的实施# 促进了商业繁荣# 有利于社

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 他又督入粮储# 惠及士民# 人

称 '洪佛子() 督学四川时# 他端正士习# 正规文体# 持

法秉公# 政声极好# 以致川人都想一睹其丰采) 升任广

东, 山西参政后# 由于欣赏洪朝选气节才干# 宰相徐阶举

荐他为太仆少卿, 佥都御史# 不久又以副都御史衔巡抚山

东) 在山东巡抚任上# 他整顿吏治# 均平徭役# 严禁额外

科课# 查办王府侵夺民田案等# 深得民心) 出任南京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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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右佥都御史# 负责长江的防务伊始# 洪朝选就发现军中

管理一片混乱# 百废待举)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 他制定

了 *江防要览+# 内分军饷, 兵食, 兵船三部分# '立法更

制# 分疆画界# 以地责人# 以人任地() 经过一番整顿#

江防得到巩固# 有利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社会的

稳定)

洪朝选最为突出的政绩# 当在出任山东巡抚和刑部侍

郎期间) 到山东上任时# 映入他眼帘的是 '山东之民# 流

而不复- 山东之地# 弃而不耕( '十邑而九空( '寥寥断

烟( 的凄凉景象# 他立即深入调查# 发现造成这个现象的

原因是百姓的赋役负担过重)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山东乡

村# 洪朝选迅速着手 '节里甲, 平徭役, 轻驿传(# 采取

有效措施减轻百姓负担)

针对徭役过重# 洪朝选实行所谓的 '一条鞭( %又称

一条编& 政策# 具体做法是! 把里甲, 均徭等各种徭役合

并为一条# 根据土地面积和赋粮数量进行摊派) 他实行这

个政策比起万历九年# 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一条

鞭( 法改革# 还早了十几年) 可以说# 洪朝选是改革的先

行者)

山东位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 驿铺设置繁多# 百姓

的驿传负担特别繁重# 如若遇到被摊派劳役# 即便小康人

家# 也会倾家荡产) 他们或者被迫迁徙他乡# 或者给人当

佣工# 或者死于牢狱之中) 押运进贡船只的宦官沿途百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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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 稍不如意# 就凌辱官吏# 绑打夫役) 有的地方豪强

仿造官船# 擅自举钦差牌面# 经过驿站时# 任意勒索凌

辱# 无所不用其极) 洪朝选到任后# 经过寻访调查# 立即

上书朝廷# 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吁请朝廷严禁管运宦官,

管事人役及权门豪族横行勒索# 如有生事扰民# 准许被害

县役申报查办# 以使山东百姓得以安生)

洪朝选对如何发展生产# 让农民休养生息# 确实花了

一番功夫进行调查研究# 做到心中有数) 他发现山东历史

上有种桑的习惯# 且以枣为粮# 就督促地方官员积极招抚

流亡外地的农民回乡开垦荒地# 鼓励民众种枣, 栽桑, 养

蚕, 缫丝, 织绸# 以增加收入)

在调查研究之后# 洪朝选发现山东存在的问题之所以

长期得不到解决#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郡守, 县令的失职,

不作为) 当洪朝选询问这些官员如何 '庶民( '富民(

时# 他们居然瞠目结舌# 无言以对) 洪朝选因此痛心疾

首# 在实施相关政策的同时# 他上书朝廷# 奏请下诏 '申

明守令职事# 令其专一加意养民(# 不许官员 '高坐养

尊(# '不许泥古而迂# 途事空行# 无蓈实政() 他建议朝

廷采用一级抓一级的办法# 层层落实开发# 其政策, 项

目, 措施都很具体) 他还建议# 吏部在考核官员政绩时#

将招复和垦荒的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标准# 区分上, 中, 下

三等# 要求考课山东守令时特别增加招复流移人口户数,

开垦荒地的亩数, 栽植桑枣的棵数等作为考核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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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自古以来# 黄河经常泛滥, 改道# 严重破坏下游地区

的社会经济# 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洪朝选对此十分重

视# 派有关官员到黄河沿岸考察# 经过实地勘察# 认为黄

河形势非常紧急# 势将北徙) 为防患于未然# 他上疏朝

廷# 详细陈述黄河的紧急情况# 提出具体的治理措施# 力

请朝廷趁早议处# 如堤岸强固# 则再巩固堤岸# 如堤岸不

牢固# 则开通支流) 而且要趁早兴工# 不要等到夏秋之交

发大水时才动工# 这样才能够保证漕运畅通# 山东省百姓

的生命财产也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在洪朝选的治理下# 山东省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呈现出繁荣安定的景象)

