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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相继出现的五代和汉末三国
有相似之处，都是分裂和兴废战争频
仍剧烈的时代，五代比三国乱得更厉
害。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冯道，其处
世哲学自有其典型、复杂之处。

冯道是五代时期一个不倒翁式的大
官僚。他祖籍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
很有才学。《资治通鉴·后周纪》说他是

“累朝（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八
姓）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另外还
做过契丹的太尉。五代时帝王军阀易位
如走马灯，百姓生灵涂炭，许多以文人路
径入仕的官僚不知所措，进退失据，处境
狼狈。而冯道却始终是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官运亨通，不能不说是个乱世异
数。

人活世上，总有一套哲学主宰其
思想，指导其行动。冯道晚年自称“长
乐老”，其处世哲学在他临死前所作

《长乐老自叙》中作了坦白：“孝于家，
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
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
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
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这通冯氏Rap一言蔽之，就是自寻

其乐、自得其乐的乱世“长乐”哲学。
冯道的“长乐”哲学真是儒家入世

哲学和老庄出世哲学的“杂交优质品
种”。体现在冯道身上，就是既要当官，
又不要负太大的责任；谁当权伺候谁，
对谁也别构成威胁。

首先是讲究说话艺术。他曾作过
一首《咏舌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
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能不说
话就不说，实在必须说，说出来也要模
棱两可，让人家抓不住话柄。有次晋高
祖石敬塘咨询他军事问题，他利索地回
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
知守历代成规而已。”一推六二五，担干
系的事才不谈自己的观点呢。这正是
在专制政权中只做高官不受害的避祸
妙诀！

其次是看得清官场如戏台，生旦
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不装傻充楞就混
不下去。辽兵灭晋后，他厚着脸皮朝见
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太宗知道他不倒
翁的档案记录，很不礼貌地问他究竟是
个什么老子（玩意儿），他自骂是“无才
无德痴顽老子”，又献媚说“此时佛出世
也救不得百姓，只有皇帝救得”。辽太

宗说什么也没想到堂堂中原的大文人、
大官僚飙起贱来会是如此嘴脸，咋舌之
余，还是让他照旧当他的太尉。冯道之
为人处世，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冯道一生老谋深算，三缄其
口，最后还是祸从口出，官因舌丢。

后周世宗柴荣上台后，欲亲征北
汉，并自比唐太宗，扬言破汉好比以山
压卵。这时，73岁的冯道已经伺候了十
多个君主，从来没有据理力争过什么问
题，这次却一反常态，以一个乱世没落
老朽的口吻冷冰冰地发言：“不知您做
得成唐太宗否？不知您做得成山否？”
这下子顶恼了只有34岁的英气勃勃的
皇帝，一道手谕打发老头子到新郑修陵
当闲人去也。两个月后，冯道病死。一
辈子就正儿八经谏此一事便靠边站
了。可笑可叹。

对冯道的评价，自古便有两种迥异
的观点：《旧五代史》认为他的行为，“郁
郁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司马
光所编《资治通鉴》则认为他“为大臣而
无廉耻”，是乱天下、亡国家之根苗。孰
是孰非，后学不敢妄论。只是知道冯道
这种乱世文人薪尽火传，累世不绝。

其实，冯道这个人倒是出身耕读之
家，年轻时品行淳厚，勤奋好学，善写文
章，且能安于清贫。平时除奉养双亲
外，只以读书吟诵为乐事，即使大雪封
门、尘垢满席，也能泰然自若（《旧五代
史·冯道传》）。他一生于政治无所建
树，但却耗 20 年心血完成了唐朝石刻

《九经》的雕版印行工作，在乱哄哄的五
代于文化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事实上，身处乱世，明哲保身，乃人
之常情。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方孝
孺吧。与其做肮脏政治的牺牲品，倒还
真不如保留一点读书种子哩。

正是：
沐心开卷，
尽把兴衰览。
将相凋零王孙散，
辜负凌云肝胆。
何必再羡封侯，
且题诗壁西楼。
伫看章台细柳，
依然风摆悠悠。
——调寄清平乐·观史

冯道的“长乐”哲学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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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由山西文水迁来，
嘉靖万历年间科甲连绵

