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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前言

序言本无一定的规范，那就开门见山，从读了施伟萍老师的《品谈历史文化人物》的稿本谈起。这里
所写的一群人物，让我别有感触，因为“这一群”正是人们难遇而渴望了解与崇敬的人物，有历史的
、地方的，也有曹雪芹笔下的艺术形象。但这些人物并不是一涌而来到作者笔下的，而是由她平时一
个一个捉摸、琢磨而来的。    在这一群人物中，作者首先讲述的是历史上的循吏清官，如择善而从、
宽猛相济的仁爱之相郑子产，刚而有礼、宁死不屈的平原太守颜真卿，刚正廉洁、孜孜爱民的苏州知
府况钟，刚正不阿、清廉耿介的应天巡抚海瑞，廉正自守、且勤且俭的两江总督陶澍等。在这一部分
中，清廉自洁、爱国爱民是主题，浑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人物的精神；这些历史清廉人物既是公仆，
又是父母官，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伟人。这些人物今天仍然值得为官者借鉴。    第二部分主要是历朝历
代吴中大地上的睿智贤士，如有慈善思想的范蠡、忧乐天下的范仲淹、明末志士张国维、抗清义士吴
日生等。这些人物在苏州百姓的口中如数家珍。“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这是唐代大
诗人李白对范蠡的赞诗。宋名相范仲淹的“忧乐天下”观，始终是飘扬在吴中上空的一面大旗。范仲
淹的诗词虽不多，但是其《渔家傲》一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通过边塞的凄清，反映了边防将士的忧国之心，体现了忧乐观的深意
。范成大不仅是南宋著名诗人，而且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
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咏出了北方父老时刻盼望祖国复兴的急切心情，又
抒发了诗人自己盼望“六军”到来的拳拳之情。他的田园诗更是清丽而雅俗共赏。唐寅是苏州家喻户
晓的著名画家、诗人，但是诗人自有诗人的放浪，他的十一首《花月诗》尤为洒脱而有魅力。同时，
他又有一身傲骨，坚决不接受宁王朱宸濠的聘任，甚至装疯，令人敬佩。张国维、吴日生处在同一个
历史时期，清兵人关南下，屠杀掳掠，激起了全民的愤怒与反抗，“国破山河在”，个人的生死存亡
、声名荣誉算得了什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节不稍亏，这才是张国维、吴日生的最高境界。    
以上品谈的历史人物，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苏州的骄傲。而第三部分的红楼人物是经典小说中
为人们所关注和喜爱的人物，他们也反映着时代的背景，人物更有着不同的个性。就以作者为文章定
的题目来看：《至清至洁，至情至性——品(林黛玉进贾府)中黛玉之美》，抓住了林黛玉独特的心态
与情性；《画梁春尽落香尘——秦可卿的风情与忧虑》，体现了秦可卿内在的个性；《独卧青灯古佛
旁——惜春的心冷和了悟》，确是惜春的形象与心理。这里仅分析了红楼人物中三位典型的悲剧女性
人物，却是有所针对，恰到好处。作者对于红楼中处于正反之间的人物也能分析到位。例如，《磨砺
心志浮宦海——贾雨村的仕进与蜕变》，贾雨村宦海浮沉，为了一己的升迁，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
这样的定题，可谓一针见血；《不喜正务好寻花——贾琏的风流与失落》一篇同样如此，抓住了贾琏
的特点。作者对人物的分析，去除了某些陈规俗套，颇有新意。    施伟萍老师目前仍操劳在学校教学
与行政工作的繁忙之中，但是她尽量腾出时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她为人正直，工作敬业，所以
才有这种思想感情研究上述这些历史文化人物，并加以品谈，正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难能可贵！
读后令人掩卷深思⋯⋯    《传统文化研究》主编  陆承曜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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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内容概要

《品谈历史文化人物》首先讲述的是历史上的循吏清官，在这一部分中，清廉自洁、爱国爱民是主题
，浑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人物的精神；这些历史清廉人物既是公仆，又是父母官，是老百姓心目中的
伟人。这些人物今天仍然值得为官者借鉴。第二部分主要是历朝历代吴中大地上的睿智贤士，如有慈
善思想的范蠡、忧乐天下的范仲淹、明末志士张国维、抗清义士吴日生等。这些人物在苏州百姓的口
中如数家珍。第三部分的红楼人物是经典小说中为人们所关注和喜爱的人物，他们也反映着时代的背
景，人物更有着不同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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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作者简介