隆庆二年 %&/1' 年&# 洪朝选升任刑部左侍郎署尚书

事# 掌管天下刑事狱事权) 他执法无私, 惩恶除腐# 上任

伊始# 就平雪忠臣沈?, 儒臣阎朴的冤狱# 依法捕办沈案

主犯, 严嵩死党, 山西巡抚杨顺# 朝野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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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朝选入仕时期# 官场贪污受贿已成风气# 几乎官

官有份# 廉洁者寥若晨星) 洪朝选任官多年# 清廉自守#

出淤泥而不染# 其所到之处# 皆有廉声) 他曾有诗自况!

'负郭原无半顷腴# 山田新买百升余) 里人莫笑清贫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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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学周黄恐不如)(

洪朝选首任南京户曹# 出榷杭州北关税政) 杭州是通

都大邑# 商务繁盛# 榷关征税是一大肥缺) 历任者假借明

目挪用税金# 勒索商民, 岁靡千金等贪污自肥的现象比比

皆是) 洪朝选上任后# 对一些陋规恶习一一剪除) 平日

里# 他将衙内中门上锁# 规定衙役仆人不得随便外出# 以

防下属作弊扰民)

洪朝选不仅不贪不占# 还常常为公家的事自掏腰包)

在洪朝选到任之前# 接待过往税关客使的费用# 都是使用

税金或是额外索取供应的# 一年间所挥霍的银子高达千两

之多) 洪朝选上任后# 一改过去的做法# 接待客人既不用

公款# 也不额外榨取# 而是用自己的俸禄支付) 如果不

够# 就向同乡邻居借贷- 再不够# 则变卖妻子蔡氏的首

饰) 妻子支持他# 从不见怪) 洪朝选还一改当时官场应酬

的奢华习气# 大量压缩待客开支# 一年仅用了二百两

银子)

洪朝选虽入仕途多年# 但因为官极为清廉# 其家庭生

活却过得很清苦) 其妻蔡氏作为关使夫人# 竟然与普通民

妇一般# 昼夜在衙门里纺布# 以贴补家用) 他母亲责怪洪

朝选说道! '人家妻子随当官的丈夫享福# 你妻子却跟着

你过苦日子.( 北关三年任满# 洪朝选囊中羞涩# 只好借

贷几十两银子回乡) 像这样的清官# 在当时的官场上可以

说是凤毛麟角) 随着洪朝选的官职逐渐升迁# 他所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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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也不断扩大) 然而# 他的清廉却如影相随# 一如既

往) 从广西布政司参政任上离职时# 洪朝选身边只剩下九

十两银子) 后来入京任职# 他的妻子留在家乡# 经常抱着

啼哭的幼女在家织布# 每天摇着纺车到三更) 谁能想到#

这个被朝廷诰封为宜人的四品官员夫人# 居然与普通民妇

毫无二致) 洪母因病去世时# 因为家贫# 其丧事也一切

从简)

洪朝选后来蒙冤入狱时# 御史黄师颜在为他辨冤的疏

中# 对其居官能贫的高风亮节大加赞叹# 称其 '官居三

品# 家无千金()

面对官场的腐败状况# 长期担任御史与吏部郎的洪朝

选# 对吏治问题多有思考) 挂冠还乡后# 他家居十余年#

更是倾心读书, 著述# 希望以儒家的道德观念为指导# 找

出官场弊习的根源和治理办法# 以此来改变官场的颓风

邪气)

在他看来# 吏治的优劣与官员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

系) 作为主管人的官员# 应有正确的德才观) 要破除官吏

追求功名的陋习# 重视 '怀才抱德( 的人) 选官不能只看

才而不看德# 德与才二者不能偏废) 他还认为# 官员必须

有正确的义利观) 他将利区分为两类# 国利应该肯定# 家

利和个人私利则应该否定) 重义或者重利# 是社会隆污的

标志) 在德, 才, 义, 利等思想指导之下# 必须有比较具

体的区分官吏才干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庶民(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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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二字) 所谓庶民# 就是中产之家) 富则由于庶) 他主

