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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正安

临猗县在临晋元代大堂工地发
现一通明万历四十二年碑刻。碑石
为长方形，高 71 厘米，长 95 厘米，
厚 15 厘米。碑刻题名为《直指按晋
训廉谨刑约言》。

文为楷书，从右向左，凡31行。
由时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
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约言”的旨趣为两个部分。一
为训诲各州县官吏，从政务廉，切莫
贪赃枉法；二为严禁滥施酷刑，残害
民命。

通篇“约言”，以情论理，以理晓
义，既义正词严痛斥贪酷枉法的可
耻行径，又语重心长教诲廉正为民
的贤德情怀。字里行间浸透着以民
为天，惜民如子的爱民之心。可谓字
字珠玑，句句箴言，心地光大，用意
深远。读之使人感慨万千，抚碑称
绝。

“约言”开端称曰：今朝廷辖束
有司，贪酷有禁，载在总约，字字斧
钺，宜人知涤虐而毖后矣。乃今各州
县掌印官，志趋清莹，心地慈祥者，
固自有人，乃有睃剥民膏，草菅民
命，政以贿成，贪以酷济者，往往可
屈指数也。岂知民之一丝一缕，皆民
之命也。为民牧者，奈何通暮夜之
金，重科罚之条，既滥准词状以明攘
之，又批发衙官以阴撄之。百般巧
取，一味渔猎，令茕茕小民，家室破
碎。

“约言”进一步训导着，贪赃枉
法的卑劣行为，将污蔑了名节，玷辱
了官常，清夜抚胸自思自问，于心何
忍？倘若机关败露，东窗事发，落个
身名俱丧，即使将索取来的不义之
财，捆载而归，难道能心安理得享用
吗？“恐鬼神忌盈，亦阴瞰其室矣！”
因此，凡有此热肠的要冰冷以尽，怀
此欲念的应消失殆尽。望所辖的衙
官们，陡然醒悟，急骤摆脱出来。

“约言”第二部分为谨用酷刑。文
曰：“刑者不得已而加之民者也，用以
明国法。”要知道“死者不可复生，绝
者不可复续，人谁不爱其性命，又谁
不爱其肢体发肤？为民父母，奈何淫
刑以逞乎？今后各有司，非人命盗情
捱刑不吐者，不得一概滥用夹拶致伤
民命，违者定以酷论。”

夹拶为古时一种酷刑，以绳索
穿五根小木棍，套入受刑人手指间，
两边用力紧收，名为“拶指”。轻者使
人昏死，重者十指断裂。为此，文中
指出：“其佐贰首领，尤不许轻用夹
拶。重大事情应夹拶者，呈堂官亲
问。如有私置擅用，掌印官之不能钤
制佐领，可概见矣，定以罢软沦。”

“约言”结尾发自肺腑之言，循
循教导：“以上言贪言酷，总是常谭，
本院窃思，天理良心，总不外此，愿
有司其深思之！”

李若星，明代名臣。据《明史·列
传》载：该李氏字紫垣。河南息县人。
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知枣强县，
迁知真定府。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
尚书黄克缵。巡视库藏。陈蠹国病商
四弊。天启年间，巡抚甘肃。陛辞。发
魏忠贤、客氏之奸。以谗去职。崇祯
年间，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兼巡
抚贵州。讨伐安位余孽安陇璧及苗
仲诸贼，皆有功。

明代初期，中央设立都察院，掌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
朝仪”。其品秩虽低，而权限广，知府以
下均奉其命，万历四十二年，李氏奉命
以监察御史巡抚山西，他考察官衙的
腐败与百姓的疾苦，于是便撰写此“约
言”，发放各州县衙署，以示警诫，故曰

