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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溪林村# 坐落着一座闽南红砖

古厝) 古厝并不大# 花岗岩为基# 红砖为身# 片瓦为顶#

在洋楼群间显得格外起眼) 古厝前立一花岗岩石碑# 上

书! 林一柱廉政教育基地)

林一柱廉政文化公园全貌

古厝大门右侧# 是一座搭盖简易的砖房! 福德堂) 其

奉祀本地神癨""" '林府王爷(# 即林一柱# 香火甚旺)

离走马人村 %溪林村的五个自然村之一& 不远的乌涂村还

有一座福亨宫也供奉着林一柱# 落成于其仙逝第二年的农

历八月二十五) 此后# 这一日便成为林府王爷的祭祀日#

成为当地最热闹的节庆) 俗谚道 '俭肠敛肚# 俭在八月二

五(# 意为村里再穷的人家# 在此日也要为林王爷准备供

品# 可见林一柱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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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柱# 字廷郢# 号璞所# 生于明万历甲戌年 %&/-0

年&# 卒于天启乙丑年 %&1$/ 年&) 万历三十八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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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进士# 官至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 家居同安溪林

走马人村)

书香门第往往需要几代的积累# 林一柱的出现# 并不

是偶然) 他所在的林氏家族# 是东市林氏# 在明代算同安

县大族) 东市林氏人文蔚起# 科第蝉联) 明永乐六年# 林

性任湖广安速知县- 明成化六年# 林宗任湖广城步知县-

明成化丙午科# 林启中解元# 累官南京国子监丞- 嘉靖年

间# 林天德任云南路知州- 嘉靖丙辰科# 林从槐中进士#

累官南京户部主事- 万历庚子科# 林宪卿中举人- 万历庚

戌科# 林一柱中进士# 官湖广道监察御史转巡按南京应天

府监察御史- 万历丙辰科# 林道推 %天德子& 中进士# 官

大理寺评事- 崇祯壬午科# 林谦复中举人)

林一柱的高祖林启# 在 *同安县志+ 里还能查到关于

他的廉政故事! 林启任南京国子监丞时# 前任国子监祭酒

刘震接受监生馈赠攒了个小金库# 林启知道后# 取消小金

库# 把钱还给监生) 后来# 林启在任上发病中年早逝# 年

仅 0, 岁) 因平日清廉# 家里穷得没钱为他办丧事# 得应

天巡抚林俊帮忙# 才把丧事办了) 同安为林启立有 '解元

坊(# 可惜年代久远# 已被废除)

林一柱是家中独子# 幼年生活拮据) 其父林晃# 字道

昭# 号静轩# 因避流贼得腿疾# 家徒四壁# 几乎只有一支

拐杖一张床) 由于家贫如洗# 所以林一柱从小就到西山社

姑母家放牛) 据说他自小聪明# 人称神童# 放牛时林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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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地上划个圆圈# 牛乖乖在圈内吃草时# 他就跑到书房外

面看私塾先生上课# 一来二去# 对学问了然于胸) 有几

次# 先生奇怪地发现# 他布置的作业# 几位平时学习不好

的学生都完成得很出色# 于是额外留神# 终于发现了秘

密! 原来是窗外的牧童 '搞的鬼(# 先生唤住牧童! '小朋

友# 你叫什么名字0( 牧童答! '叫林一柱() 先生问! '念

过书吗0( 答! '没有() 先生想# 没有念过书# 又能识课

文# 真是神童) 于是就破例吸收他免费入学) 而后林一柱

刻苦学习# 学业长足进步)

走马人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林一柱少有大志的故事)

据传# 曾有富贵人家请风水先生到走马人勘探生圹 %即墓

主在生前建造好的墓地&# 为了不招致村民反对# 决定宴

请走马人村民以笼络人心) 独独漏掉林一柱一家人# 这让

少年林一柱颇为不快) 于是# 隔天就穿着靴子去替该富贵

人家干活# 富贵人家见了# 就问林一柱! '你为什么穿着

靴子来干活0( 林一柱回答! '你别看我穿靴子来干粗活#

就认为我没有大志向() 听到这样的回答# 这户富贵人家

觉得这个少年与众不同# 日后必成大器# 于是不敢继续在

走马人建造生圹)

