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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州风物清嘉，人杰地灵，素有“人间天堂”之美称。
正是这块肥沃的土地，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
今天，苏州经济建设在发展速度在全国连年名列前茅，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发达的文化；而未来苏州
经济的更大发展，更离不开文化与教育，更需要各类杰出专业人才。
　　《苏州状元》是宣传苏州的好材料，也时教育青少年热爱家乡、振兴家乡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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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嘉球，男，1954年生，江苏吴县人。
曾任吴县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吴县市政协委员。
现任《苏州日报》市部副主任、苏州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
已出版《苏州状元》、《苏州梨园》、《洞庭西山》、《苏州名伶》等八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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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钱仲联序二    管  正诗二首    周  秦  徐丈魁姑苏文盛　出状元——兼谈苏州状元的特点及其产生
的原因天下状元第一家“自放状元”陆扆穹窿石移黄由来归潮至唯亭出卫泾抗金名将周虎文武全才刘
必成菊存居士阮登炳少年英才数施架温雅和厚的吴宽刚正直谏的毛澄恭谨雅泊朱希周救时良相顾鼎臣
抗倭英雄沈坤太平宰相申时行刚方贞介文震孟义不欺君卖弟的孙承恩“佳状元”徐元文宦情澹泊的缪
彤“艺林楷则”韩菼《全唐诗》总裁彭定求“真讲官”归允肃品学俱优陆肯堂“只办十年官”的汪绎
风度恬雅王世琛学问醇实徐陶璋“琴堂一点红”汪应铨香山老人彭启丰乾隆名儒重臣毕沅知县状元张
书勋风流才子陈初哲连中“三元”的钱棨清廉谨正石韫玉四朝元老潘世恩勤于理政吴廷琛内介外和吴
信中少年才子吴钟骏金石学家陆增祥两朝帝师翁同癫痫状元翁曾源外交官史学家洪钧末代皇帝师傅陆
润庠附一：榜眼传略附二：探花传略附三：状元名录后记主要参考文献书目再版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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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前，苏州市区南星桥西有处高大的第宅，古朴而幽深。
第宅前有座高大的牌坊，坊中央镌刻着南宋左丞相留梦炎(状元出身)书写的“状元坊”三个大字。
此坊是平江知府陈均为咸淳元年(1265年)乙丑科状元阮登炳而立。
    阮登炳(生卒年不详)，字显之，号菊存居士。
宋代平江府长洲县人。
《江苏通志》作“昆山人”，误。
    阮氏先世由福建迁徙来吴，落籍长洲。
阮氏为书香之家，祖传几代研究经学，并以世习《礼记》闻名于世。
阮登炳从小聪明，在祖辈的教育熏陶下，通读经典，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填写的诗词清丽
而不失豪气。
    淳佑六年(1246年)。
阮登炳经人推荐来到京城临安(今杭州市)，任秘书之类的文职。
由于他精明，文才又好，很受器重，得以参与政务，曾提出过许多好的主张和建议，被采纳的不少。
从此，阮登炳的名声与日俱增，并与刘克庄、留梦炎等达官名人交游。
不久，担任了王太子赵祺(即宋度宗)的老师。
咸淳元年(1265年)，阮登炳免上南宫，考中会元；秋七月癸亥，“以谅阴，命宰执类试”，赐阮登炳
状元及第(《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恩例授承事郎。
后历任绍兴府签判、福王府教导官，旋改任承议郎、秘书省正字。
    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当权时，因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推行“公
田法”，即按晶规定占田限额。
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
得1000万亩，每年可收600—700万石租米作军粮。
据说实行公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
