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编辑 张亚琴 美编 方倩 组版邱莉娜 校对 仕明 B5策划CE HUAB4 策划 CE HUA

一开始，李群并没有专心攻读

科举，而是和杨衡、符载、王简言到

庐山隐居，自号：“山中四友。”他们

四人才华横溢，很快这个名声便传

到了京城，当时的中书舍人李宗闵

就说：“假如皇上让我来主持考试，

选拔进士，挑出状元，庐山这四个

人我会都让他们当状元的，但状元

每次只能一个人，他们不能同一年

参考，如果一起来，我只能以他们

到京城的先后次序来选拔。”

李宗闵的话也传到了庐山，李

群动了想试一次的念头。第二年

初，待李群赶到京城时，考试已开

始。李群不愿放弃，就敲门自我介

绍，我就是李大人所说的山中四友

之一的李群。最后，任主考官的李

宗闵同意参考。果然高中状元。

李群：庐山的“隐居状元”

合肥的唐代进士多数姓名事迹都已湮没，五代十国的文举和武举都曾开科取士，但具体次数和录取数量

也是不详。至今有记载的文字仅有郭霸（制科）、何士幹、罗珦（制科）、李群（状元第一人）、陈沆（榜眼第二

人）、李羽等六名进士。有关他们的故事流传得很少，这其中，仅选取部分以飨读者。 张亚琴 整理

武则天任用酷吏的一贯做法

是，不拘一格的提拔，不择手段的

消灭。郭霸是其中的一员。

郭霸是初唐时期的庐江郡

人，原来是地方上的小官。当时，

武则天举行庆祝武周代唐“革命”

的特别科举，凡是参加者全都给

一个“举人”头衔，武则天亲自接

见，一一问话。

轮到郭霸时，他为了表示忠

心，说：“七年前臣听说徐敬业造

反，臣就一心要去参加平叛，恨不

得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

髓。”武则天听了大为高兴，当场就

拜郭霸为监察御史。官场里听说

了这件事，称郭霸是“四其御史”。

郭霸在监察御史任内，办案

也是不遗余力。在审讯被人告发

的茂州刺史李思征一案时，他滥

用酷刑，李思征被活活打死。过

了几年，郭霸经常做噩梦，梦见李

思征要他偿命。最后精神失常，

自伤而死。

郭霸死的那几天，正好是洛

阳桥修复的日子。有一天武则天

询问群臣：“最近外面有什么好消

息？”中书舍人张元一立刻回答：

“最近老百姓喜洛桥成，幸郭霸

死，这就是好消息。”武则天也哈

哈大乐，并不拿郭霸的死当回事。

罗 珦 ，生 卒 年 未 详 ，庐 州

人。后升任庐州刺史，兴建学

宫，为政简易。当地百姓有病，

不求医药而信神巫，罗珦下令

禁止。淮南节度使杜佑以政绩

上报朝廷，赐罗珦金紫服。

罗珦任京兆尹时，请求削减

平籴数量，缺数由田赋抵充，使百

姓得以减轻额外负担，受到了百

姓的爱戴。

唐朝贫困的读书人，多有到

寺庙蹭饭的事。《鉴戒录》里记载

了庐州人罗珦，“常投福泉寺僧房

寄足，每旦随僧一食”。

二十年后他持节荣归故里

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重游福泉寺，

并在寺壁题了一首诗。

罗珦死后，唐朝宰相权德舆

和诗人杨凭，分别为他书写了墓

志铭和德政碑。

郭霸：武则天的酷吏

罗珦：常到寺庙去蹭饭

杨寘和杨察是兄弟，他们从小都

由母亲带大。母亲对他们管束很严，

很早就为他们延聘了老师来家施教，

希望他们能通过科举出人头地。

兄弟二人不负母望，在明道二年

省试杨察便得了个第二名。他的母亲

却不高兴，因为没有获得第一。

当杨察回来时，母亲脸对着墙壁不

理睬他，并说：“你真令我失望，连省试都

居人之下，到了会试、殿试你又该怎样，

我真替你担心。”然后又指着垂手拱立一

旁的杨寘说：“杨寘，你给我听着，你根本

不能像你哥哥那样，到你应试时，你必须

考第一，必须无人能居其上。”

