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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 204期八版冤
在中国历史上袁 明朝皇帝奇

葩多袁而万历皇帝算是其中一枚遥
而这个奇葩皇帝袁 做了一件极奇
葩之事袁长年不立太子袁且因太子
问题而跟诸臣拉扯有十年之久遥

万历十八年渊1590年冤袁王弘
诲给万历皇帝上了三道奏章遥 一
是叶诸建诸公疏曳袁请立太子袁并强
烈指出袁请立太子之事乃野法祖建
储袁以隆国本袁以系人心事冶之举遥
二是叶拟无逸殿箴曳袁建议皇帝恢
复朝讲袁召对群臣议政曰三是叶礼
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疏曳袁呼吁风
俗奢侈之风应该禁止遥

然而袁奏章送入了皇宫袁如石
头落到枯井袁毫无动静遥

王弘诲甚是失望遥
第二年袁即万历十九年袁王弘

诲再上三道奏章袁 重提去年请立
太子等事袁语气凌厉袁忠直骨鲠袁
甚有海瑞遗风遥然而袁奏章还是如
石落井袁 我行我素的万历皇帝依
然像只鸵鸟扎于深宫之中袁 过着
那种野不理尧不郊尧不庙尧不见尧不

批尧不讲冶奇葩生活遥
这次袁王弘诲深深地绝望了遥
他想起了嘉靖袁 想起了已故

的海瑞遥 当年袁海瑞以死相谏袁尚
未唤醒为神仙之事癫狂的嘉靖皇
帝遥如今袁如果再来一场轰轰烈烈
的野尸谏冶袁会震动那个比嘉靖还
疯狂的万历吗钥

这的确是个问题遥
王弘诲陷入了深深地痛苦与

迷惘之中遥 二十年孤岛的寒窗苦
读袁十七年的翰林院隐忍韬晦袁就
是为了有一天发志济世袁 施展宏
图遥如今君王却不受诸臣之谏袁他
该何去何从呢钥

他又想起了孔子遥 孔子率弟
子周游列国袁四处碰壁时袁曾对弟
子感叹说道院野道不行袁 乘桴浮于
海遥从我者袁其由与钥冶孔子在推行
仁政不通的情况下袁 想到了要驾
一叶扁舟远离政治袁逍遥江湖遥而
我袁是不是该像孔子老人家那样袁
离开庙堂袁远走江湖呢钥

王弘诲思忖再三袁 决定上疏
告休遥可是他等了很久袁直到万历

二十年渊1592年冤袁他任南京礼部
尚书三年考满袁 才得旨请准回乡
休假遥

五
万历二十年渊1592年冤袁九月遥
王弘诲暂别明朝官场袁 如羁

鸟出笼袁从南京出发袁开始了一段
惬意快乐的吴越之游袁 一路悠游
一路吟诗作赋遥 人生似乎终于得
闲袁然而王弘诲并不闲着袁他一回
到了定安县袁 就用力推行他人生
的另外一个伟大计划遥

这就是筹建尚友书院遥
宋朝名臣范仲俺在 叶岳阳楼

记曳 写道院野居庙堂之高袁 则忧其
民曰处江湖之远袁则忧其君遥冶这种
进退皆忧的政治情怀袁 正是儒家
思想的精神之一遥 王弘诲进不得
君王之心袁退也不能只顾逍遥袁不
管世事遥他在想袁他应该为乡民做
点贡献袁 这样才不愧对父亲王允
升给他取的野弘诲冶之名遥

筹建书院之事袁 意义不言自
明遥 当是时袁海南岛民风不化袁学
术不精袁 而要促进家乡定安县的

学术文化袁 就必须有座像样的书
院袁供郡邑弟子学习交流遥但在那
时袁 要建立一座书院是一件很不
容易之事袁首先你得有钱袁有人袁
有影响力遥

以王弘诲当时之影响力袁操
办此事袁似乎没什么困难袁至于钱
的事情袁他自己来掏遥 一年后袁书
院于县学之侧落成袁 建筑有前后
两廊袁仪门数楹袁轩昂壮观遥 王弘
诲在学宫大殿左壁题写了野尚友冶
两字遥所谓尚友之意袁就是友天下
之善士遥王弘诲之意袁就是以古贤
人为楷模袁激励后学奋发有为遥