“撰发”。
这篇“约言”通俗易懂，文简意赅，

言及文意，辞对清华，可谓一篇“檄移”
佳作，弥足珍贵。

从“约言”的撰发和其旨趣来看，
可知李氏三点之贵。其一，刚正耿介，
勤政为民。李氏作为监察御史，巡视考
核州县吏治，可谓名高位显，备受尊
崇。试想，李氏每到一地，黄土垫道，清
水洒街，鸣锣开道，旌旗蔽日，八抬大
轿，出入衙署，花天酒地，客堂喜叙。甚
至游山玩水，观赏风光，无所事事，其
乐无穷。绝不会撰写出这篇言真意切，
感人心腑，又入骨三分的“训廉谨刑约
言”来！绝不会道出：今各州县掌印官，

“乃有睃剥民膏，草菅人命，政以贿成，
贪以酷济者”之辞，更不会痛斥那些贪
官污吏“为民牧者，奈何通幕夜之金，
重科罚之条，既滥准词状以明攘之，又
批发衙官以阴撄之。百般巧取，一味渔
猎”的卑劣行径。其二，清正廉明，嫉恶
如仇。李氏巡视考核，掌管着州县官吏
命运大权，上可通天，下威百僚，官吏
们敬而畏之，而又求之不得。试想，李
氏每临一地，阴受贿赂，暗索财礼，腰
包鼓囊，满载而归。落个“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之差，绝不会在“约言”中
发出：倘若机关败露，身名俱丧，所索
取的不义之财，怎能平安享受？“恐鬼
神忌盈，亦阴瞰其室矣！”的愤慨之言。
其三，以民为天，恤民如命。李氏“训廉
谨刑约言”，实则为民说话，贪使百姓
遭殃，酷为民人受难。只有贪酷有禁，
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约言”中写道：

“岂知民之一丝一缕，皆民之命也。”为
民父母，怎能“百般巧取，一味渔猎，令
茕茕小民，家室破碎。”“人谁不爱其性
命，又谁不爱其肢体发肤？为民父母，
奈何淫刑以逞乎？”处处体现着以民为
贵的爱民情怀。

李若星的清廉爱民之举，得到时
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乔应甲的褒
奖，他在《再起奏章》中向皇帝奏道：

“李若星曾巡按山西，臣山西人也，真
见终其任，所有纸赎赃罚，一分一厘留
在地方，人心甚服。”简明扼要数语，真
实而又高度地赞扬和评价了李若星的
廉政爱民情操。

这通“约言”碑石，距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它虽出自一个封建社会
官员之心声，但其立意与内涵的价值，
对今人仍有着极其可贵的现实意义。

附：《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

今朝廷辖束有司，贪酷有禁，载在
总约，字字斧钺，宜人知涤虐而毖后
矣。乃今各州县掌印官，志趋清莹，心
地慈祥者，固自有人，乃有睃剥民膏，
草菅民命，政以贿成，贪以酷济者，往
往可屈指数也。岂知民之一丝一缕，皆
民之命也。为民牧者，奈何通暮夜之
金，重科罚之条，既滥准词状以明攘
之，又批发衙官以阴撄之。百般巧取，
一味渔猎，令茕茕小民，家室破碎。无
论污蔑名节，玷辱官常，清夜扪思，於
心忍乎？无论机关败露，身名俱丧，捆
载而归，宁常享乎？恐鬼神忌盈，亦阴
瞰其室矣！兴言及此，热肠冰冷，欲念
全消矣。凡按属有司，宜猛然思，憬然
悟矣！

又，刑者不得已而加之民者也，用
以明国法。杀一人正所以惧千万人，杀
之实所以以生之也，犹且体天地好生
之德，广皇上钦恤了之仁，不忍尽法以
掩思。况用以逞威渔之孽，端由於此
矣。独不思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
续，人谁不爱其性命，又谁不爱其肢体
发肤？为民父母，奈何淫刑以逞乎？今
后各有司，非人命盗情捱刑不吐者，不
得一概滥用夹拶致伤民命，违者定以
酷论。其佐贰首领，尤不许轻用夹拶。
重大事情应夹拶者，呈堂官亲问。如有
私置擅用，掌印官之不能钤制佐领，可
概见矣，定以罢软沦。

