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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期# 天启六年 %&1$1 年&# 周起元, 高攀龙,

周顺昌, 周宗建, 李应升, 黄尊素, 缪昌期七人# 除高攀

龙投水自沉外# 皆惨烈死于狱中酷刑) 他们在与以魏忠贤

为首的阉党的斗争中# 以一腔热血, 忠肝义胆, 九死不

悔# 谱写了一曲彪炳史册的慷慨悲歌) 史称他们为 '东林

后七君子()

'东林后七君子( 之一的周起元 %&/-&"&1$1 年&#

字仲先# 号绵贞# 明隆庆五年 %&/-& 年& 出生于海澄县

三都金沙衙里社 %今厦门市海沧区后井村&) 明万历二十

八年 %&1%% 年&# 中乡试解元# 翌年中进士# 授江西浮梁

%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知县# 擢任南昌知府, 湖广道御史,

陕西巡抚等职# 官至太仆少卿)

周起元为官的一生# 是清正廉明, 为民请命, 体恤百

姓, 深受百姓爱戴的一生) *明史/周起元传+ 曰! '周起

元# 字仲先# 海澄人) 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 明年成进

士) 历知浮梁, 南昌# 以廉惠称)( 周起元去世后# 明朝

大学士黄道周为他撰写墓志铭# 有 '兰香自烧# 膏明自

焚( '行仁义# 蹈忠信( 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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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上# &/"&- 世纪被认为是大航海时代# 是欧洲

人认识东方, 东方人认识西洋# 彼此之间进行经贸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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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周起元所处的时代# 正是大航海

时代开启的初期)

周起元出生于临海而居, 以海为生的厦门海沧后井

村) 彼时的海沧# 有一家金沙书院# 是同安理学大儒林希

元于 &/0, 年开办# 目的在于传播儒学)

嘉靖年间# 一幅表现中国历史地理与海外形势关系的

*古今形胜之图+ 横空出世) 这幅地图的原作者是江西进

士喻时# 最初刊刻于 '信丰北宫() 原图纵 &&/ 厘米# 横

&%%厘米# 木刻墨印着色- 设色精致# 分别用赭黄, 绿蓝,

青蓝三色普染图上的黄河, 江湖海洋和高山峻岭- 两侧有

说明文字记载图幅范围及当时所设府, 州, 县, 卫, 所等

建置数目- 图中标注地名近千处# 京城, 省府名套双线方

框# 州名及一些重要地名套单线框# '今( %明代& 地名

用阳文# '古( %明代以前& 地名用阴文区别表示)

嘉靖三十四年 %&/// 年&# 周起元的祖父周一阳协助

林希元重新刊刻 *古今形胜之图+# 收录于金沙书院内#

其目的不仅在于 '欲便于学者览史# 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

害之地(# 更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 让学生在读圣贤书的

同时# 兼顾史地知识的学习)

*古今形胜之图+ 是一幅相当粗略的中国地图# 其质

量远比不上当时官府掌握的 *广舆图+) 但这幅地图# 从

喻时的初次刻图# 到林希元在海沧金沙书院重刻# 后来由

闽南商人将其带到菲律宾#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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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查理士得到了金沙书院重刻版的 *古今形胜之图+#

随后将之送到欧洲)

一幅地图# 辗转多地多国# 成为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

一张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图# 其所载的文化信息# 使欧洲人

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 这幅地

图承载了不可估量的深厚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中西方交流

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周起元的童年时期# 金沙书院重刻 *古今形胜之图+

已有近 $% 年# 在海洋文化的传播上已经算是 '成熟( 的

书院) 周起元便是在这样的一所书院里# 接受了启蒙

教育)

童年的周起元# 一次又一次站在 '知天下形胜古今要

害之地( 的地图前# 端详地图上的地形地貌, 山川河流#

浸淫于海洋文化之中) 他的眼界# 不知不觉得以开阔# 海

洋文化的烙印# 不知不觉镌刻进他的心里)

明初时# 因倭寇和海盗猖獗# 朝廷以海禁为国策# 直

至明末# 绵延数百年的海禁政策# 使沿海百姓出海捕鱼谋

生面临着官府围剿和海盗突袭的危险) 面对浩瀚大海# 沐

浴天风海涛# '开放海禁# 促进海上贸易( 这一意识# 在

周起元心里# 一点一点萌芽, 一点一点成长# 最终长成一

棵参天大树)

