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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评传》

内容概要

《张养浩评传》将张养浩的政治活动与他的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不仅还原了张养浩其人的
真实生活轨迹，同时也为我们阅读张养浩的文学作品扫清了迷雾。《张养浩评传》共11章，内容包括
：山川孕灵生名贤、风云一举到天关、操刃岂容伤美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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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评传》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山川孕灵生名贤 第一节 出生背景 第二节生卒籍贯 第三节 家族谱系  第四节嶷如成人 第五
节植根理学 第二章风云一举到天关 第一节进入仕途 第二节御史台令史 第三节《上董中丞书》 第四节 
中书省令史 第五节结交友好 第三章操刃岂容伤美锦 第一节 出为县尹 第二节 宣扬教化 第三节整顿治
安 第四节 关注民生 第五节 堂邑印彳己 第四章野性蛲蛲不耐官 第一节征召进京 第二节 太子文学 第三
节监察御史 第四节上《时政书》 第五节至大心境 第五章钟鼎山林果孰优 第一节右司都事 第二节叠膺
要职 第三节主持科举 第四节 归隐情愫 第六章此行万里不徒然 第一节征舶泉南 第二节监籴兴和 第三
节 回乡省亲 第四节 奖掖后学 第五节《谏灯山疏》 第六节 应酬时文 第七章人共山猿野鹤三 第一节经
营云庄 第二节诗文自娱 第三节七聘不出” 第八章 白发归田未可闲 第一节亲友连丧 第二节应请为文 
第三节 崇儒抑医 第四节提携晚辈 第五节书信往还 第九章千古救荒遗爱在 第一节接受征召 第二节 西
行途中 第三节赈济灾民 第四节怀古散曲 第五节终于任上 第十章三事忠告启群蒙 第一节牧民忠告 第二
节风宪忠告 第三节庙堂忠告 第十一章文章事业正流芳 第一节文学成就 第二节政治成就 第三节 高风亮
节 第四节后继有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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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评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张养浩的心中，春雨除了审美的价值之外，更重要也更直接的是和农民地里的收成息息
相关。塞北地区气候非常干燥，春季雨水非常欠缺，土地热得像蒸笼一样。当地农民习惯于浅耕稀种
，粗率耕作，掌管农事的官员贪图舒适安逸，对此不加过问，农业生产一直比较落后。张养浩认识到
了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宿病，但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现在天降甘霖，
雨水润透了大地，禾苗长得非常茂盛，张养浩自然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心情。他担心官员们玩忽职守
，耽搁了宝贵的春耕，不由得想起了家乡所在的齐鲁大地曾经有过一位勤于劝民农桑的汉代能臣——
龚遂。张养浩非常希望在兴化也能出一位这样勤政爱民的好官，他把自己的喜悦心情和革除积习宿弊
的美好祝愿都融入了自己的诗中。“边雨易风色，当春雨恒悭。芳菲既迟回，原隰复平宽。禾种闻人
土，熵熵复寻干。农习多卤莽，唆亦溺宴安。丰歉付天运，略不人力干。我来每病此，宿弊无从刊。
所以逢甘泽，百倍乐且欢。祁祁入薄暮，淅淅夹轻寒。昀昀既沾足，穗穗行及观。所以愿岁登，推恐
瘰厥官。因之为怀土，卖剑耕家山。” 他在兴和居住期间，还收到了儿子张强的书信。张强在大德三
年（1299年）五月十六日出生，此时已经是18岁的翩翩青年，张强在信中倾诉了他对父亲的思念，表
达了对张养浩生活条件的担忧，希望父亲能够早日回到家中。张养浩在收到张强的信后，对儿子的成
长和进步非常高兴，为了不让儿子担心，他特地写了两首诗作为回信：“有客附书至，封识墨尚新。
展读笑良久，劝我归及辰。我岂不汝怀，爱此泉石邻。官事亦既简，又多素心人。刘生书满家，杨叟
酒味酵，而况俱好客，有假眉不颦。缅思霄壤间，实与逆旅均，焉住非寄寓，奚必家园亲。置书桃笙
底，且复乐我真。伊人旅他域，每每心不舒。而我独谁安，起居常晏如。政余释经史，既饱行庭除。
优游度旦昏，瞬息三月余。当其未来次，咸谓不可居。迨其既戾止，渐喜与世疏。所寓复幽僻，风景
仍清虚。况丁大火时，爽气恒袭裾。蝇蚋一无有，雅称颐病躯。为邻地高寒，形影忘羁孤。书以寄儿
子，无用占蜘蛛。”从诗的内容来看，张养浩住在寒冷、荒僻的地方达3个月之久，当为在兴和期间
所作。诗中没有任何对当地恶劣生活环境的抱怨，反而让人感觉到乐观的情绪弥漫其中，他对自己在
兴和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作了轻松的描述，希望家人能够放心。 张养浩之所以能够在兴和期间如此
轻松，与他的下属奉议大夫张敬甫有很大关系。此人时任兴和路总府治中，做事非常干练，成为张养
浩的得力助手，深受倚重。“见其遇事，不难繁剧，以身先众，风雨无所避，余甚倚之。”在随后的
日子里，随着二人交往的增多，张敬甫给张养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自余游奉议君数月，因熟
其人，盖精敏有干局者也。”张养浩还从他的自叙中得知，张敬甫早年曾经如何英武。“十六七时，
从汾州君如京师，早行保定山中，因憩于道，为数寇窃其行橐以去，君援弓妖马追射之连发，连毙二
盗，余皆走翳林薄间，呼使递相缚执，卒无一人逸者，其时微君侍行，汾州君几殆，人以孝童目之。
”虽然当时已经年近七旬，张敬甫依旧雄风不减当年。在离开兴和的前夕，张养浩受其请托，为之作
《晋宁张氏先茔碑铭》。 张养浩在一次外出执行公务期间，发现负责接待服务的驿卒佟锁住竟是一个
被掠卖的南方人，这引发了张养浩对元代掠买人口问题的思考。元代买卖人口成风，各大城市均设有
人市，先是元军在战场上抓获的战俘可以作为奴隶进行买卖，继而元军将抓获的南宋儒生和妇女也被
当做奴隶买卖。大规模战争结束后，拐卖人口的问题便日益严重。张养浩在大都的时候，就经常听说
某家某户的儿童在外出时被劫走贩卖，有的甚至被卖到辽海、沙漠等极其偏远的边疆地区换取牛马和
骆驼。“间岁，京师编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为奸民所攘匿。或女胁为婢，子压为奴；不然
，则载之遐徼殊域，若辽海，若朔漠，易羊马牛驼，以规赢入。幸而败者常少，不幸而转市互鬻，使
其父子、昆弟、妻女生死不闻者，比比有焉。呜呼，辇毂之下，习俗若此，岂不为大异事哉！”他对
天子脚下竟时常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对这样的习俗无法理解。张养浩由此推测，
掠卖人口的行为在全国已经相当普遍。“夫京师，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逖远可知。”现在，驿卒佟
锁住详细地向张养浩讲述了自己被掠卖的经过，原先的推测得到证实，他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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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评传》

编辑推荐

《张养浩评传》由济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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