林一柱的 '朋友圈( 也可圈可点) 他未及第时# 曾在

香山岩 %位于今翔安区东南部香山上& 读书) 据说当时有

十位童生在香山寺结为盟兄弟# 分别为张及我, 陈文瑞,

周家椿, 张廷拱, 许钟斗, 蔡复一, 蒋芳镛, 林一柱,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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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章, 李扬虞) 十人当中除了张及我# 其余都先后中了进

士# 成为显宦名儒# 传为一时佳话)

JKLM<éêNO

参加乡试后# 林一柱榜上有名) 明万历丙午年 %&1%1

年&# 中乡试举人# 又于庚戌年 %&1&% 年& 进士及第)

林一柱任职第一站是在风景秀丽的扬州# 为文林郎#

在扬州十年# 核实当地舆论民情# 审理案件时常平反冤假

错案# 不滥用酷刑) 评曰 '清风飒然( % *同安县志+&)

万历朱翊钧薨后# 明光宗朱常洛登基# 年号 '泰昌() 新

帝临朝未满月# 又驾崩# 留下庙号 '光宗( 和绰号 '一月

天子(# 也留下一堆遗诏) 遗诏之一# 便是将以前一群还

未正式安排官职的进士授予实职# 共五十五人) 林一柱因

而授官湖广道监察御史) % *明光宗实录+ 卷 3& 同安名

士# 蔡献臣立即赋诗 % *送林璞所应召赴阙+& 祝贺!

雄文壮岁许谁如" 明诏征才下玉除$

万里骅骝开逸步" 九秋雕鹗快凌虚$

庙堂未解忧东顾" 军国尚祈涣内储$

肉食畴堪撑社稷" 看君蚤上达贤书$

林一柱年近五十才得以重用) 一腔热忱# 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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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以后边患深重# 统军治国需大量人才# 因此蔡献臣

很看好林一柱# 把他比喻成骏马和雕鹗希望他尽快 % '蚤(

同 '早(& 上书# 为朝廷多荐举些人才 %达贤&)

继位 '泰昌( 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 朱由校登基时#

年方十六# 心思并不在朝政上# 而是沉迷于木作, 漆作和

建造宫殿) 其 '性好营建# 回廊曲室多手操斧锯为之) 然

喜厌不恒# 成而毁之# 毁而复成) 是以累岁卒未竣工(-

又 '好手作漆器# 砚床梳匣之属皆饰以五彩# 工巧妙丽#

出人意表) 当賙削得意时# 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 命识

字女官朗诵) 官职姓名语诵甫毕# 玉音辄谕王体乾辈

曰! 我都知道了# 你们用心行去() % *天启宫词+&

身为湖广道监察御史的林一柱看不下去了) 明代都察

院以监察为主责# 下分十三道# 湖广道为其一) 虽冠名

'湖广(# 然其监察对象却不限湖广官员# 内外百官的 '官

邪 %官吏违法失职&( 皆可纠劾) 林一柱履职后# 把监察

作为己任# 克己奉公)

明熹宗天启元年# 林一柱多次上疏# 一一陈述由卖官

鬻爵, 虚报士兵编制获取饷银造成官场, 军队名存实亡的

弊端# 希望可以为冤死的忠臣平反# 明辨是非功过而赏罚

分明# 以致有 '世运当厄# 举国若狂( 的名句)

天启二年正月# 林一柱上疏# 曰 %译文&!