初入仕途# 周起元与一批漳州出身的士大夫组成礎云

诗社# 他们志同道合# 吟诗作赋之余# 关注国家命运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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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生计) 诗社成员中# 有周起元的好友张燮) 彼时# 张燮

受海澄知县陶和漳州府司理萧基, 督饷别驾王起宗的委

托# 着手撰写 *东西洋考+# 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

通商的指南)

*东西洋考+ 成书后# 共 &$ 卷# 收录了明代中外关系

和东南亚各国历史, 地理知识# 记载了东西洋 0% 国概况

及各种航海知识# 是一本洋洋巨著)

周起元为好友喝彩# 为 *东西洋考+ 作序) 在序言

中# 他概述了汉唐以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史迹# 阐明了自己

对开放海禁, 发展海澄一带航运业, 造福百姓的观点# 将

对海洋文化, 海洋经济的远见卓识# 淋漓尽致地阐述了

出来)

他写道! '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 于是五方之贾# 熙

熙水国# ?裓踖# 分市东西路)( 他指出! '四夷产宝# 中

土产文)( 他的观点# 完全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轻商业,

轻贸易的理念) 他认为# 海洋经济得以合法化# 不仅利于

民生# 而且能成为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 '殆其为天子之

南库也(# 相当于是朝廷设在南方的一个金库) 此时# 周

起元已然意识到开发海洋的最重要意义"""经国阜财, 固

围强边# 即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万历四十五年 %&1&- 年&# *东西洋考+ 即将付梓)

时任广西参议, 回乡省亲的周起元和张燮一同考察月港#

度量圭屿地势# 筹划在圭屿上建塔) 周起元认为# '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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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 建塔中流# 当使潮音虚嗒# 水月澄鲜(# 一座高塔

伫立在圭屿岛上# 亦可 '砥柱狂澜# 撑持地轴() 于是#

周起元和张燮合力发出 *圭屿建塔募捐书+# 号召民众为

建塔献金)

圭屿岛其 '状如龟浮波面(# 故名 '龟屿() 随之雅

化# 成为 '圭屿() 方言之中# '圭( 与 '鸡( 谐音# 遂

又俗化为 '鸡屿() 圭屿岛溯流而上# 即是当年的月港)

明代以来# 海上贸易兴起# 月港为重要商埠# 圭屿岛便是

东西洋商船出入月港的必经之地) 嘉靖四十五年 %&/11

年&# 明朝政府在岛上设置 '盘验(# 稽查海上来往船只#

征收海舶贸易税收) *海澄县志+ 称圭屿岛 '屹立海中#

为全漳门户(# *厦门志+ 称其 '屹立海中# 为厦岛之内

臂, 漳郡之外户()

圭屿塔在众人的支持下很快完工) *海澄县志+ 载!

'此塔不仅关阖邑形胜# 实赖补全郡东北之虚)( 圭屿塔建

成后# 一跃成为往来商船和渔民的坐标# 成为海洋丝绸之

路的前哨# 成为一颗璀璨的海洋明珠)

圭屿塔于近代坍塌毁去# 但它留下的历史印记, 昭示

的历史意义# 至今依然深远重大) 而周起元# 以知识分子

特有的洞察思索# 以卓识远见和精辟论述# 当之无愧地被

今人称为 '闽南海洋文化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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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 %&1%% 年&# 周起元乡试第一# 次年中

进士) 随后# 他出任浮梁知县)

浮梁# 宋属饶州# 今江西省景德镇) 此地人杰地灵#

历代兴办书院之风颇盛)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 是私

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 研究学问的场所) 书院之设#

始于唐# 兴于宋元# 发展于明清) 据考# 浮梁最早的书院

是创办于南宋初期的新田书院) 元至元十七年 %&$'%

年&# 位于浮梁县北关莲荷塘的双溪书院华丽出现# 因建

堂于双溪之上而得名# 书院有礼殿, 敬简堂 &$ 间) 明初#

双溪书院被毁)

万历三十三年 %&1%/ 年&# 知县周起元本着 '人才是

兴国之本, 富民之基, 发展之源( 的理念# 按志载图# 重

建双溪书院)

重建的双溪书院占地约 $1% 亩# 前有范仲淹任职饶州

期间巡行浮梁县时倡议开挖的 0- 亩莲荷塘# 塘内广种白

莲# 建有 '聚奎桥() 双溪书院兴盛时期# 知名学者, 理

学家吴迂, 胡云龙, 黄龙光, 杨维翰, 王学古, 黄士俊等

都曾于双溪书院主讲过) 明天启五年 %&1$/ 年&# 阉人魏

忠贤迫害东林党人# 诏毁天下书院# 双溪书院及浮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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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皆被毁) 但双溪书院作为彼时重要文化摇篮的地位#