自此以后，兄弟二人更加用功。

景佑元年（1034）甲戌科，杨察获

得榜眼。庆历二年（1042）壬午科，杨

寘一路过关斩将，在国子监与礼部的

考试中，他均取第一。可在殿试后报

给皇上宋仁宗的名单中，王安石排在

第一，杨寘只得第四。

后有人说，杨寘通过杨察的岳父

晏殊的关系，让皇上钦点为状元，而王

安石成了第四。实际上是由于王安石

的卷中有犯忌之言，被考官搁置，而原

定的第二名王珪（成都华阳人，徙居庐

江，其家六世皆有中进士者）、第三名

韩绛已有官职，宋朝规定凡已有官职

的人考进士都不得取为状元，故列第

四名的杨寘得中状元。

无论如何，在1044年杨寘到颍州

（阜阳一带）任通判，就在即将去赴任

时，母亲病逝，他只好回家守孝，在这

期间，他竟因病早逝。仅31岁。

宋朝 父子兄弟同进士

合肥的“父子进士”有史可查的有三

对，一般人都熟知其中的包令仪与包拯、

李文安与李鸿章，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昂绍善、昂天曾羽父子。

现在肥东还有昂氏祠堂，它是乾隆

四十六年（1781年）所建，共三进四厢，面

积达500平方米。祠堂后堂曾有御赐匾

额，题为“承先启后”；中堂上有翰林院赠

匾，题为“亦叶蒙庥”，前堂上还有庐州府

赠匾，题为“父子进士”。但“承先启后”、

“亦叶蒙庥”等匾额在以前都被毁。

关于昂绍善父子能够成为进士，当地

有许多传说：在昂氏先祖中，有一位老太太

邀请土地神来家吃饭。这让土地神很感

动，于是土地神承诺，只要老人的后人做到

“黄鳝打鼓鱼上树，羊毛落地野鸡飞”这些

高难度的事情，就能让他们家出贵人。

在一次发生在集市上的纠纷中，一

个赶集的人在劝架时，把买来的黄鳝砸

在了说书人的鼓上，成就“黄鳝打鼓”；拉

架的时候，有人把用茅草串起的一串鱼

挂在树梢上，这样，“鱼上树”也就做到

了；而“羊毛落地野鸡飞”则是穿着羊皮

衣的人，把皮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正好

扔到了野鸡窝边，野鸡被吓得飞走了。

这样，土地神的要求全都做到了，昂家就

出了昂绍善父子进士。

事实上，昂氏父子飞黄腾达的原因，

即和他们的聪明勤奋有关。

昂绍善出身农家，幼小孤苦，其父昂

继谦，在他幼年时离世，其母钟氏26岁守

节抚孤。昂绍善读书聪颖，于明崇祯四

年(1631年)12岁考上巢县胶庠(古学校)食

禀，名列考生之冠，县长熊宪赐姓昂。

顺治八年，顺治帝清除多尔衮同党，

自己掌权，朝廷出现人才荒，昂绍善从庐

州府学进宫，与上层旧派系无瓜葛，纯洁

可靠，所以恩准在皇帝身边。不多久，皇

上恩拔成举人，这时他已35岁了，为朝廷

命官，顺治十八年，在宫内教皇家子弟，

到康熙六年(1667年)殿试成进士，退休后

住西山驿昂集村。

昂天曾羽从小住昂集，幼年读书早

慧，康熙十七年(1678年)考上举人，康熙二

十四年(1685年)进士。任山东省平原县知

县，康熙三十六年任林郎官。这一年昂氏

家族最荣耀，皇上一连下了四道圣旨——

诰封，先封其父昂绍善为文林郎；次封其

母梁氏淑慎为孺人；三封昂天曾羽自己为

文林郎；四封其妻阎氏为孺人。这在当时

轰动了整个庐州府。 朱玉婷整理

唐朝和五代十国
多数进士姓名已湮没

从资料和专家所著文章来看，

合肥在宋代的文武进士分别为24人

和53人，且武进士所占的人数是文

进士的2倍之多。后人说，这是由于

民俗尚武的关系。而《宋史》有传的

合肥文进士7人，分别为马亮、马仲

甫、姚铉、包拯、杨察、杨寘、钟离瑾，

其中，马亮和马仲甫同为父子，而杨

察和杨寘同为兄弟。张亚琴整理

马亮，庐州合肥人。考中进士

后，任大理评事、芜湖县知县，两次

迁升后担任常州通判。

马亮历任各种官职时，做的都

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举个例子：当时，他的下属因故

丢失官钱，抄没他家产也不足以赔

偿，妻子和孩子受牵连而被拘押的

达到数百人。马亮就把他们放走，

放宽期限，不超过一个月，所欠的钱

全部偿还了。在他任职为福建路纠

察刑狱官时，复查冤狱，救活几十

人。

马亮有才智，擅长处理政事，然

而所到之处没有廉洁的美誉。

吕夷简小时候，跟随父亲吕蒙

亨到福州任县令，马亮见后觉得他

很优秀，就把女儿嫁给他。妻子刘

氏生气地说：“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一

个县令的儿子?”马亮说：“这不是你

懂的。”