崔姓是明朝初年由山西省文水县
移民而来的。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
该家族科甲连绵，财源亨通，第八世的
崔近思、崔孔昕均考取进士，一官至兵
备副使，一官至两淮转运使，崔孔昕的
弟弟崔孔曜是当地的巨富，有“财神”
之称。

旧滨州城内，关于崔氏家族的牌
坊有四座，分别是为崔孔昕的父亲崔敦
立的“清时锡命”坊，为崔近思的父亲崔
巍立的“河朔清戌”坊，为崔近思立的“畿
辅持宪”坊以及为崔孔昕立的“进士”坊。

崔氏家族有上姥娘坟的传统

在徒骇河沿岸的崔氏家族生活
中，有一种很特别的风俗就是逢年过
节时，不仅要上祖坟，还要上姥娘坟。
许多崔氏后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据传说，当年从山西大移民时，崔
家的先人父母双亡，是姥娘拉扯着一
路颠簸到山东滨州落户的。或许是姥
娘再无其他子女，也或许是崔家先人
感恩，崔家的祖坟中，在崔家始祖的坟
后边就是姥娘坟。世代相传，崔氏家
族就形成了上姥娘坟的传统。

柳下惠式人物崔敦

崔敦，秀才出身，素以喜好读书闻
名。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
七起义军横扫山东，作为地方士子名
流，崔敦登上滨州城，冒着箭雨守卫城
池。

城破后，各守城人员分散四逃。
慌乱中，有一名女子跟随逃命，崔敦翻
越一堵矮墙时，女子抓住他的衣服欲
一起逃走。虽然在危急时刻，崔敦仍
不忘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为女子指
示了逃命的道路而不欲她一道。他的
做法被人们赞誉为有柳下惠之风。

崔家主要科举人物

1、崔巍，明朝正德丁卯（1507年）

举人，曾任许州知州，镇江府知府。
2、崔孔昕 ，字晋明 ，嘉靖癸丑

（1553年）进士，曾任镇江府、黄州府推
官，河南光州知州，工部员外郎，徽州
府知府，两淮盐运使等职。他为官清
廉，屡得好评。在黄州时，曾得到“黄
堂四美”的赞誉，当地百姓立石碑纪
念，被列入黄州名宦祠。担任两淮盐
运使四年，每年节省羡金五六万两，他
都上缴朝廷。

3、崔近思，嘉靖庚戌（1550年）进
士，曾任长垣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员
外郎、郎中，江西佥事，兵备副使等职。

4、崔含辉，万历壬子（1612年）举
人，曾任四川绵阳知州。

明初由山西文水迁来 嘉靖万历年间科甲连绵
侯玉杰

沿着徒骇河两
岸，以滨城区和沾
化 区 为 主 要 散 居
地，散布着崔姓家
族的后人。他们居
住的主要村庄有崔
家、崔家双庙、台子
崔 家 、寨 子 、龙 王
庙、赵家、明家、打
连张、修家、颜家、
司家等。

近日偶然翻出
一本旧书——中国
青 年 出 版 社 1985
年版《祖国丛书：五
代史话》（沈起炜
著），其中有两小节
文字中提到一个历
史人物冯道的掌
故，叙述颇为有趣。

那时的滨州村少人稀，到处一片荒
野，游政又是朝廷封赏之臣，因此地方
官对他看好的地盘无条件应允，并为他
在城内选了两位如花美眷，建好房屋，
送来炊具、农具、牲畜、车、粮、种子等生
产生活资料，留下两个杂役，这就算给
功臣安了家。

随着族人不断繁衍，泗户游又分成
三个村庄，即前游、中游、后游。游氏家
谱记载，也有传说，村址及古迹整体布
局呈太极八卦形制。游政在龙虎相斗
的地方为自己修建了庞大的墓地，祈愿
游氏后裔兴旺发达，福禄昌盛，世代延
绵。

立村30年后，游政去世，家中已有
了第三代。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埋葬在
他自己修好的墓地里。因游政被朝廷
授封侯爵，墓葬规格待遇很高。古墓坐
北冲南，周围栽上柏树，建有巨型石龟