利兴”。
先在浙西实行。
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200贯。
占田在200亩以下者免买。
此法实行到翌年，南宋共买公田约1000万亩，收租米600多万石，储存临安咸淳仓。
田法实行的结果，使“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宋史·贾似道传》)。
阮登炳看到了“公田法”的弊病，在任秘书省正字时，上疏抗言停止推行此法。
但因它对朝廷有好处，而被斥责贬官。
阮登炳心里十分气愤，便归隐乡里，仿效晋朝陶渊明栽花种菊，取号“菊存居士”，以表自己高洁傲
霜之志(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七)。
    两年后，阮登炳被朝廷重新召到京城。
不久出任福建路建宁府(今福建建州)添差通判，后又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监丞权少监，迁为秘
书监，官至朝请郎。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攻取并占领了南宋首都临安。
阮登炳与大批宋臣被俘，“随例人燕”(今北京)。
他坚贞不屈，不为利诱，誓不做贰臣。
后因生病而被释放，回到家乡。
卒年82岁，后人将他人祀乡贤祠。
    说起昆山“顾大麻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明代弘治乙丑科状元顾鼎臣，相传他
因小时候出天花，脸上留下了18点麻子。
他官至宰相，嘉靖皇帝出巡时，他还代朝三月呢，后人称他是“救时良相”。
    顾鼎臣知名度高的原因，主要是被文艺家戏曲化了，将他这个历史人物创作塑造成一个舞台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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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并以他的名字作为戏目和书目。
如光绪丙申(1896年)上海文艺书店出版的石印本《绘图秘本弹词顾鼎臣一餐饭双玉块》、石印本宣卷
《玉块》；地方戏有越剧、婺剧的《合连杯》，滩簧、常锡文戏有《顾鼎臣》(又名《一餐饭》、《林
子文》)；由著名评弹艺术家张鉴庭创作加工的长篇评弹《顾鼎臣》，更是名闻江、浙、沪。
解放后，有关顾鼎臣的戏与书，在越剧、沪剧、锡剧、评弹等舞台上，作为传统保留节目，盛演不衰
。
    那么，历史上的顾鼎臣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顾鼎臣(1473—1540年)，字九和，号未斋。
明代苏州府昆山县玉山镇雍里村人。
    古代状元大多出身于豪绅达官之家，或是书香门第、名门望族，而顾鼎臣则出身贫寒家庭，从小又
饱尝弃孤之痛苦。
据有关志乘笔记记载，其父顾恂是一个买卖针线的小商人，在玉山镇上开设一爿小店铺。
顾恂的妻子是个凶悍、好嫉妒的女人。
顾家有个“青衣”婢女生得很秀气，顾恂妻对婢女防备严密，禁止顾恂与她接触往来，平时顾恂对婢
女不敢正面看一眼。
一天，婢女去送饭，刚到店铺即下起大雷雨，婢女不能回去，顾恂便邀她同宿，后来怀孕生下了一个
男孩，即顾鼎臣。
是年，顾恂57岁。
顾恂妻子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曾多次搜索男孩要杀死他，顾恂无可奈何，只得将孩儿掷到隔壁磨房
，想让拉磨的驴子踏死，幸亏磨房主人发现，将男孩救出并收养了起来。
    养父家境十分贫困，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顾鼎臣则时常受饥挨饿。
有一天，顾鼎臣与一群讨饭的流浪儿一起打死了一条狗，一时找不到可烧的柴，便跑进一座破庙搬出
罗汉佛像当柴；狗烧熟后，顾鼎臣“即与群(乞)儿环坐，擘而大嚼，为之一饱。
其贫而不羁如此”(明于慎行《谷山笔尘·杂闻》，下同)。
    顾鼎臣“长而聪慧不羁，丰神回绝”。
后来，通过“童试”中秀才。
然而，顾恂妻子则不以为然，仍然像奴隶般虐待其生母，甚至在顾鼎臣中状元后，依然如故，“使之
蓬跣执爨”，干脏活累活。
不允许她见儿子。
后来，顾鼎臣衣锦还乡，坚决要求见生母，说道：“即使能见一面，死也无恨!”最后在亲友的帮助下
，生母才“自爨下出，衣服褴缕”，母子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流泪。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弘治皇帝任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张文祯、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
学士杨廷和为乙丑科考试官司，会试时第一名会元是董圮。
廷试时，弘治皇帝对顾鼎臣的试卷文章十分赏识，于是将他拔为一甲一名状元，董圮为一甲二名榜眼