施伟萍，女，1962年10月出生，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副教授。现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
游与财经分院科研处处长。主要研究传统文化和红楼梦人物，任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长
期从事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及科研工作，江苏省首届教改课题《传统文化教学资源的开发研究》主持人
，在《传统文化研究》和《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万字，并有多篇教学论文获得省级以上
一、二、三等奖。现为苏州市区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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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书籍目录

序言  历史清廉人物篇择善而从，宽猛相济  ——仁爱之相郑子产忠厚刚毅，廉洁奉职  ——渤海太守龚
遂拒贿公廉，正义直谏  ——东汉太尉杨震睿智断案，九死一生  ——两度为相狄仁杰刚而有礼，宁死
不屈  ——平原太守颜真卿铁面无私，清心直道  ——开封府尹包拯刚正廉洁，孜孜爱民  ——苏州知府
况钟刚正不阿，清廉耿介  ——应天巡抚海瑞智勇过人，清介绝俗  ——直隶巡抚于成龙廉正自守，且
勤且俭  ——两江总督陶澍  吴中名贤人物篇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一人  ——范蠡“三聚三散”
的慈善思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忧乐天下范仲淹山水田园，范成大的精神家园  ——《四时田园
杂兴》六十首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唐寅与桃花坞的不解之缘忠烈两全，永垂青史  
——明末志士张国维三军曾亦殪天狼  ——抗清义士吴日生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顾炎武诗中
的爱国情怀恪勤尽职话廉洁  ——明清吴中循吏及其戏剧演绎  红楼艺术人物篇画梁春尽落香尘  ——秦
可卿的风情与忧虑独卧青灯古佛旁  ——惜春的心冷与了悟磨砺心志，沉浮宦海  ——贾雨村的仕进与
蜕变不喜正务好寻花  ——贾琏的风流与失落贪图享乐去世职  ——贾赦的慵懒与堕落造衅开端实在宁  
——贾珍的恣意与世故至清至洁，至情至性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黛玉之关性情中人，饮食人
生  ——红楼梦人物与饮食描写掠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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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章节摘录

东汉的安帝是个荒淫无度的昏君，他放纵奸人横行不法，为此杨震曾一次次上疏，希望能让安帝采纳
。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杨震任司徒。第二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与宦官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
邓骘自杀，内宠更加为所欲为。安帝的乳母王圣，因哺育安帝之劳便在宫中放肆行事。王圣的孙女伯
荣可以出入宫廷，来来往往传递贿赂，做私通奸情之类的丑事。杨震忍不住了，就上疏安帝说：“我
听说为政要以做好事为根本，以治理坏事为当务之急。古代唐虞拜贤德能治的人为官，四面八方的罪
犯都被流放处理，天下人心悦诚服，大家和睦相处，生活宁静。而现在人的行为没有按照宽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德来执行，卑鄙小人充斥朝
廷。阿母王圣出身卑微，能让她有机会侍奉圣上，已经是她的福分。虽然她有哺乳圣上之劳，但她前
前后后所受到的恩赏已足以报她的劳苦了，谁知她贪得无厌，不知纪纲，反而扰乱天下，损辱清明之
朝⋯⋯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姜氏的欲念，放纵弟弟大叔段的行为，不肯听从臣下‘早为之所’的劝诫
，几乎到了危亡国家的地步，然后郑庄公再讨伐，杀了弟弟，这是一种失教。古语说：‘唯女子小人
难养也。’妇人不得参与政事，应赶快让阿母王圣出宫，不能再让伯荣出入宫廷。这样才能让皇恩、
德操并举，上下都会认为是美事的。”    这一番恳切之辞上奏安帝后，没想到安帝却以之给阿母王圣
等内宠看，这些人都对杨震更加嫉恨。伯荣的骄奢淫逸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又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
堂兄刘环私通，刘环后来娶她为妻，因此而官至侍中，袭刘护的爵位。杨震对之深恶痛绝，再次上疏
皇帝：“我曾听说高祖与群臣相约，不是功臣不能受封，所以过去的制度是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兄
