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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德镜鉴棄?

□ 本报记者 卢 昱

夏日的青州古城,游人如织。在古城北的南阳河畔,新建的衡王桥东北角,坐落着一片
花园式园林建筑群——偕园旧址。这里亭台楼榭,竹林荷池,长柳蔽日,一片幽静。

时光倒回明末清初,那时偕园初具芳华,以花木、蔬菜为主,占地十余亩。此园由明末
清初的青州籍大臣房可壮之父房如式开辟,原名“小西园”。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
604年),房可壮中进士入仕为官。他休假回家,与其长兄可久、次兄可大将菜园扩建
为花园别墅。此园定名为“偕园”,有兄弟偕同之意。

偕园见证着主人房可壮的人生沉浮。在这里,房可壮曾随地插篱曲作径,绿崖种树漫
成行；他也曾在此参禅悟道,和故人小聚,小小一酌堪成醉,何用重翻颂酒经；当他看
到园林脚下的河水泛滥,急雨连宵势若吞,日月无光天地昏,又为老农的日子忧心忡忡
。

偕园是房可壮的精神落脚点。在颠沛流离中,他回忆故园时,总想起“每看水面云常
起,不觉松梢月正中”的情景,家乡的亲人都在盼着他归来；告老还乡时,他想着从今
一任蓬蒿满,闭户长删种树篇……

夜补书功,满腹皆文

“我们房家从明初时迁到青州来,房可壮是八世,到我是十九世。青州房氏家族兴起
始于房可壮的父亲房如式。房如式是明隆庆进士,万历年初官至陕西按察使。他为人
耿直,不阿权贵。有一次,当朝首辅张居正命房如式,在科举考试中为他的亲戚谋取举
人名额,被房如式拒绝,也因此得罪了张居正。受父亲的影响,房可壮为人倜傥肃重,不
轻然许诺,重声名,喜欢结交海内名流。”青州文史专家、《房可壮与偕园》一书作
者房崇阳介绍道。

明末,青州文气奔腾,城内的松林书院更是达到鼎盛,肄业诸生科举入仕之多,显赫一时
。有明一代,青州进士及第61人(不包括3个武进士),而嘉靖年间就有15人；举人175
人,仅嘉靖朝就达53人。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出身耕读世家的房可壮自幼勤奋好学。当时,青州有一位叫曹贞
孺的文人,他的文集名为《云门辑旧》,所载内容多是曹贞孺亲身见闻的名人轶事,其
中一篇《夜补书功》便是讲述房可壮青年时期的事。

万历十六年时,房可壮十岁,那时他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识字读书。在他二十岁时,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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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位状元——赵秉忠。如今,这位明末状元的试卷,依然陈列在青州市博物馆中
。

房可壮日渐成熟,除了读书,他还参加“豪饮”“赴席请客”“吊丧送葬”等社会活
动。总之,对乡里乡亲的俗事,他无一推辞,看着完全不像个读书人。

其实,房可壮是外松内紧。他要是白天没时间看书,每到夜间,无不补完,不能有任何欠
缺。有时候,他还通宵不寝。他对别人,吉凶之事从没有丝毫失信,而于自己,更是严格
要求。

房可壮体格强健,可以承受这种夜补书功的辛苦,加上他资性聪明,记忆力过人,对当时
的很多文章一概收之,之后在其间取舍。正如他自己对别人介绍经验道:“人至记文
六七百犹不济事,必至成千,到满腹皆文,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矣。”

书读百遍,文记千篇,便能有自己的章法。曹贞孺对房可壮的学习方法评价道:“其教
人亦不许人搜索脉理,求取调法,但不妨八寸三分,帽儿人人可戴。为是此,房之独得也
。”

万历三十二年,房可壮中举后,参加会试,考取进士。这次会试,青州老乡赵秉忠是礼部
负责分房的考官。

当时传有“赵秉忠慧眼识乡文”之事,见于曹贞孺《云门辑旧》一书。书中记述说,
赵秉忠一生心地玲珑聪慧,他在考场中辨文四端,眼力之高,不是别人能赶上的。在巡
房过程中,赵秉忠发现有山东同乡王家植、王象春、沈朝烨的考卷,根据不同情况作
了不同的安排。“又过一房见一卷,曰:‘此似我山东文,更似我青州文,此人非他,必里
中房阳初也。’”

“房可壮,号海客,字阳初。”房崇阳介绍道,赵秉忠看到他的文章后,力荐之。一开始
房可壮被取在二百名外,赵秉忠又过去说:“我已料是房卷,今中太后了,其提之。”乃
提在百名外,赵秉忠又嫌名次太低,提在五十名内。开榜之后,试卷果然是房可壮所书
。