以上言贪言酷，总是常谭，本院窃
思，天理良心，总不外此，愿有司其深
思之！

巡按山西监察御史 李若星 撰发
临晋县知县 杨名显 勒石
万历四十二年正月 吉旦

临晋县衙珍藏一通
明代官吏“训廉谨刑约言”名碑

▲明代《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

□纪习尚

“卧游”，就是通过观赏别人的游记或画作，
靠脑补达到实地游览的效果。躺在家里，古人拿
什么卧游？

第一样利器是绘画。笔墨丹青，取于景而胜
于景。明末清初画家程正揆“少从董其昌游，故
颇工于画”，他从39 岁起，决心创作《江山卧游
图》系列图卷，共绘制了五百多卷，将无数自然
美景呈现在笔端。据当时的名士王士祯记录，这
些图卷都流传在民间，王本人也收藏有两本。可
见，当时社会上对“卧游”画册的需求很大，一些
专业画家也针对这种新消费形态，有意识地进
行了创作。

第二是游记。在汉字构筑的空间里，游目骋
怀。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代柳宗元的

《小石潭记》、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些都
是我们读书时的背诵篇目，古人又怎么会没有
凭此“卧游”过呢？

如果觉得单一景点的游记过于零散，古人
还有城市旅游指南。比如宋代《东京记》描绘了
开封宫城、旧城、新城的景观，“宫殿、官府、坊
巷、第宅、寺观、营房均次第记之。”明代有一本

《帝京景物略》，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遍览
北京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

更有汇集全国名山大川于一书的垂直类旅
行导览，如明代的《游名山记》四卷，囊括了华
山、嵩山、终南山及江南等地名山的纪游。

第三是奇石假山。山远路阻，为什么不把景
色移入庭院，与它日夜相伴？古人真有这么做
的。《西京杂记》载：西汉富翁袁广汉曾经在山下
修筑园林，“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又在园
中放养了“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尼”等珍禽
异兽，极尽奢华，据说这是假山之始。明代《五杂
俎》说：“假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一
二，以当卧游”，将“卧游”和假山串联了起来。不
过它说的也有片面之处，北方平原地区固然需
要假山作为卧游之资，但江南的苏州，也有沧浪
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等名园，假山既多且
精，不输北方。 （《齐鲁晚报》）

古人卧游花样多

□王磊

古人最初是在家洗澡，用一个大盆就够了。
条件好的人家会有专门的浴室，洗澡时有奴婢
伺候。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家庭浴室
形象，是扬州西汉广陵王刘胥陵寝中的浴室。浴
室内有双耳铜壶、铜浴盆、擦背用的浮石、木屐、
铜灯、圆漆浴凳等全套洗浴设施。其中的双耳铜
壶应是奴婢为其主人进行人工淋浴时使用。

到了宋朝，由于市民阶层的崛起，城市里的
公共浴室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元、明、清三朝，公
共浴室持续繁荣发展。马可·波罗记载元朝人

“每日早起，非沐后不进食”，可见先洗澡再吃饭
已经成为元朝人的日常生活。

古人洗澡，会在洗澡水中加入中草药物以治
疗疾病，称为“香汤”。在古汉语中，汤是热水的意
思，洗澡水也称汤。今天，日本浴池的门口还会写
一个“汤”字做招牌，这便是源于中国的洗澡文化。

古代扬州的公共浴室称为“混堂”，门口都
会挂一个水壶，表示正在营业。古代浴池门口挂
水壶，就像酒楼门口挂望子一样。为什么要挂水
壶呢？可能是因为古代没有自动淋浴，水壶是洗
澡时人工淋浴的辅助工具，是澡堂的必备用品，
所以成为行业标志。

今天的搓澡，在古代被称为“揩背”。宋代的
苏轼，就是一个“揩背”狂人，甚至还为搓澡师傅
填了一首“搓澡词”，名为《如梦令·水垢何曾相
受》。词曰：“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
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
垢。”苏轼借寄语搓澡师傅轻搓一事，寓意自己
秉性高洁，言下之意，自己的遭遇都是小人嫉妒
陷害的。连搓澡时都在风雅地批评时政，宋代文
人真的是时刻以天下为己任。

（《株洲日报》）

古人如何洗澡？

▲临猗县临晋元代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