，第三名探花是谢丕。
是年，顾鼎臣33岁，授翰林院修撰。
正德(1506---1521年)间，任左谕德。
嘉靖后，历任直经筵讲、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礼部尚书。
嘉靖十七年(1538年)八月，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人参机务。
不久加少保、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翌年正月，嘉靖皇帝出巡，特命顾鼎臣留守京师，辅太子监国，赐他一颗用象牙刻的留守大印。
民间有“代朝三月”的传说，即指此事。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月，顾鼎臣病死任上，终年68岁。
死后，赠太保衔，谥号“文康”。
    顾鼎臣文才卓著，尤擅长“青词”。
嘉靖皇帝迷信神仙，爱好长生术，在宫内设斋醮，豢养了一批道士，经常设坛打醮求仙。
按道教惯例，举行斋醮仪式时，要诵念焚化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体文，需用朱笔抄写于
青藤纸上，故名“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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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好，下必有效，朝中词臣争以“青词”取宠。
顾鼎臣曾撰写“青词”《步虚词》七章，受到嘉靖皇帝的“优诏褒答”。
其他词臣也纷纷仿效，因而史书说：“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顾鼎臣一生著作较多，有《未斋集》二十二卷，《文康公集》二十四卷，《文康奏议》一卷，曾辑
有《明状元图考》五卷。
他善散曲，作品收录于《南北官词记》中。
又工书法，楷书字迹秀媚，酷似赵孟俯，明王世贞《国朝名贤遗墨》中录其书迹。
他对医学亦颇有研究，尤其对眼科病有独到的见解，著有《医眼方论》一卷，《经验方》一卷。
    顾鼎臣性格柔和淳厚。
《明史》载：“夏言当国专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十分确切，顾鼎臣为官时做过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
嘉靖十年(1531年)，京师大地淫雨连绵，四方多水灾，顾鼎臣特地作《悯雨》诗，反映北地水患，又
上疏“宜修人事格天心，纾民困以消隐祸，极论伤夷困苦之状”(《顾公墓志铭》)。
官居吏部左侍郎时，他曾“悯东南赋役失均，屡陈其弊”，最后嘉靖皇帝饬命巡抚欧阳铎裁减田赋，
使繁重的江南赋役一度有所改轻。
他在临终前还奏疏：“一、复盐法以备边计；二、兴两京、山东、河南水利，开稻田以省漕运；三、
经理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山西边备，以保障京师；四、复河套，经理甘肃，以保全陕；五、经
松、潘，以保全蜀”(《顾文康公文集》)，竭力主张整顿盐赋制度，根治黄河水患，兴修水利，开垦
新田，不失为一位能关心百姓困苦、朝政大事的好官吏。
翟銮称道：“公两司相馆，数典文衡，崇雅黜浮，为国储材”；“即人拜，益明慎恭肃，尽心辅治；
公以经学立身，文章德业卓建于时，⋯⋯论道经邦，启沃君心，操治平之大本者，公得之矣。
语嘉靖中兴相业者，当有所归也；留守居重，伊、周而下，莫之再见”(《顾公墓志铭》)。
其评价还是较公允的。
    民间有“顾鼎臣筑昆山城”的说法。
据旧方志记载，昆山县城最早是“列竹木为栅”，至宋代仍旧如此。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始筑土城，“周一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高一丈八尺，濠深五尺，广六尺”
，设有六座城门(清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三十)。
明弘治四年(1491·年)昆山知县杨子仑曾在城门上建造城楼，东门名“宾曦”，西门名“留晖”，南
门名“朝阳”，西南门名“丽泽”，北门名“拱”(后名拱辰)，东南门名“迎薰”，后人便称东门、
北门、朝阳门、东南门、大西门、小西门。
但由于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土城大多倾圮。
嘉靖五年(1526年)，邑人都御史周伦曾疏请筑砖城，无结果。
而此时东南沿海已有倭寇骚扰。
嘉靖十七年(1538年)，顾鼎臣人阁后，想到家乡滨临大海，土城倾圮，将来必遭后患，于是他转言巡
抚欧阳铎、巡按陈蕙、知府王仪，疏请沿海无城墙的州县次第修筑砖石城墙；并亲自撰写《代工部复
筑造城垣疏》。
经奏准，昆山首先筑砖石城墙。
翌年二月开始动工，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月竣工，新城墙“周一十二里，计长二千三百八十七丈，