张将官员分为三等! '能庶民富民而又有吏才干局者为上-

虽无吏才干局# 而能招徕流民开垦荒芜者次之- 虽有少才

偏能# 而不能招徕流民开垦荒芜者为下)( 考核政绩要以

农业生产为主) 地方官不许高高在上, 养尊处优# 不许唱

老调, 讲空话, 走过场) 要有庶民富民的具体措施# 并经

常下乡督促生产# 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洪朝选还要求

官吏要安民不能扰民# 他认为# 士气民俗的败坏# 都是官

吏无能安民# 甚至为了私利而纵容歹徒作恶的结果)

洪朝选曾经在为一位清廉官员送行的诗中发出 '当今

廉吏最难求( 的感叹) 凭着多年的官场阅历# 他深知好官

难做, 良吏难求的各种原因) 其一是仕途险恶) 要想在宦

海中出淤泥而不染# 想为民建功立业# 必然招人侧目而

视) 初入仕途者# 不敢与众不同# 只好同流合污- 其二是

社会压力) 社会上的人们羡慕奉承那些做官发财者# 鄙视

那些两袖清风的清官) 在这种社会压力下有多少官员能够

承受得了0 然而# 上述两个原因都是世俗的错误态度# 都

是外因) 导致官员堕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士人

无志) 他认为# 为官者如果立志为民谋福利# 即使受谤免

职# 也是光荣的) 为官如果立身廉洁# 妻子能够理解并甘

愿同饥共寒而无怨言# 又何必顾忌他人的毁谤讥笑. 为官

者如果意志不坚# 很容易堕落# 特别是主管基层工作的县

令# 受到别有用心者的逢迎拍马, 行贿# 以及地方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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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挟持# 都可能改变他为民谋利的初心)

隆庆四年# 洪厝村乡亲们终于迎来了这位仰慕已久的

乡贤洪朝选) 闲居家中的洪朝选过着 '半作田家半作儒#

荷锄把卷亦何拘( 的田园生活# 不时还参加一些稼穑活

动) 他在 *庚辰岁于田家获稻作+ 一诗中写道! '我本农

家子# 衣食赖田桑) 春来故肆耕# 秋至亦筑场) 数口幸免

饥# 敢求凿与梁)( 诗中流露出他安于清贫的天然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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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选的天然真性还在于他的疾恶如仇, '不能容人

过失() 他的这一秉性# 贯穿于每一个人生阶段)

明朝中期以来# 大地主兼并土地现象日益严重) 嘉靖

年间# 受封在山东青州的衡王府# 仗势大肆侵夺民田# 将

原先皇帝赐其庄田 &&-3 顷# 扩大至 &%%%% 余顷) 又将霸占

的土地所应缴纳的赋粮摊派给昌, 潍二县) 地方官员只能

忍气吞声# 无可奈何# 受害草民则茹痛含冤二十余年# 无

处申诉# 民愤极大) 洪朝选上任后# 立即派官员前往踏勘

丈量# 然后上奏朝廷# 最终将衡王府侵占的庄田归还百

姓) 洪朝选的刚直不阿, 秉公执法# 可见一斑)

洪朝选认为# 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 遇到显宦权贵的

扰民, 害民以及利用权职以谋求私利, 实现非法企图的现

象时# 不应该畏缩回避# 更不应该顺从迎合# 而必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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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心杂念# 敢于冒犯上司权贵# 据理力争)

因为刚直秉性# 洪朝选得罪了嘉靖和万历时期权势最

大的两个首辅"""严嵩和张居正# 因此仕途坎坷# 屡遭迫

害# 以致殒命)

严嵩曾在嘉靖时期把持内阁近 $% 年# 他利用明世宗

朱厚趈崇信道教, 不问政事等弱点# 与其子严世蕃专权乱

政# 结党营私# 卖官鬻爵# 大事贪贿# 打击陷害正直官

员) 洪朝选对严嵩父子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曾在文章中

对其尖锐揭露, 严词痛斥) 因此# 尽管洪朝选政绩斐然#

但因忤逆严嵩奸党# 长期遭到排斥打击# 难以升迁)

洪朝选得罪张居正# 是因为辽王一案) 隆庆三年

%&/10 年&# 洪朝选升任刑部左侍郎署尚书事# 掌管天下

刑狱事权) 他上任不久# 就奉旨赴襄阳勘审辽王朱宪

案) 辽王是明朝宗室# 封国在湖广荆州) 刚刚入阁拜相的

张居正祖籍也在荆州江陵) 据说# 他的祖父原为辽王府护

卫# 曾被辽王的凌辱致死# 因此怀恨在心) 其时# 张居正

已经入阁# 任内阁次辅# 为吏部尚书, 建极殿大学士# 并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权势如日中天) 两年前# 恰逢辽王朱