一直不曾动摇)

任浮梁知县几年后# 周起元被调任南昌知府) 因政绩

斐然# 逐渐受到朝廷重用) 此后# 周起元历任湖广道御

史, 陕西巡抚, 广西参议等职) 每到一处# 周起元皆急民

众之所急# 想民众之所想# 倾力造福民众# 受到各地民众

的拥戴)

官越当越大# 但周起元的生活依然极其俭朴) 他刚上

任江南巡抚时# 时任光禄寺丞的同乡涂一榛返乡省亲# 路

过周起元任职的苏州# 便到官衙相访) 临别时# 周起元交

代说# 他的妻子要到苏州与他团聚# 若路上遇见了# 叫她

在杭州帮他制了夏衣带来) 涂一榛不解地问! '为何不在

当地购置夏衣0( 周起元解释说# 刚上任# 万万不可向所

属部门购买# 以免下属官员以此为由送礼# 所以让家眷从

别处购置衣物)

周起元 '丝粟无所取( 的清明廉洁精神# 不仅让同乡

无比感慨# 也获得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誉)

万历三十八年 %&1&% 年&# 周起元选授御史赴京待

命) 时值朝廷考核京官# 这是关系官员升迁降黜的大事#

是党争的焦点) 周起元正值京察之际来京# 以他的为人和

影响# 势在必然地被卷入党争的漩涡) 无奈中# 周起元在

京待命达两年之久# 一直到万历四十年 %&1&$ 年&# 才授

命为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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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 %&1&0 年&# 朝廷派太监高肕管征福建

工商各税# 高肕看中海澄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 便于每年

冬天商船回航时# 带着他的卫队来海澄# 对商船进行检

查# 以进贡皇帝为名# 强索进口的珍宝和贵重物品) 百姓

向地方官控告# 高肕就派人杀死检举者 $% 多人# 放火烧

毁 3% 多户人家的住房# 民众群情激起# 包围了高肕设在

月港的官衙) 地方官怕事态扩大# 加以制止# 百姓只得含

冤解散) 而高肕# 竟然埋怨地方官镇压不力# 于翌日率领

他的卫队驰回省城# 威胁巡抚袁一骥必须惩办地方官) 省

里官员都不屈服# 调动武力对抗# 并由巡抚, 巡按, 按察

使联名# 上疏报告朝廷)

太监高肕的种种恶行# 导致了贸易境况恶化# 市场凋

敝# 引发了沿海百姓暴动# 百姓苦不堪言) 家乡相续传来

高肕 '横征海舶洋货# 胁官吏# 烧杀市民( 的种种罪行#

让身在外省任御史的周起元拍案而起) 他挺身而出# 参与

了对贪官的斗争) 他直言弹劾# 为民请命# 奋笔疾书 *参

税高肕疏+# 历数高肕驻闽之斑斑劣迹# 开篇曰! '湖广

道监察御史周起元题为税监剥民价, 戕杀生命, 要挟重

臣# 乞大奋乾刚# 速行正法# 以存国纪# 以安地方事)(

他说! '从来税监最贪, 最狠, 最毒)( 提请皇帝将高肕

'速行正法以存国纪# 以安地方() 同时还从 '民为邦本(

出发# 提醒皇帝! '臣恐防川不决# 决必滔天- 宿火不发#

发必燎原$$皇上岂善为社稷计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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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高肕被召回京# '瘟神( 灰溜溜地离开了福建)

天启三年 %&1$3 年&# 周起元被召为太仆少卿) 彼

时# 刑部侍郎邹元标和左都御史冯从吾创办了首善书院#

书院地处周起元的巡抚域内# 周起元自然时常造访书院)

由于书院传播道学# 时常议论朝政# 兵部给事中朱童蒙便

上疏请求禁止# 并诋毁道学为 '伪学() 周起元一向尊崇

程朱理学# 容不得有人诋毁# 便上疏为书院辩解) 最终#

朱童蒙被贬为苏松分守参政)