陛下聪明圣知" 达于天德$ 臣下只是害怕您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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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周全" 视野不能超越眼前# 光芒未能普照" 关爱

只局限在宫中$ 于是在您身边" 悄悄为您献言几句%

陛下列鼎而食" 但郊野之外" 却有满路流离失所

之人" 有吞野草刮树皮! 在道旁下跪乞讨! 腹中没有

半粒粮食的人$ 陛下轻裘肥马" 但宫阙之下" 却是栖

身风雪之中的人" 有赤形衳体僵卧于道路之侧" 挣扎

到天亮" 最后又毙命的人$ 陛下安适闲暇" 但田野间

有握持农具辛勤耕作" 道路上有辛苦推车! 拉牛的

人" 一年到头得不到片刻休息$ 陛下优游自在" 但监

狱中的人" 叫天天不见" 入地地无门" 严刑拷打之

下" 顷刻与鬼魅相伴$

就如锦衣卫奉旨前往审问人犯" 陛下以为这不过

是很平常的事" 却不知道锦衣卫的刑罚" 是先打而后

问" 不论罪行有无! 情节轻重" 只要是奉旨办事" 酷

刑就全都来了$ 纵使将来复查申诉" 洗清冤情" 然而

当前几天就无法活了$ 所以事情不是极真切! 极重大

的" 不要轻易地牵扯进皇家的官司中$

以上这些" 都是陛下所应当知晓的$ 如果有丁点

不知道" 就是您身边人蒙蔽您啊$ 陛下如果想保全天

下繁衍不断的生机" 天地四时之气循环往复而不凝

滞" 就在于 )亲贤纳谏* 而已$ +原文见 ,明熹宗七

年都察院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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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实录+ 将林一柱的奏章归结为三要点! '曰恤

民穷# 曰容言官# 曰慎诏狱() 该疏还未得到答复# 林一

柱又上一本# 疏曰 %译文&!

前早贬谪的掌管刑法的官员李献可" 是癸未年的

进士$ 他依照职责向万历皇帝上书" 铮铮然有正直之

言" 却被免去官籍流放回乡$ 虽说其如朝阳之凤" 但

一片忠心却只能掩埋荒草之间$ 微臣心中暗自为之

悲伤$

皇恩普照本应天下皆同" 但群臣生死却有不同$

我这才知道天下事" 自己所不知道的" 因沉溺郁抑而

不得申诉的多了$ 如果不是臣下说出来" 陛下从哪里

知道呢( 我恳求皇上下诏给有关部门" 赶快商议李献

可的赠封追恤之事$ 这也是皇恩泽沛之下" 不容许遗

漏和滞后的啊$ +原文见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天启见过奏章# 非常不高兴# 降旨责备林一柱不谙事

体# 掇拾套词# 李献可该不该抚恤应有关部门定# 林一柱

不该多次上奏# 凭着同乡的关系轻率地说东道西)

写到这儿# 有必要说说这天启皇帝朱由校) 其在位期

间# 其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专权# 制造了 '乙丑诏狱( '丙

寅诏狱( 等冤狱# 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另外还有来自

辽东后金对明朝的威胁) 朱由校即位后# 罢免了有胆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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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辽东经略熊廷弼# 后在阉党策划下# 熊廷弼被杀# 辽东

战局陷于重重危机) *明史+ 对其的评价为! 明自世宗而

后# 纲纪日以陵夷# 神宗末年# 废坏极矣) 虽有刚明英武

之君# 已难复振) 而重以帝之庸懦# 妇寺窃柄# 滥赏淫

刑# 忠良惨祸# 亿兆离心# 虽欲不亡# 何可得哉)

再回到林一柱的奏章) 君臣二人所说的李献可是林一

柱同乡# 于万历十一年 %&/'3 年& 进士# 也是从推官做

起# 其后进入户科, 礼科, 刑科# 一直升到礼科都给事

中) 给事中是行使谏言监察的职责# 都给事中则为给事中

之长) 万历二十年 %&/,$ 年& 正月# 李献可带领六科诸

臣上 *皇太子出阁讲学疏+# 疏中直接涉及皇室太子废立)

万历见李献可奏章龙颜大怒# 以 '违旨侮君( 之罪# 将李

贬官外调) 随同上疏的六科诸臣# 也一律夺俸半年) 李献

可不爽# 遂去职还乡)

林一柱屡屡触及皇帝 '隐痛(# 自然引来皇帝一肚子

不高兴# 于是给他 '挪了挪位置() 第二年# 林一柱出任

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 蔡献臣又献诗 *送林璞所诗御

按南畿+!