长死了，弟弟继承。这也是为了防止别人篡位。而现在我看见诏书封死了的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环，
可刘护的亲弟弟刘威还健在呀！现刘环无功无德，只因为娶了王圣的孙女就受封，这不合旧制，不合
经义。皇上要三思而行，顺从民心。”安帝仍是置之不理。    当时安帝又下诏书派遣使者专门兴师动
众地为阿母王圣兴建府邸，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乘机煽动，倾摇朝廷。杨震任太尉，第
三次向安帝上书：“我听说古代耕种九年后就有三年的储粮，所以尧帝时遭洪水之灾，百姓照样有食
物，没有面黄肌瘦的情况。我考虑，目前灾害严重，百姓又无储备，不能吃饱肚子，加上羌人来抢掠
，东西北又常受地震困扰，战争至今未停息，兵士的军粮也不充足，国库没有储备，国家处在动乱之
中，皇上却又下诏为阿母王圣在津城门(今洛阳南西头门)大兴土木，建造宅第，雕饰修缮，让能工巧
匠穷尽技巧，攻山采石。听说还要建造许多大型建筑，花费巨资。财尽百姓就要怨恨，力尽百姓就要
反叛了⋯⋯周广、谢恽依靠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人作威作福，干扰地方，指挥大臣。他们招来
了一批海内贪婪之人，混淆黑白，不分清浊，天下哗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汉安帝不仅听不进
杨震的谏言，反而更不把杨震放在眼里了。    樊丰、谢恽等见杨震连连上书，安帝都不理睬，更加无
所顾忌，于是斗胆制作假的诏书，调拨人员、钱财、工匠等，各自都建造家舍、园池、庐观，铺张浪
费，百姓深受其害。    杨震无法等闲视之，抱着一丝幻想，第四次上疏：“京师现在也常常发生地震
，这是那些奸臣、宦官持权弄事的结果。现在冬无腊雪，春无润雨，大家都很着急。可有人仍在变本
加厉地大兴土木。已有旱灾征兆，我极力恳求皇上发扬振兴国家的美德，废掉那些骄奢淫逸的官吏，
重振旗鼓。”    杨震前前后后所说的这些，言辞恳切，发自肺腑，安帝都不赞成，反而在心中愤愤不
平。樊丰等人视杨震为眼中钉、肉中刺，可因为杨震是位名士，不敢加害，但他们并未罢休，正等待
机会找杨震的不是。    正巧河问郡(今河北献县等地)有一男子赵胜上书皇帝，对安帝的得失进行了评
议。安帝读到这样一个奏本，觉得字字刺耳，句句忧心，大为恼怒。于是下令把赵胜逮捕人狱，判定
罪名是犯上作乱，是个不道之人，要问斩。杨震听到此事，心急如焚，他对安帝已不抱希望，可赵胜
所说的句句实言，全是一片忠心，为国为民，没想到反遭杀身之祸。杨震再三考虑，决计冒死担保赵
胜，第五次上谏安帝。家人很不放心，前面四次劝谏，安帝从未予以采纳，现在担保的又是皇帝亲自
发落的犯人，家人劝他不要冒风险。杨震觉得既然自己身居高位，就应该为朝廷、为百姓着想，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仍然坚持要去上疏，希望安帝能幡然悔悟。    杨震十分郑重其事地书写奏本，
他说：“我听说尧舜之世，朝廷准备了提意见的大鼓和棒槌，放在宫门口，让别人畅所欲言。即使有
小人发泄怨气，甚至口出骂语，也不过分计较，自己反而更加提倡德行，所以能博采众人之言，体谅
下情。《国语·邵公谏弭谤》讲述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就杀戮，最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只是在路上用眼睛示意对朝政的不满。当时邵穆公极力劝说厉王，千万不要止谤，提出：‘防民之
口，比堵流水泛滥还厉害。’这是因为水流堵塞就会向两边决口，那受灾人就会很多。对待天下人更
是如此，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启发、诱导百姓把话说出来，否则就是违背事理的。老百姓的口就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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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历史文化人物》

地上的山水，财物都是从这一山一水之中长出来的，百姓口中讲出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吸收采纳
就可把国家治理得更加昌盛了。怎么可以用堵的办法、杀的办法呢？厉王没有听从邵穆公的劝说，三
年不到就被流放出去，真是自食恶果。”    杨震越写越激动：“现在赵胜所做的只不过是提出言辞激
烈的意见，皇上就定罪要杀头，这与杀人犯法是有区别的，请求皇上开恩，保全赵胜的性命，同时应
该诱导人们畅所欲言，这样国家才能兴旺，百姓才能安定。”安帝本来就对杨震很恼火，此番话语更
是火上浇油，根本听不进，也不作任何反省。    赵胜还是被杀害了，而且还被曝尸市上，令人触目惊
心。杨震用心良苦，想挽救昏庸不堪的帝王，可安帝听信谗言，终于没能接受他的劝诫，仍是一意孤
行。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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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品谈历史文化人物就是对人物和事件背后的人性进行品味和解读，“多少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
”。在橙色灯光下，卧在柔软的沙发上，一杯香茗飘出袅袅的淡淡清香，夜深人静，在空荡荡的书房