朱童蒙离开京师后更加骄横# '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

血肉狼藉() 又曾非法击毙漕卒# 百姓恨之入骨) 周起元

得到百姓控诉# 勃然大怒# 说! '天子命我抚民察吏# 可

坐视此等虐吾民耶0( 于是# 他继续上疏弹劾) 结果# 朱

童蒙投奔到魏忠贤门下# 被调回京师# 升官为太常寺卿)

天启四年 %&1$0 年&# 周起元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

巡抚江南苏松) 当时在吴中地区督管织造的太监李实依仗

阉党为后盾# 诬告不依附巴结他的下属官员# 周起元三次

上疏解救被诬陷的官员) 李实见未能得逞# 又以上供为

名# 在原有税赋外要求吴中百姓上缴 &% 余万银两) 他贪

横无忌的恶行让吴中民怨沸腾) 周起元不忍民众疾苦# 写

*去蠹七事疏+# 上疏指控李实罪状# 引起李实的靠山魏忠

贤的嫉恨)

不久# 魏忠贤便矫旨削去了周起元的官籍) 惹下杀身

之祸的周起元只得整装归里# '吴人无老少不皆随送# 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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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声塞市() 时人赞扬周起元 '公去而名益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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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 万历皇帝懒于政事# 天启皇帝

荒嬉无度# 朝政逐渐落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手中)

周起元因多次弹劾揭露阉党恶行# 始终不肯与阉党同

流合污# 被魏忠贤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尽管周起元已被削籍归里# 但阉党仍欲置他于死地)

天启六年 %&1$1 年& 二月# 魏忠贤命兵科给事中李鲁生

弹劾周起元借讲学为名# 与高攀龙, 周顺昌等 '朋比为

奸, 讥讽朝政() 又取来有李实盖印的空白奏疏# 令李永

员, 李朝钦填写# 诬告周起元为巡抚时# 阻拦上缴赋税#

贪污十余万金) 周起元因此被锦衣卫从家中逮捕进京)

据 *漳州府志+ 记载# 锦衣卫至# 士民大惊# 传闻退

赃即可赎身# 家乡父老在四城门设下木柜# 号召民众投钱

救人) 不到数日# 便筹满钱款) 民众将钱款如数交给锦衣

卫# 并哭诉周中丞 '冤而贫(# 希望押解的锦衣卫能给予

方便# 善待他)

周起元被押解进京# 落在都指挥佥事许显纯手中) 许

显纯 '略晓文墨# 性残酷(# 杨涟等十余人皆死于其手)

史志记载# 周起元身受严刑# 屈打成招) 然而# *明史/

许显纯传+ 说! 杨涟, 左光斗等十余人供状# '皆显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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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 那么# 周起元的供状# 或许也是许显纯伪造)

周起元于狱中寄回家书# 家书上写道! '吾仕宦二十

余年# 只有山田数十亩可供祭祀# 所购吴中卷籍颇多# 可

捡卖为糊口费也)( 寥寥几言# 足见周起元为官之清正

廉明)

天启六年 %&1$1 年& 九月# 周起元因被施于酷刑#

肌肉糜烂致死# 享年 /0 岁)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历史并未忘记周起

元这位体恤百姓的好官) 崇祯元年 %&1$' 年&# 崇祯皇帝

朱由检即位后# 着手惩办魏忠贤及其阉党# 受魏忠贤迫害

的冤案纷纷得到平反# 周起元也始得昭雪# 被追赠为兵部

侍郎衔# 谥忠愍# 赐祭葬# 运棺回乡# 葬于漳州西门外西

渡头# 建祠特祀于漳州府学之西)

周起元宗祠
10&

鹭岛清风D

!"#$%&'()*+()

!!!厦门历史名人勤廉故事读本



明朝大学士黄道周 *送周中丞还里+ 诗云! '沉痛江

山骨# 昭回云汉恩) 青蝇宾客尽# 石鸟规摹存) 杂木怜华

表# 二招反夏门) 欲裁南史简# 挥涕诵遗言)( 黄道周为

周起元撰写墓志铭# 盛赞周起元! '夫子之淳兮# 不为茅

以鰼兮) 夫子之庄兮# 不艾人自芳兮) 夫子之虚兮# 退与

道居兮) 夫子之善兮# 莫胜说兮# 莫之敢撄日食月兮) 衮

兮钺兮# 兰春秋允不谒兮)( 洋洋千言中# 有 '兰香自烧#

膏明自焚( '行仁义# 蹈忠信( 等句# 这是概括周起元一

生的最好写照)

-0&

周起元% 以廉惠称!仁义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