田况、宋庠和弟弟宋祁幼年时，

马亮都待他们很好，说：“这些人以

后肯定会显贵。”世人认为马亮有知

人之明。马亮去世，当时吕夷简正

任宰相。

马仲甫也是进士出身，庐江人，曾

任台州、瀛州、秦州、亮州、许州、扬州

等地知州，还担任过夔路转运使、淮南

发运使、天章阁待制。

马仲甫所任之处，皆能为当地百

姓兴利除弊，为称誉一时的名吏。 是

一个长于地方治理的官员，《宋史》还

为他立了传。

马仲甫的故事有很多，这里所说

的是他和下属的故事，从这我们就能

看出他的为人处世。前几年，在无锡

发掘到的最早一块宋代品官墓志。而

墓志的主人叫张奕，在正史、方志、甚

至各种家谱中，都没有留下一丁点的

记载。

从墓志上，我们得知，在台州从事

官的任上，张奕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对

他有知遇之恩的人：当时的知州马仲

甫。也是后来为他撰写墓志铭的人。

马仲甫担任台州知州是在皇佑

三四年，当时张奕从太平州转任台州，

成为他的从事官。

15年后，当马仲甫受张奕长子张

中行之托为这位昔日的下属撰写墓志

铭时，他还不忘对当年张奕的政行赞

赏一番。其中包括：为台州城修筑堤

防，抵御大涝；收养台州孤儿张希房，

并且教授学业。最后张希房还中了嘉

佑八年的进士。

张奕外任期满，经过马仲甫等长

官的保荐和期考，顺利回京，进了崇文

院担任著作佐郎，其实也就是一个正

七品的闲职，基本没有什么职事。不

过，崇文院在当时却是国家养才的地

方。

这只是马仲甫人生中的一小部

分，然而，对下属的赞赏，无不看出他

识人辨人之才。

马亮：擅识“千里马”

马仲甫：对下属的知遇之恩

杨察、杨寘：状元和榜眼

元、明、清 文进士一统“天下”
元代的进士余阙，是徙居合肥的西夏人，参与修宋史、金史、辽史，任淮南行省左丞，

守安庆。而明清时期，合肥进士的著述保存的也很多。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的文进士

共开科201次，取51624名，合肥籍就有128人，比武进士的数量多几倍。张亚琴整理

生于战乱中的李天馥，孩童时代即涉

足诗词、歌赋《四书五经》，其父闲暇时考

他，出口能咏，挥笔成章，对答如流，族中

长辈无不称异。后到清朝建立后，李家再

次定居庐州。而李天馥每日必诵数万言，

或至深夜不息，因此，初长成人即天资高

迈，学识超群。顺治十四年（1657）李天馥

参加乡试。当时的考官丁澎乃顺治十二

年进士，此人携才识人，看到一份考卷怀

疑有高人代笔，后在发榜之日，核对户籍，

才知道是二十二岁的李天馥。丁澎见人

便说“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才”。

李天馥文异常人，华年携举，但他

并不自满，仍然勤奋有余。不过这一年

江南等地发生科场舞弊案，至次年正

月，顺治帝重新在太和门重设考场，调

动满兵监视，亲试这批举人。

李天馥以精彩文笔赢得了顺治皇

帝的喝彩。中进士上第，七月，朝廷新

设翰林院，经殿试合格的李天馥作为庶

吉士入院继续深造。

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让李天馥倍

加珍惜，求知的欲望使他决心遍览经史

子集，融会诸子百家，经过勤奋努力，不

久，翰林院举行甄别考试，再中上第，授

予检讨。从此专门侍候在顺治身边，讲

解经史，并帮助起草诏书行文，可谓皇

上的贴身秘书，权力很大。

作为党项人后裔的余阙，父亲沙剌

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父亲早死，

余阙侍母至孝，课授生徒以养活母亲。

后来为陈友谅军破城，自刭。

余阙死后，敬爱他的人将他从水塘

中捞出，葬于安庆西门外。明初在此立

庙，为余阙祠，即今著名的大观亭。

余阙后人尚有在合肥者，已传至二

十五代。

余阙曾辞官回家，在青阳山房住闲

两年。此时，门前冷落，自守寂寞。后

来圣上降旨起用他，紧跟着家人禀报：

“庐州州官大人到。”余阙一听，心里一

个愣怔，人情好淡薄，于是摇摇头问：

“来了多少人，带了什么?”

家人说：“有好几个人，肩挑的，手提

的，鸡鸭还在‘呱叽呱叽’地叫咧。”余阙听

了，眉头皱成“川”字。他想：“借着清明打

柳枝，当官的又在骚扰百姓啦。”便拿起一

张纸，写了4行字，夹到一本书里，交给家

人说：“你把他请到书房，就说我在收拾行

装，让他稍等一会，着急了，就看看书。”

家人把书交给州官，引他进了书房。

州官无可奈何，只得在书房坐等。哪知一

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只得拿起书翻

看。一下，那张纸条飘出，他拾起一看，是

四句话：“头顶乌纱帽，身背万岁牌；无事

扰百姓，作恶大不该！”州官看了，吓得一

身汗，赶忙叫随从把礼物带走。

这时，余阙进来了。州官说：“下官

来给大人送行。”余阙说：“有劳了。”州

官说：“下官知罪了。” 余阙见这个州

官改变得很快，故意岔开话说：“你知书

(输)了，我的青阳山房藏书不少。”“下官

明白。这次受到大人的教益不小。”“明

白就好，那你回去吧！我上任也不敢骚

扰百姓。”“是的，是的。”从此，州官把余

阙的话记住，不再胡作非为。

余阙：智训庐州州官

李天馥：皇帝的贴身秘书

合肥昂氏：皇上连下四道诰封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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