内，同一个个历史文化人物对话，或许会遇见自己的知音，遇见梦寐以求的那个人，自己会融入到他
的精神世界中，替他去感受，替他去经历。在这时，细问自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是作一
个短暂的逗留，那我们来这世上到底最需要什么？也只有这时，才能从心底知道，其实在这世上，每
个人都需要有一颗温暖、宁静的心，要获得这颗宝贵的心必须静静地读书和思考！    翻着散发着历史
沉香的古籍，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扑面而来，让你在岁月积淀的河流里尽情徜徉，慢慢回味。吸收前人
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正气，塑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是现
代人的必修课。    “历史清廉人物篇”主要选择历史上的清官，即循吏。《新唐书·循吏列传》小序
中说：“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
则王道弛而败矣。”这充分肯定了循吏在封建时代的作用。十位循吏是从浩浩史书中选出来的代表，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环境。或建功于开国之初，或出仕于兵荒马乱之际，或立业于开明盛
世，或受命于外患严重的时刻，或身处腐败的朝政之中，可他们清正廉明，为百姓拥戴。    “吴中名
贤人物篇”主要选择吴中大地上的历史名贤。苏州历来有崇敬先贤的优良传统，建立在古典园林沧浪
亭的五百名贤祠最能体现苏州的这种文化传统，它供奉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并与
苏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594位历史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也有宦游苏州的外地人，有精
忠报国的名臣大儒，也有博学多才的文人名士，他们是传统文化中珍贵的文化资源，值得今人学习。 
  “红楼艺术人物篇”主要是自己在研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程乙本《红楼梦》过程中对人物的新
探。《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完道不尽的巨著，由于作者曹雪芹塑造的人物有着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吸引我们对大大小小的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进行思考，所以不自觉地会对人物的性情、活动、
命运等进行剖析，并获得启迪。    在流行文化日益占据人们主流价值观的时代，我们更不能忘记传统
文化。独处僻静之地，在清茗的氤氲雾气中倾听那来自远方却又清晰的声音，让自己的心跟随人物飞
越时间，尽情徜徉在岁月的积淀中。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传统文化用流行文
化所无法企及的力量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用它内在的魅力给予人们享受与思考。让我们静下心
来品读这些人物⋯⋯    教学之余的品读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但是囿于学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感
谢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的很多专家学者对我的悉心指导，特别感谢《传统文化研究会》主编陆承曜
老师，她不顾年事已高，欣然为我作序。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默默支持，感谢学校营造的和谐读书研
讨氛围⋯⋯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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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谈历史文化人物就是对人物和事件背后的人性进行品味和解读，翻着散发着历史沉香的古籍，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扑面而来，让你在岁月积淀的河流里尽情徜徉，慢慢回味。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
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正气，塑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品谈历史文化人物》中“历史清廉人物篇”主要选择历史上的清官，即循吏。“吴中名贤人物篇”
主要选择吴中大地上的历史名贤。“红楼艺术人物篇”主要是研读《红楼梦》过程中对人物的新探。
作者施伟萍对人物的分析，去除了某些陈规俗套，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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