劝君蚤上达贤书" 不谓题才漫及予$

岂有浮名堪剪拂" 只惭知己借吹嘘$

万年根本垂皇眷" 八道循行出使车$

苍郁蒋山瞻旺气" 澄清风裁壮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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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献臣是个廉臣# 依然劝请林一柱 '早上达贤书( 或

许能获皇上眷顾 % '皇眷(&) 林一柱忠贞刚直# 仍旧上疏

不辍)

且来看看林一柱上疏的密度! 天启二年三月# 林一柱

上疏要求将对辽东失地负有主责的辽东经略使熊廷弼# 与

辽东巡抚王化贞等罪严惩) 天启三年五月# 又上疏要追究

新任辽东巡抚阎鸣泰的弃阵逃遁) 南京东宫着火# 林一柱

上疏请修复# 又冒明朝之大讳请求恢复建文皇帝 %即惠帝

朱允?& 庙号) 此外# 还上疏历陈 '卖士饷卒# 名存实

亡( 之弊# 弹劾织造监李实压制官员, 祸害百姓的罪状)

疏上多了# 林一柱终于遭到了魏忠贤阉党及其爪牙的敌视

与打击报复) 天启帝内心不悦# 在弹劾阎鸣泰的疏上批

示! '林一柱何必多言)( 天启三年# 按明代制度# 把他转

调为广东参政) 林一柱自认一腔热忱被浇了盆冷水# 遂与

李献可一样# 请求辞职并告假返乡)

PQ%X<8l67

林一柱回乡后# 以孝敬父母长辈, 亲睦兄弟朋友而著

称) 此外# 他虽归故里# 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 日日关心

朝堂动向) 天启五年时# 因御史李灿然, 南京工部右侍郎

何乔远等屡次奏疏# 皇上降旨同意其复职)

知悉朝廷近期有诏书下达# 处于边陲小城的林一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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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是朝廷要重新启用或阉党要问罪# 便吩咐下人前去打

探消息) 他归籍时已历官管辖十二府# 按规制已可享受十

二面大锣鸣锣开道相迎的待遇) 林一柱告诉下人! 如果是

前来的仪仗中有十三面大锣 %加管一府& 即为重新启用#

如十二面大锣可能凶多吉少)

到了路边# 下人远远看见一阵仪仗沿途鸣锣而来# 隐

约看见只有十二面大锣# 心里一沉) 数了又数# 依旧是十

二面# 于是垂头丧气回去报告) 林一柱以为是阉党问罪#

死罪难免# 故吞金自尽# 享年五十二岁)

其实# 这是个 '乌龙( 事件) 那日来迎林一柱的# 实

为十三面大锣) 因天气寒冷# 路中有一扛锣的因感风寒#

腹痛难忍前往隐蔽处解决内急# 后才赶上队伍) 也就是此

阴差阳错# 被探访的下人误以为只有十二面大锣) 也因

此# 林一柱被称为 '十三府巡按()

蔡献臣为林一柱撰写祭文# 称之为 '奇男子(# 叹其

'能极谏 %尽力规劝& 而不能得之于君(# 又赞其 '精忠

结于九重# 疏草传于宇内# 声名垂于汗青()

采访时# 在一旁散步的村民见记者谈起林一柱# 便凑

过来说! '何止我们在这里供奉林王爷啊# 在台湾的同安

籍林姓台胞都供奉呢.( 的确# 自古以来百姓最为朴素#

心里爱戴谁# 纵使跨越百年也不曾改变) 如今# 村民们将

林一柱故居进行修复并将其作为林氏宗祠# 同时把他后裔

保留的身着明代官服的林一柱画像修复如新# 存放于林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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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故居内供人瞻仰)

林一柱故居

$%&- 年# 同安区纪委# 新民镇党委, 政府# 溪林村党

支部, 村委会多方协力# 挖掘林一柱的历史文化资源# 修

缮故居及周围相关历史文化建筑# 宣传林一柱为官期间正

直, 为民的廉名佳话# 并将其打造为廉政教育基地)

-'&

林一柱% 恤民穷!慎诏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