这袁 正是当年李慎先生对他
的期望遥而今天袁他将这种期待薪
火相传袁 借此挖掘与培养更多有
志俊秀袁以利天下遥

这一年袁 是万历二十二年
渊1594冤遥

王弘诲在想袁 以尚友书院会
天下文士袁传播大道袁教诲郡邑子
弟袁 岂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钥 然
而袁 这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的快乐之感袁很快结束遥也正是这

一年袁王弘诲休假期满袁他不得不
重回官场袁 去侍奉那个让他痛苦
异常而又不能拒绝的奇葩万历皇帝遥

据王弘诲门生朱国祯 叶涌幢
小品曳记载袁王弘诲野再起袁以考满
入京袁门下士在京正袁盛迎于郊外
二十里袁自四衙门而下袁凡八十余
人冶袁真可谓野极一时胜事遥 冶

蛰居故乡定安两年后袁 这或
许是王弘诲人最得开心的一天遥
而他回京的这一年袁 满城都在风
传袁他可能要北上入阁遥甚至连他
两年前旅途中认识的外国老朋友
利玛窦在叶回到南京曳中也这样说
到院野听说此人渊王弘诲冤已被皇帝
新重新召回南京噎噎尚书被皇帝
召回官复原职非常高兴袁 并希望
这将成为升任北京相应职位的一
个进身之阶袁 那会给他以阁老的
最高权威遥 冶

如果是这样袁 那应该是王弘
诲迟来的幸福遥因为北上入阁袁在
两年前本就应该属于他的袁 但是
被人阻挠而不得成行遥

渊未完待续冤

放眼历史烟云袁纵然众多英
才杰士袁 地处海隅的海南岛袁也
是人才荟萃的遥 在明代袁就出了
像邱浚尧海瑞尧王弘诲等功名卓
著的人物遥

王弘诲于嘉靖壬寅二十一
年渊1542 年冤袁出生于今海南岛
定安县雷鸣镇的龙梅村袁卒于万
历丁已四十五年 渊1617年冤袁享
寿 75岁遥 死后朝廷派遣当时的
海南分巡提学副使戴熺谕葬袁赐
茔在定安古爽之原袁即今富文镇
九所墟之附近遥

王弘诲字绍传袁号忠铭袁嘉
靖四十年中辛酉科解元袁时年方
二十岁袁 嘉靖 44年中乙丑科进
士殿试二甲袁 选翰林院庶吉士袁
历任翰林院检讨袁编修袁会试同
考官尧北雍国子监司业尧南京国
子监祭酒尧 南京吏部左侍郎尧南
京礼部左侍郎尧 礼部左侍郎尧南
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等职遥

王弘诲自小资质聪慧袁史
称他少颖异袁博极群书袁日记千
言遥 他在文学方面颇有成就袁其
诗文为邱浚袁海瑞之后海南又一
大家遥 一生著有 渊渊尚友堂稿曳尧
叶吴越游记曳袁叶来鹤轩集曳尧叶天池
草曳尧叶南礼奏牍曳尧叶南溟奇甸
录曳尧叶文字谈苑曳遥叶国朝名臣录曳
等书遥 他的诗文笔调清新袁文字
精练袁感情真挚袁主旨确切遥其为
人之正气风骨袁于诗文中灿然可