高二丈八尺，垛四千五百八十七；城濠如旧”(同上)。
此后，昆山人民凭借与仰仗这坚固的城墙，多次击退倭寇的骚扰。
为纪念顾鼎臣上疏筑城之功德，嘉靖三十九年(1559年)巡抚都御史张景贤具奏于昆山马鞍山阳慧聚寺
法华堂故址修建“崇功祠”，至今留有碑记。
因此，后人评论他是“泽被东南，功存桑梓，救时良相，名炳青史”(《吴郡名贤图像赞》)。
    据旧方志记载，顾鼎臣住宅在玉山镇鳌峰桥东；又一宅在城隍庙，内有“霖雨堂”，少傅宰相夏言
书额。
后毁于火灾。
清朝张潜曾为此赋词，以表惋惜，词云：“君不见，相里桥，霖雨堂废溪沼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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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鳌峰桥，状元厅倒风萧萧，龙虎榜头看及第，丝纶阁下呼元老。
遗居屈指三百年，莫惜摧颓今尚早。
”玉山镇亭林公园内原有“顾鼎臣祠”，清归庄《访顾大鸿于顾文康公祠，见壁间之文肃公题诗，依
韵和之》诗云：“山光明净晚秋时，访友因瞻相国祠。
堂上衣冠天下仰，壁间名姓路人知。
百年气运看衰旺，二老勋名孰等差!莫漫婆娑丛桂下，相期折取最高枝!”祠旁立有石碑，颂扬顾鼎臣
筑城功绩。
清咸丰时毁，后又重建。
马鞍山东南麓有其旧业“武陵源”，山前有相传为顾鼎臣手植的“状元松”。
在乡间，还有专为顾鼎臣修的“起凤坊”、“宫谕坊”及“宰相坊”等名胜古迹。
    吴地顾氏均源出吴县光福，因此顾鼎臣称吴县光福是他的“第二故乡”，邓尉山里有许多有关他的
古迹。
光福镇上街有顾鼎臣建的“然松园”，内有“绩断厅”。
相传顾鼎臣曾被磨房主人(养父)带到邓尉，拜光福镇上一位才学渊博、通晓古今的徐姓老先生为师。
在徐老夫子的熏陶教育下，顾鼎臣学业大进，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状元后，他回到光福谢师，不料徐老夫子已逝世，师母生活贫困。
师母为他煮茶，但水将开时突然灶前断了柴，师母便将一把麻丝塞进灶堂，终于烧开了水。
顾鼎臣见状，百感交集，便拿出300两银子，以酬师恩。
而师母决意不收，婉言谢绝。
顾鼎臣到京里，伏案疾书上奏，正德皇帝得知详情后，也感叹不已，特准定俸予薪，以慰徐氏夫人暮
年之忧。
顾鼎臣则出资建造一座“然松园”，亲自为园和“绩断厅”题词，以表示不忘老师一家之恩。
他还在太湖边上的潭山建造了一座“七十二峰阁”，濒湖极胜，成为眺望太湖风光的好去处，明清两
代诗人曾在此写下许多诗篇。
顾鼎臣生前还立下遗言，将来墓就葬在潭山。
其墓规模甚大，据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载，墓广百余亩，有墓标、翁仲、石兽，并建丰碑四通
，气势十分雄伟。
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
其墓碑现保存在吴中区文管会。
    顾鼎臣儿子顾履方，字仲立，嘉靖七年(1528年)戊子科举人。
为人诚实谦虚，“当父柄用日，谦抑如寒士”(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二)。
卒后，赠尚宝司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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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状元之称奚防乎?自李唐进士之科始。
唐选举之制，科目繁多，《新唐书·选举志》谓：“大抵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
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
遂使时君笃意，以为莫此之尚。
”雁塔题名，长安看花，及第者其春风得意也可知。
得中进士及第之第一人者，世谓之状元，盖唐制谓应举之人赴京就礼部试者应投状，因称及第第一人
为状头或状元。
宋开宝八年以后，定礼部复试之制，始以廷试首名称状元，以后称殿试第一名为状元，明清因之。
自进士之制行而魏晋以来世族豪门垄断之九品官人制废，寒门庶族士子有缘进身仕途，以至贵为宰相
。
此为六代以后一大变局，可谓盛矣。
    继唐而后，宋元明清，进士之科踵行，人才辈出。
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之言曰：“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
，古无有也。
⋯⋯其余名臣，不可胜数。
此进士得人之明效大验也。
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
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
