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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历史上可圈可点的历史先贤不胜枚举# 灿若星

辰#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了许多代代称颂, 熠熠生

辉的不朽功德及轶事传说# 或宦绩勋猷, 廉能双馨# 或著

作等身, 学理先驱# 或威震海疆, 战功彪炳# 或以弘德载

道享誉坊间, 以风骨气节隐居乡野) 位列旧文献记载 '主

祀七十六位, 附祀二人( 的乡贤祠历史人物之一# 出生于

明万历元年, 卒于崇祯十四年的叶成章# 就是这些历史先

贤中以宦绩勋猷, 廉能双馨留名于青史的一位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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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章# 字国文# 号慕同# 明代万历元年 %&/-3 年&

八月初八出生于同安县褒美南洋保路下村 %今属厦门市同

安区汀溪镇&# 父亲叶萃阳) 其祖辈原由同安褒美迁南安

白石# 至其父辈始回迁褒美# 定居今新路)

由于家境贫寒# 叶成章自小就饱受饥寒困苦# 后过继

同宗叶震阳为子) 叶震阳家境稍好# 对叶成章视如己出#

叶成章九岁时# 叶震阳即把他送到 '泮宫( %当时的乡村

学堂& 学习) 据闻叶成章勤奋好学# 废寝忘食# 卷不离

手- 又聪敏睿智# 融通经典# 常能举一反三) 入学不久#

叶成章进步神速# 学业精进# 老师对其赞誉有加# 因遇有

这样禀赋优异的弟子倍感自豪# 常言此子若跟着他勤学不

辍# 假以时日金榜题名自然不在话下# 仕宦生涯前程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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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估量云云) 但后因叶家家境时好时坏# 叶成章的学习进

度也受到了影响# 在泮宫的学习时断时续# 常中断学业帮

助家里做些杂务以度时艰)

关于少年叶成章的聪明机智#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

说) 相传叶成章由于家贫身体瘦弱, 衣衫破旧# 辍学打工

时常受富家主人欺负) 有一次# 富家主人把本该由大人完

成的下田捣泥的重活# 苛派叶成章去做) 人在屋檐下不得

不低头# 为了能帮家里挣点家用# 叶成章虽然内心不平#

却没有拒绝) 干活时# 叶成章特意穿着一双旧鞋踏捣泥水

土浆) 主人从未见过有人穿鞋捣泥# 觉得很奇怪# 就问叶

成章为什么穿鞋而不是光脚捣泥0 叶成章略一沉吟平静地

回答道! '软土有弱刺)( 主人闻之愕然# 觉其话中有话#

细思之却也无言以对# 又见叶成章眉目清秀# 绝非愚钝顽

劣之材# 认为此子答话隐含不满却又锋芒不露# 镇定自

若# 而且合乎情理# 如此聪慧而矜持# 日后必成大器# 顿

生爱惜之心) 不仅没有为难他# 还从此免其较辛苦的杂

役# 只派他做些轻松的活计# 间接为叶成章的学业提供了

便利) 就这样# 叶成章一边帮工# 一边坚持修学)

在学习条件颇为艰苦的情况下# 叶成章刻苦磨砺# 持

之以恒# 立志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 从而出人头地, 光

耀门楣) 虽然和家庭条件较好的学子相比# 叶成章科考进

度并不顺利# 但梅花香自苦寒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

日积月累# 叶成章学养根基通达深厚# 经典时文无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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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八股制艺娴熟精到# 参加各级科举考取功名可谓行稳

致远# 后来居上)

叶成章的付出不断地得到回报# 在接连通过县试院

试# 考取童生, 秀才功名后# 叶成章于明万历壬子年

%&1&$ 年& 赴乡试# 并顺利中举# 踏出了通过科举成就功

名的重要一步) 虽然考取举人已属不易# 且年事渐高# 但

叶成章志存高远# 举人的功名显然不足以让他满足和止

步) 七年后# 他再接再厉# 并于万历己未年 %&1&, 年&

赴京参加殿试并一举高中# 皇榜题名# 进士及第# 登上了

科举道路的人生顶点) 同科进士的本邑人士尚有康尔韫,

刘梦潮, 苏寅宾等) 其时# 叶成章已 0- 岁# 属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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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章金榜题名后# 很快就得到朝廷的重用# 初仕出