见遥 他的门人区大伦袁对王弘诲
的诗文曾有过这样的赞誉院野文
章尔雅醇厚袁自成一家袁诗歌品
格在大历以上遥 冶当时的知名文
士袁 门人焦竑也称赞他的诗文
野安时处顺袁 超然物表袁 不矜不
挫袁不诬不怼遥冶王弘诲的诗作格
律严谨袁 用词遣字非常讲究袁吟
诵起来音声锵然袁 更兼立意不
俗袁意境深邃袁今日读之犹有新
意遥

王弘诲早年就颇有政治才
干袁后来他在政场上也确实有所
建树遥 他任会试同考官时袁曾经
选取了一批颇有才能的知名人
士遥 其中有焦竑袁董其昌袁吴道
南尧陶望龄等遥他曾多次上奏疏袁
提议万历皇帝建储遥他多次上疏
劝谏万历细心问政袁不要随便发
怒袁不要乱发诏令遥 就是他乞病
致仕得准后袁 他也还在关心政
事袁上谢恩陈言疏袁以自己之病
比喻国家之病袁委婉劝谏万历皇
帝用心治国遥万历皇帝对他的忠
心陈言虽不听袁 但也曾称赞他
野学识渊宏袁 器资醇笃袁 蜚英翰
苑遥 冶王弘诲死后袁赞他野惟卿性
资愿恪袁操履端平袁文风既著然
朝堂袁经笥夙称于岭表遥 又赞他
野惟卿三朝硕士袁一代伟人遥 冶王
弘诲一生对明皇朝是忠心耿耿
的遥

王弘诲和海瑞是同代人袁又

是琼州同乡袁他们之间有着较多
的来往遥 王弘诲之为人道德品
质袁也颇受海瑞之薰陶遥 他虽然
没有海瑞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袁
但也是胸存正气袁很关心国情民
生的遥 王弘诲在他的叶致仕谢恩
陈言疏曳中袁就有这样的一段叙
述院野噎噎臣之同乡友人袁故都御
史海瑞袁为户部主事时袁常抗疏
谏世宗皇帝袁自分必死袁以身后
事付臣袁 然犹属臣虽官翰林袁亦
当思有所效袁 毋徒若蠹书虫袁生
死陈编中为也遥臣每绎其言而愧
之遥 冶

关于这件事袁叶忠铭公年谱曳
中袁 有如下的二则记载曰野十月
渊嘉靖乙丑四十四年十月要要要笔
者冤袁 海忠介公抗疏言天下第一
事袁犯颜强谏袁世宗大怒袁将付
狱袁忠介公访公于玉堂袁自分必
死袁以后事托公袁遗白金二十两遥
曰遥 耶死于尔乎袁 殡还我首丘足
矣! 爷公闻命袁勉相慰藉袁决不负
言遥 野忠介公下狱后袁公极力保
护袁每省视狱中袁饘橐备至遥狱吏
吓以危言袁亦不畏避遥

王弘诲对当时的不正之风袁
是厌恶和敢于干预的袁他曾上疏
奏请禁止奢靡之风遥 他在叶礼部
题禁风俗奢靡事宜曳中袁讲得非
常有理袁从今天提倡节俭尧简朴
的美德来看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的遥 当时的权贵张居正袁叶明史曳
上写道院野居正自夺情后袁 益偏
恣遥其所黜陟袁多由爱憎袁左右用
事之人多通贿赂遥冶渊叶明史曳卷二
百十三袁第 5650页冤然而王弘诲
对他这个权贵却敢顶撞遥 叶忠铭
公年谱曳 上记有这样的一件事院
野时张江陵 渊张居正系江陵
人要要要笔者冤当国袁托其子懋修尧
敬修登鼎甲遥榜出袁土论哗然遥公
作 叶火树篇曳尧叶春雪歌曳 讽之遥