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
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清黄宗羲为《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之言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
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
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宽也。
⋯⋯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
⋯⋯流俗之人，徒贝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
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人，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
功名气节之士也。
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取士
之善法耶？
”我于是有感矣，科目取士之法，溯其朔，帝王之心，固利其私于己也。
王定保《摭言》之盲曰：“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
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
”太宗之快意为何如也!而入其彀中者，其乐意又何如也!就历史之进程言之，科目选举之制，在当时
不失为进步。
然吾读马、黄二氏之书，又未尝不为之三叹。
此千数百年中得中式之士子，度不足应举者之十之一也。
而其中之状元，则又不足千万之一也。
状元又未必皆杰异，爱国英雄，我民族精神所寄，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如文天样者。
斯诚足为状元生色，然不过数百状元中之一二耳。
其余状元为名宰相，如宋之吕蒙正、王旦、宋庠辈者，明清时固多有之，然如明末奸相、周延儒，亦
状元也。
就状元之多数言之，则政治家、通儒、文学家、艺术家、良亦代不乏人。
汇而论之，亦人才得失之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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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嘉球，广征文史，成《苏州状元》一书，洋洋二十余万言，所记虽我吴一郡，而可以见天下之
大。
夫一郡之地，自唐迄清一千三百年间，状元乃有五十人之众；就清代论，占全国状元总数四分之一弱
，举国无有也。
一郡之中，状元之显名者亦多有之，如文武兼资之刘必成，大书法家吴宽，太平宰相申时行，东林魁
杰文震孟，文学家韩荚、彭定求、汪应铨、汪绎、石韫玉等皆是也。
就其中吾邑常熟一隅言之，清代状元即有六人，占全郡清状元二十六人之四分之一弱，举国无有也。
而其中吾舅祖松禅相国，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戊戌变法运动觥觥维新之魁，历史进步人物也，集政
治家、书法家｜诗人、古物鉴赏家于一身，今常熟且为之特立纪念馆矣，举国罕有有也。
此外，郡治之外交家、西北地理专家洪钧，由《孽海花》说部为之渲染，而盛名久著，举国罕有也。
以状元为逊清末代帝师之陆润庠，亦谈助者所乐道也。
    李君是书，网罗广博，抉择有法，传世无疑。
今将梓行，问序于余，乃泛论状元之始末，有涉于征文考献得失之林者复之。
    癸酉初秋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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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州风物清嘉，人杰地灵，素有"人间天堂"之美称。
正是这块肥沃的土地，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
苏州文盛出状元，这个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其状元之多，雄踞全国之首，令他乡望尘莫及。
但是历史上苏州到底出了多少状元，众说纷纭。
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回答这个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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