任江苏长洲县令) 长洲县隶属苏州府# 据记载# 叶成章到

任时 '漫不省事# 人呼为叶水头# 居官处世# 以康廉严毅

著称) 既而判决如流# 钱谷利弊# 洞若观火# 革陋政# 节

官费# 绝包揽# 取其奸之尤者重创之# 狱讼清简()

这段记载生动, 简约却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了叶成章在

长洲令任上的为官表现和任内政绩) 他在任期内不多言不

多事# 但居官处世清廉自持# 刚正不阿# 严肃庄重- 处理

政务娴熟果断# 快速有效- 清晰洞察本地钱币和粮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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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了解其有利因素和存在问题- 专心致志改革陋政# 努

力摒除宿弊- 提倡勤俭节约# 节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 同

时杜绝各种大包大揽做法# 对违法者依律惩处# 对那些罪

行严重者从重处置# 且判罚理讼快捷清楚# 公正透明# 做

到平赋清狱# 案无留牍) 此外# 还有相关记载称其平易近

人# 礼贤下士# 勤政爱民# 例如在催科税费方面# 能够体

察实情# 鸠敛有度# 公平有法# 民不烦拢# 莫不信服)

明朝在万历年间虽一度出现中兴之象# 但万历后期#

举国上下沉疴痼疾缠身# 已呈积重难返, 江河日下之势)

然长洲地处江南富庶之地苏州的要津# 经济一向比较发

达# 粮丰物阜# 货品流通顺畅便利# 因此# 仍是丰饶富

足# 市井繁华) 本地富绅官使以及有功名的生员士人为数

不少# 权豪显贵等民间势力影响和干预官员施政已成一时

风气# 叶成章到任后虽然展现清流# 摒弃旧俗# 但请托拉

拢, 攀附巴结者依然络绎不绝# 纷纷扰扰) 叶成章不为所

动# 坚决顶住压力# 一概拒绝各种利诱和应酬# 保证施政

不受到民间势力的干扰和左右# 同时洁身自好# 办事公

允# 不留一丝把柄给别人) 对于官场上的迎来送往# 照旧

例必设宴迎候# 赠送特产礼品等# 叶成章一律化繁为简#

简餐招待# 但客气周到# 低调内敛# 欢然迎别) 对于家人

及其子弟随侍者# 则是要求甚严# 制定严格规范约束其行

为# 未经他的允准不得随意出行# 不得颐指气使# 更不得

擅自染指公务# 享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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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施政有效# 自律极严# 廉洁勤俭# 叶成章在长洲

令任内绩效突出# 政声显扬# 长洲在其辖下管治有序# 百

姓安居乐业# 一派祥和) 这些施政做法的推行和政绩成效

的取得# 固然与叶成章从小历经贫苦# 了解民情# 生活经

验丰富以及深厚的学识修养和高超的理政能力分不开# 同

时也是与他出仕时已年近五旬# 老成持重# 深知官场积

弊# 详察本地政情# 懂得如何上报君恩, 下恤子民# 并珍

惜得之不易的功名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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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章在长洲令任上的政绩和廉能表现深得民心# 任

内考核也无懈可击# 渐渐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 崇祯

元年 %&1$' 年&#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 也是明朝作为全国

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登基后的第二年# 叶成章

终于得到举荐提拔# 被朝廷召升为都察院御史) 都察院是

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 御史属言官范畴# 据 *明史/职

官志二+ 记载#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 辩明冤枉# 提督

各道(# 御史实为天子耳目# 可大事奏裁# 小事主断# 权

势颇重) 叶成章到任后# 不负重托# 尽职尽责# 敢于屡献

直言# 上任不久即受崇祯皇帝委任# 参与纠弹大奸臣魏忠

贤阉党之责# 虽然不负主责, 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协助崇祯皇帝平定了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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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案)

此外# 叶成章还上奏著名的 '边防十策(# 深得皇帝

赞许# 可谓忠君爱国, 鞠躬尽瘁) 其后# 叶成章受皇命巡

视江右地区# 巡视期间他广纳群言# 惩恶扬善# 处治有

度# 所到之处不摆官架子# 不盛气凌人# 拒礼拒贿# 公平

理政# 秩序井然# 又得到了皇帝的嘉纳褒赐)