树人格胜于建牌坊

房可壮26岁时考中进士后,在吏部观政,随后授中书舍人。在明代中后期,全国建立牌
坊之风盛行。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或贡举入监(国子监)读书
的,可由地方官府审核后,按规定领取数量不等的牌坊银。那时,岁贡以上即可建坊。
建坊,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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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青州城是府所在地,文化相当繁荣,人才辈出,坊表纷纭。牌坊丛立的现象,象征
着这个地方的一度繁荣,但也给地方浪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同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房崇阳介绍道,当时青州城主街形成了一特殊的文化景观,这在其他府城是少见
的。清初,青州府乐安文人李象先有文记载道:“郡当历、昌、启、祯间称最盛,同朝
为官尚书并仕一时者五六,仕宦大家不下数十,科第相承,登两榜者百余人,宅第联络,坊
表纷纭,山左六郡会未有也。”

房可壮也如数地领到了牌坊银。回乡探家时,他把银子交给父亲房如式安排。他知道
,青州有的人中了进士后立即建坊,有的则到一定地位或环节时再建坊,唯独父亲房如
式、老师钟龙渊等少数几位没建坊。

房如式看透了世情,认为建坊仅是一时的虚荣。他把银子收起后对房可壮说:“我看,
你不必建牌坊。中了进士,步入仕途,这是刚刚起步。如果一生没有政绩,日后如何面
对牌坊?重要的是做人,树立人格胜于建立牌坊!”房可壮点头称是。日后,其牌坊银留
作了族中雇塾师教子弟的费用。

房可壮干了九年中书舍人,职位是七品京官。万历四十二年擢用为监察御史,后又为
淮扬巡按御史。巡按是钦差,“代天子巡视天下”,大权在握,地方上的道员、知府、
州县官都在其监督、节制之下。这期间,其父房如式已去世,房可壮回家祭祖。

读书时的文友贾知兴知道后,前来向房可壮建议:“海客先生今荣升巡按御史,何不在
城中立一牌坊以光宗耀祖呢?”房可壮微笑道:“先大人官至三品(房如式官至按察使)
,终不立坊。吾至今仍七品官耳,既使再升亦无需立矣!”

接着,房可壮列举了建牌坊的许多弊病。他说:“今建坊之风仍盛,更有攀比之势,实乃
劳民伤财之举。岂不闻吾师钟龙渊先生《牌坊说》乎?今建坊者虽曰自建,亦有官派
民工,民受摊派工役,实扰民也。一人殊荣,百姓含怨。更有甚者,建坊之外,官第起矣。
有司暗受馈赠,额外差役,岂非加派?吾祖上是农民,当以民为本,吾不能为一已之荣,累
及平民,牌坊还是不建为好。”

贾知兴点头叹道:“公言极是,科第坊也好、恩荣坊也好,为个人所立,不建者明智,自建
者无可非议,扰民者是为害也!”

“请尚方剑,诛魏忠贤”

房可壮中进士后,有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中枢机关任职,担任书写诰敕、制诏、银册、
铁券等事。这让他在书法精进的同时,对国家机器的低效运行,对当时官场的无能腐
败,有了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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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时,房可壮出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之后,他巡按南直隶、浙江,在巡查两淮盐政时,
拒收数十万两的巨额贿赂,返京时,“囊橐肃然”,极为清廉。

在房可壮存世的纠劾不法官吏的疏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世情的洞察。他弹劾的官吏,
或贪婪,或昏庸,或残虐,或荒唐,均不称职,给地方带来莫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一
些不法胥吏,如粮房吏、库吏、票差等,欺上瞒下,上下勾结,利用各种手段办尽坏事,堪
为地方恶棍,害群之马。庸吏应该去位,恶胥应该铲除,才能保社会的安定。”房崇阳
介绍道。

明末时,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在朝堂之上,还横卧着更大的蛀虫。明天启
年间,太监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作乱后宫,魔爪插向朝堂,为非作歹,祸国殃民。天
启四年,大臣杨涟忍无可忍,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痛
斥魏忠贤。

当时,东林党以清流著称,多是朝廷中正直的官员或名士大儒,与魏忠贤的阉党如同水
火。魏忠贤的爪牙为打击东林党,暗中窥探,罗织罪名,模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
绰号,列出东林党108人名单,房可壮上了名单,被称为“左先锋一名、天暗星、青面
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心怀正义的房可壮影响力穿透数百年。清末青州学者孙文楷给房可壮《偕园诗草》
写序言,说:“房海客先生,当有明天启时,以英特之才为东林翘楚。杨涟参魏珰(魏忠贤
)二十四大罪状,先生参疏即继其后,卒以降级处用,终于削籍。而宵小之徒媚逆珰者造
‘点将录’以倾东林,先生有‘左先锋’之目,其崇正嫉邪之概,可想见矣。”