噎噎江陵闻而衔之遥 冶从这件事
看袁王弘诲对那些以权谋私的人
是极为不满的遥由此也可见到他
的为人品格遥

王弘诲为人正直袁 毫不媚
骨遥 他在叶贺万州守辜公善政华
诞序曳中袁一开头就这样自我表
白院野予夙性耽嗜文辞而不喜谀袁
故常不辞四方赠言之求袁而又不
工为藻饬袁以投媚者之好遥冶海瑞
在万历十五年 渊1587 年冤 逝世
后袁王弘诲第一个写叶海忠介公
传曳袁 他在文中对海瑞之为人极
其赞赏和敬羡遥王弘诲曾在南京
礼部尚书任上袁引荐外国传教士
利玛窦陛见万历皇帝袁对中外文
化之交流袁作出了卓著的贡献遥

王弘诲一生曾为琼州做了
不少有益的事情遥他鉴于琼州儒
生赴考旅途遥远袁 跋涉艰苦袁特
上奏疏请求改海南兵备道兼管
提学道袁让琼州之儒生能在海南
就地孝试遥这件事当然对读书求
官的儒生是极有好处的袁对发展
海南文化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遥
他在叶奏改海南兵备道兼管提学
道疏曳中袁如实地向万历皇帝陈
述海南儒生千里迢迢赴考的苦
楚袁然后有理有据地请求万历皇
帝院野噎噎如果职言不谬袁即照甘
肃截考例袁改海南兵备道兼管提
学道袁换给敕命袁每遇员缺袁必选
甲科之有学行者充之袁其琼州一
带师儒巡察任其便宜行事遥这个
奏疏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袁自
此袁海南儒生赴考方便多了遥 这
件事便是民间所说的 野奏考回
琼冶遥 这对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袁历史上曾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遥琼州的儒生对野奏考回琼冶
很是感激遥 在万历癸卯三十一
年袁 王弘诲六十二岁的时候袁儒
生们捐款建了一座纪念王弘诲
的生祠遥 这座生祠建在定城袁五
十年代尚完好袁六十年代则被折
毁袁渊尚存后殿冤改建为定城镇卫
生院遥 王弘诲晚年致仕回家后袁

对培养人材是极为重视的袁他花
了很大精力袁于万历乙已三十三
年袁在定安县城建了一座尚友书
院袁为今定安中学的前身袁今定
安中学图书室尧校长室袁便是当
年尚友书院的旧址遥王弘诲经常
在书院讲学遥 从他现存的著述
看袁他的学术思想多受程朱理学
思想的影响遥

王弘诲五十四岁时袁便以病
为缘由袁 向万历皇帝请求致仕袁
经过十三次的请求袁才在万历己
亥二十七年袁 他五十八岁时获
准遥 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袁他开始
要求致仕是比较早的遥他所以较
早要求致仕的原因袁不是因为自
己真的病老袁而是因为万历不听
他劝谏袁对当时的朝政不满遥 此
时的明皇朝已经非常明显地在
走下坡路了袁王弘诲因此对为官
丧失了信心遥叶忠铭公年谱曳上有
这样的记载曰野公借病以辞职袁言
及误身事小袁误国事大袁因上屡
谏不听袁辍朝罢讲袁国事将不可
为袁又处南京间袁职不能展其经
济袁屡以乞休为动天听遥 冶野公因
近年屡谏不听袁将奏疏付梓遥 名
为叶南礼奏牍曳袁自为小引曰院甚
矣袁进言之难也! 非言之难袁有以
听之之难也遥 又非徒听之难有袁
以言之而必吾听之之难也遥 冶

王弘诲致仕以后袁除到别地
讲学袁为培养人材奔走外袁一直
乡居在家袁直至终老遥 他对家乡
极是热爱袁 经常游憩于金鸡岭袁
文笔峰袁 多有讴歌家乡的诗文遥
平常他也热心做些修桥筑路的
公益事遥

王弘诲是明代封建皇朝的
官吏袁他的为人处事有着历史的
局限袁但他渊博的知识袁文学上
的造诣袁 以及他正直的为人品
格袁 都是海南历史上不可多得
的袁 至今海南人民还在缅怀着
他遥

姻 许荣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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