宪 被御史陈省以不法诸事而弹劾) 隆庆二年# 巡按御史

郜光先以其十三条大罪复劾) 张居正为报世仇# 欲置辽王

于死地) 洪朝选衔命离京之前# 张居正亲自找上门# 暗示

他应将辽王定为谋反) 洪朝选经过认真勘查后# 得出实事

求是的结论! 辽王朱宪 贪暴淫虐# 原先所告发的罪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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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都属实# 但谋反的罪名查无实据# 不能成立) 这个结果

惹怒了张居正# 不久# 张居正便借考核之机# 让洪朝选罢

官归里)

尽管在官场上屡遭挫折# 但洪朝选并不因此而改变)

罢官回乡后# 除了读书写作之外# 他还关心国计民生# 抨

击时政无所顾忌- 遇到乡里不平之事# 仍会仗义执言# 不

随波逐流# 又因此得罪了不少官绅和地方恶势力)

自隆庆六年 %&/-$ 年& 开始# 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

辅# 并开始对明朝的政治, 经济, 军事诸方面进行改革#

其权势更加炙手可热) 万历五年 %&/-- 年&# 张居正父亲

病逝# 按照当时的规定# 官员在父母去世期间# 必须离职

守孝) 但其时# 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 且万历皇帝年幼#

缺乏政治经验) 张居正不想这个时候离职) 户部侍郎李幼

孜为迎合上司意思# 便提出 '夺情之议(# 即张居正可以

不必离职守孝# 继续居官任事) 万历皇帝马上表态支持)

此时# 进士邹元标,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朝中一些官员纷

纷上疏反对# 认为夺情违背纲常# 因此受到杖刑, 罢官削

籍) 洪朝选得知此事# 立即写信声援# 称赞他们文章节

义) 这事很快被张居正获悉# 这下梁子结得更深了)

因为刚直秉性# 洪朝选还招致福建巡抚劳堪和同安知

县金枝等人的疑忌) 劳堪担任福建左布政使时# 因克扣军

饷# 引起军士不满# 受到洪朝选的批评) 随之# 又被巡抚

耿定向训斥- 金枝因 '隐瞒贼情( 也遭到耿定向停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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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乡里一些宦家子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洪朝选知道后

拍案怒斥# 不许他们为非作歹) 而此时# 洪朝选因讲学与

耿定向过往甚密# 劳, 金二人怀疑是洪朝选背后捅刀# 所

以衔恨在心) 不久# 劳堪代耿定向为巡抚# 便迎合张居正

之意# 串通金枝及宦家子弟合谋罗织罪名# 诬以通夷大

罪# 由张居正拟旨# 劳堪派兵至洪府# 逮捕洪朝选下狱)

在福州狱中# 他们对洪朝选进行残酷的迫害# 断饮食, 绝

亲属# 命狱卒以沙袋压迫其胸口# 以致洪朝选气绝而亡)

随后# 又以洪朝选有起死回生之药为由# 停尸四五日# 不

许收尸# 导致尸腐虫生) 此时# 正是万历十年 %&/'$ 年&

春# 一代名宦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 终年 1- 岁)

洪朝选被迫害致死# 全国上下无不感到震惊) 洪朝选

家属在众人的支持下# 多次向朝廷申诉# 尤其是他的长子

洪竞历尽千辛万苦# 为父申冤) 洪朝选去世不到半年# 张

居正因病去世# 反张的力量迅速集结# 群起而攻之) 洪案

和许多冤案很快被平反昭雪# 直接谋害洪朝选的凶手劳堪

也被削职入狱) 万历二十二年 %&/,0 年&# 神宗皇帝特遣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余懋中到同安洪厝村# 举行公

祭) *谕祭文+ 中# 皇帝赞曰! '抚雄镇而随任有声# 握大

狱而持法不挠(# 给予洪朝选一生很高的评价)

0%% 年后# &,,3 年 / 月 3& 日上午# 在蒙蒙细雨之中#

洪朝选家乡举行了 '洪朝选墓园迁建
%

荣列同安县文物保

护单位揭碑典礼(# &%%% 多名海峡两岸知名人士及乡亲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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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一起# 深情缅怀这位一身正气的乡贤) 洪朝选的高风亮

节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穿越时空# 至今仍然

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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