房可壮时为浙江道监察御史,连上三疏。后人这样评价房可壮的言辞:“弹劾奸邪,不
遗余力。”“魏忠贤当政时,附庸阿谀者不计其数,而房可壮连续三次上疏,弹劾魏忠
贤,说魏忠贤‘目不识丁,质蠢性狠,气雄胆粗者,得以久居君侧,浊乱朝政’,直言‘请
尚方剑,诛魏忠贤’。魏忠贤恨之入骨,构陷罪名,把房可壮贬官三级,谪守云南。不久,
再度遭魏党诬陷下狱,几乎被杀。经同仁相救,免于一死,罢官返乡。”房崇阳介绍道
。

更令人气愤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是位难得的帅才,因不附魏阉,被冤杀并传首九边。
魏党借题发挥,以受熊廷弼之贿为名,将杨涟、左光斗等六人下诏狱毒害而死。魏忠
贤指示其爪牙,同时诬陷房可壮受熊廷弼贿银。因为罪名是魏党着意硬加,未曾抗辩,
房可壮就被直接抓起来,投入诏狱。诏狱即皇帝诏令拘押犯人的监狱,连三法司(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都无权过问,进去者九死一生。

乱离回首都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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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等人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明初,太祖朱元璋最痛恨贪污受贿。一般罪行,刑
不上大夫,但对贪贿大案则处以极刑,甚至扒皮剥心。所以魏党把熊廷弼指定为贪污
军饷,定房可壮等为接受贿赂。

在诏狱,房可壮受到了严刑拷掠。这时的诏狱掌握在魏党手中,掌狱许显纯(魏忠贤的
干儿子)先发制人,喝问可壮受赃银多少,银在哪里。房可壮气得两腿抖动,眼冒金星,厉
声道:“房某蒙皇上钦差,巡鹾淮扬,正欲竭力报效国家,作为监察职官,更不敢多取分文
。熊廷弼者,是位将才,有功于国。房某与其向无交往,不知如何忽受其贿?不知其为何
贿吾?房某无端被抓,又是为何?”

许显纯无言以对,声嘶狂叫,令狱卒行刑,企图给可壮一个下马威然后再慢慢收拾。先
用板杖轮番打,八十大板之后又换老虎凳,房可壮被折磨得气息奄奄,刑后拖入死囚牢
。

房可壮在狱中一连数天,抽、棍、敲、夹,受尽酷刑,但他紧咬牙关,据理反抗。而先行
入狱的杨涟等人,违心地承认了受贿,再想图谋改变处境,结果被魏忠贤紧逼,严刑考掠,
日日追“赃”,均倾家荡产也无法抵偿。他们落得悔恨交加,皮肉受苦,最后难脱一死
。

房可壮想,自己干脆一死罢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不如死个壮烈。但又觉得受国恩二十
年,尚图上报；又想,此时家中老母、妻儿不知何情,几天来,家中是否知道凶信。想到
此,虽痛断肝肠,但仍顽强抗争。

房可壮的母亲左太夫人、妻子黄氏、长兄房可久、二兄房可大,因房可壮上疏弹劾魏
忠贤时,已料知凶多吉少,曾捎信叫他多加注意,以免被害。当京中友好送来急信,说房
可壮被逮,生死未卜。房可久携房可壮之子房凯、房徽慌急进京,想见房可壮一面再
作计议。

不料,魏党早已料定,偏偏不让囚犯家属入见。房可久等急得在诏狱大门盘旋,每天焦
虑不安。熬了半个多月,忽一日,狱卒向门外喊话:“房可壮家属进门领人。”

这竟如晴日惊雷,房可久定定神,带着俩侄子入门内寻人。结果一看,房可壮衣衫褴褛,
血肉模糊,迷眼半睁,躺在一块破板上,显然是刚从狱中抬出。

司狱叫房可久签了字,说犯人已被释放了,据说这是皇上恩旨呢。房可久忙送上银子
数两谢过。房凯、房徽背着父亲,找了个稳妥的居所,安置养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房可壮转危为安,伤体渐好。

房可壮在诏狱十余日,所历简直不堪回想。后人有诗叹诏狱:“当时国事日纷纷,太阿

                                    5 / 7



智行理财网
北京龙渊天启投资(北京龙渊网络)

柄倒归阉寺。天子高居问尚公,公卿标榜排清议。长乐宫前传片纸,金吾夜半飞缇骑…
…但闻阴风萧萧寒鸦啼。”

苍天开眼,房可壮忽然得释放,事情似乎很偶然,其中有什么内情呢?“原来,魏忠贤得
势,忘乎所以,一日陪熹宗猎场习射,忠贤骑马驰于帝前竟不停。熹宗恶而射之,马中额
立倒,群下山呼万岁,忠贤怏怏称病先归。为此事,熹宗偶怒忠贤。这时,房可壮正在诏
狱受刑,有的大臣借此机会上奏,为他陈说冤情,可壮才得以出狱。”房崇阳介绍道。