由于恪尽职守# 成绩斐然# 考核优异# 仅仅过了一

年# 叶成章再次受到朝廷重用# 于己巳年 %&1$, 年& 进

一步被擢升为巡按兼理学政# 并于次年即庚午年 %&13%

年& 巡按江西# 巡视辖区官风民情# 纠察政务偏失# 考核

官员绩效) 辛未年 %&13& 年& 又因勤政有功被晋升为大

都院) 壬申年 %&13$ 年&# 叶成章巡按江南江北八府三州

提督学院# 遍访各地# 掌握实情# 礼聘道德高尚, 声名俱

佳的饱学之儒# 据载其 '所拔士多显达() 他同时深入民

间# 体察民情# 关心民瘼# ' %组织& 捐资以赈灾民# 境内

肃然# 咸服其无私(# 被称颂为 '爱民如子() 其后叶成章

返京入职礼部# 任职期间# 整顿科举制度# 广招四方贤

才# 十分尽心尽力)

戊寅年 %&13' 年&# 六十六岁的叶成章再沐皇恩# 迎

来仕途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大幅升迁# 一举升任大理

寺丞摄卿事# 官居三品# 位列九卿# 登上了他官宦生涯的

最高峰) 大理寺为明代三法司之一# 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

院# 职掌刑狱案件审理, 复核驳正等重责# 可谓位高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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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叶成章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 也没有因官居高位而忘

记本心# 他在任上执法严明# 断案严厉# 铁面无私# 不畏

强权# 杜绝一切说情通融) 彼时明朝已风雨飘摇# 内忧而

外患# 贪渎之风横行# 叶成章始终严格履职# 拒绝同流合

污) 但高处不胜寒# 他很快便因坚持正确的断案原则和刚

正执法得罪了权臣# 被屡次上奏诬告) 早已因国之将倾,

惶惶不可终日的崇祯皇帝此时已无心详察# 竟听信了谗

言) 最终# 叶成章被罢官削籍家居)

两年之后# 或许是崇祯皇帝幡然悔悟# 或许是朝中已

无良臣可用# 朝廷又想起用叶成章# 便对两年前的罢免叶

成章一案进行复议# 并证明了其清白# 决定重新召用他到

朝中担任要职) 但遗憾的是# 那时候叶成章已经不在

人世)

据载# 叶成章卒于崇祯十四年 %&10& 年&# 享年六十

九岁) 其生前著有 *柱下奏疏+ *宣云奏疏+ *宣云书钞+

*檄文+ 等文稿# 入 '乡贤祠() 他的名言是! '吾智不能

敏给# 而持之以慎- 才不能挥霍# 而积之以勤() 叶成章

的声名德政# 不畏权贵# 清廉正直# 浩然正气# 在多种志

书文献中青史留名) 在其家族 '郡马府( 厅堂的楹联中#

也给予高度评价) 联云! '三宴清廉名宦乡贤昭祀典# 七

升要秩文章经学振家声)( 其二! '启祯七任要秩点以理卿

还以都院# 庆历三宴清廉始为名宦终为乡贤)(

叶成章的故居位于汀溪镇路下新厝社# 土木结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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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旧大厝# 具明代建筑风格) 寿域在 '娘妈巷( 外# 俗

名 '龙潭上(# 志载 '感化里大岭() 叶成章一生清廉,

勤俭# 死后俭葬# 墓地极为简易# 如同平民之墓) 按说叶

成章仕宦显赫# 且在嘉庆 *同安县志+ 也载明! '叶震阳#

成章嗣父# 邑诸生# 赠御史) 叶萃阳# 成章生父# 赠御

史)( 也就是说连其生父, 嗣父也按例给予诰命# 其墓葬

何以如此简约0 一说可能与历史背景有关# 叶成章担任朝

廷重臣时已是明末# 王朝早已日薄西山# 叶成章卒年时清

兵也已兵临城下# 官府或家族于兵火战乱中恐无暇优厚办

理其治丧之事) 但笔者更愿相信# 叶成章一生勤政清廉#

官宦生涯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后期皆任职于监察, 司法机

构# 以明朝的俸禄# 若不涉贪腐# 官员注定要拮据度日#

即便叶成章官至高位# 但以其高洁的品格, 廉能的官声#

估计并未存留太多的遗产家底# 再加上时艰严酷# 未能厚

葬也并非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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