天启七年,49岁的房可壮居家休养。在偕园中,他野眺志感:“一望平芜万事轻,凭栏且
共酒杯倾。天开云洞藏今古,海吐蜃楼结市城。铁骑但来催白骨,商林谁去润苍生?乱
离回首都成梦,夜雨春锄忍泪耕。”

“不知谁醉谁复醒”

房可壮忤魏忠贤被贬回乡,作有一首诗《诸社友小集偶赋赠》。诗中曰:“犹是当年
旧聚星,不知谁醉谁复醒。”社友是指房可壮青年时期的同乡文友。此时还能小聚,
感慨万千。

房可壮出狱后在偕园养伤,二位兄长给以慰藉,借景物来排解郁闷。这时候,不断有朋
友来访。偕园是温暖的家园,也是会客的所在。

崇祯年间,魏忠贤事发被诛,房可壮被重新起用,掌河南道御史。因忤逆皇帝旨意,贬为
南京吏部主事,不久又升为尚宝寺卿、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

年过半百还为官,房可壮对人生之沧桑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他曾写诗道:“秋风吹我
到京华,满眼尘氛不见家。已掷春光聊伏枕,且经雨过蛮评茶。沿河曾否栽新柳,隙地
还留种旧瓜。闻说牡丹开正盛,谁扶寿母看名花?”

61岁时,房可壮回北京,之后升为副都御史。都御史是执掌监察官吏的最高职务,房可
壮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得罪不少高官。赵秉忠曾称赞他道:“铸铁作肝,其直如矢。”
三年后,房可壮遭人中伤,被再次免官。这时,正逢明清改朝换代,房可壮为回避是非,隐
居九仙山(今属五莲县)五年。

房可壮在挚友邱志充之子邱玉常、石常的邀请下,悠游山水。此时,他写下《忆故园
》诗:“半亩为园枕海东,床头先见日初红。每看水面云常起,不觉松梢月正中。避世
五年惊挚电,浮家千里滞尤风。酒酣犹抱青萍问,今古何人气最雄。”

在九仙山,房可壮也不时回忆旧友——邱志充。公元1611年,诸城人邱志充中进士,历
任山西怀来道、晋右布政使。贼寇犯蜀,占据重庆,朝廷命帅西征,以他为总理监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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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连战佛头关、真武山等地,皆获大捷,斩贼骁将樊虎、樊龙,夺取重庆,收复其他城三
十余座。如此勇武之人,却遭到魏忠贤的嫉妒,加以诬陷,使邱志充下狱。在狱中八年,
终含冤去世。

邱志充临刑之际,房可壮在南京,对此事不知晓。好友谢世数年后,他哭着写下诗句,“
一片丹心已向阳,誓捐七尺报天王”“谁知一夜阴风恶,满眼葵倾都是霜”“忆我魂
飞鼎沸汤,已将肌骨啖豺狼。怜君夜半深相慰,拍案招提叫上苍”。

在九仙山避世隐居,房可壮一住五年时间。这里山深地僻人静,少受尘世的纷扰。此
时,中原大地却几经战乱,江山易主。房可壮在山里参禅,支撑着他晚年的精神生活,正
如诗中所说:“四十年科第,自应识者稀。深情托旧好,微尚寡新知。睡余清笔牍,客去
掩园扉。但得身无恙,吾甘老布衣。”

甲申之变,房可壮不在青州。有史料称房可壮“率乡人杀李自成所置伪官”,有的说
他“奉表降清”,均属张冠李戴。“前者是李士元所为,后者是衡王做的事。”房崇
阳介绍道。

“天之道莫大于勤民,今民生困苦极矣。甸辅之地以圈占而流移,环诲之间以兵赋而
疲惫,水旱不时见报,盗贼尚未衰止。”入清后,房可壮的疏文存世极少,这份话语透露
出他复出后的思想。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房可壮在别人的引荐下,出任大理寺卿,升刑
部右侍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担任最高监察官职——左都御史(时称总宪)。清
朝的左都御史仅有满、汉各一人,可见清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刑部任上,房可壮“奏定律例,去烦苛,尚宽大”,认真负责制定了清朝的刑律,去掉明
朝那套烦杂的严刑苛法,崇尚宽大的刑罚理念。晋升为总宪后,“绝馈遗,惩贪墨,抗疏
论,列势要,百僚肃然”,杜绝贿赂送礼,惩治贪官污吏,为清初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任职期间,揭发惩治了福建巡抚张学圣、宁夏巡抚孙茂兰等人的贪污罪案。

房可壮近五十年的从政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朝五帝,三次出仕,两度被贬,可谓历尽
沧桑。顺治十年,75岁的房可壮致仕,归乡不久病逝于家,赠少保,谥“安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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