背驮大墓碑，墓前有两排石人、石马、石
虎、石羊、石望柱等，气势相当壮观。

当地6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小时候
他们曾见过石人、石羊、石虎等，半人多
高青石雕刻精美传神，具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或许是因为龙虎相斗风水宝地
的缘故，石头也有了灵气，当地流传着
石人到村里帮助人们纺线织布的神奇
故事。

过去每家每户穿衣都是自己纺织，
农闲时节勤劳的庄户人家都会摆上纺
车，架起织布机，日以继夜地纺纱织
布。这样的手工活费时费力，但令人惊
奇的是，本来织布机上还剩大批的纱
线，经过一个晚上，布匹已被织好，并叠
得整整齐齐。是谁做的好事呢？经过
偷偷观察，是有人在帮着织布，在这人
衣服上悄悄别上一根针线，第二天顺着
针线找到了游政墓前的石人。

故事虽是传说，但也赋予了游政古
墓与众不同的神秘色彩。

1966年黄河大汛，大量石料被运到
黄河筑坝，游政古墓的石碑、石马、石
羊、石虎、石人等都被派上新用场。在
中游村党支部书记游恩森的不懈努力
下，经多方勘察，2012 年清明节在杨大
王村西的苇湾内背驮墓碑的石龟底座
被打捞了出来。这是块一吨重的的石
料，石龟的头、腿等都已经被砸掉，只剩
一块残缺不全的圆形大青石。而其余
的都难寻踪迹了，游氏后人深感遗憾。

游森恩说，游政古墓位于后游老村
的北面，几百年来经多次土地统收划
分，现在杨大王村西南的土地上。因土
地归属问题，古墓的修复、祭奠等非常
不便。龟座挖出后，经过一年的筹措策
划、集资募款等工作，在中游村村委会
的主持下，集合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的

游政后代，于2013年清明节将游政墓
向南平移两公里至中游村西南。

据了解，此次移墓只是象征性
的迁移，只把挖出的龟座深埋地
下，游政遗骨还留在古墓里。
如今游政古墓已被夷为平
地，荒草丛生，看不到一点
旧时的气势。随着村庄
扩张，龟驮碑的位置上已
建盖了二层小楼。

对于历经600多年的游政
古墓，期盼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和保护，尊重历史、还原原貌，为
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自
2013年重修游政墓以来，每年清明时
节，游氏后人齐聚中游村举行隆重的祭
祖仪式，修续族谱并把游氏的家风家训
发扬光大。

旧时显赫的游政古墓如今荒草丛生
王弘

龟驮石碑底座。

1、李家，即李御史家，代表人物李
濬，字伯渊，明朝宣德皇帝时官至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李家本金陵人士，先祖
官渤海，遇元朝末年战乱，遂隐居在惠
民县，即惠民县城西南李御史村。惠民
县城内文化街李姓、城东官窑李姓，也
是李家本家。李家后代人丁兴旺。

2、傅家，即惠民城西傅家庄傅氏。
明朝初年开始，科甲连连。知名人物有：
傅东文，万历年间举人；傅宏都，万历年
间进士，官至户部主事；傅宏京，万历年
间举人；傅宏雷，万历年间举人；傅上瑞，
崇祯年间武进士。傅家后代人丁兴旺。

3、刘家，即惠民城西三里庄刘家。
刘家先祖随明朝宣德皇帝讨伐汉王朱
高煦，遂奉命留守，因此定居惠民县
城。后世散居各地。知名人物有：刘
策，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
郎，加兵部尚书衔。刘登麟，清朝嘉庆
年间举人。刘佐沛，清朝初年，惠民县

文化名流。刘家后代人丁兴旺。
4、冯家，即惠民城西庞家村冯家。

明朝永乐年间，冯家始祖由江西赣州府
龙南县南关迁居惠民县，初居城内，后迁
居各处。迁居庞家村的始祖为冯时运。
知名人物有：冯应晋，清朝顺治年间举
人；冯云会，清朝康熙年间进士；冯怡，康
熙年间进士；冯懙，乾隆年间进士；冯惀，
乾隆年间进士；冯履中，乾隆年间举人；
冯愹，乾隆年间举人；冯於义，乾隆年间
举人；冯体信，乾隆年间举人；冯绍棠，乾
隆年间举人。冯家后代人丁兴旺。

5、袁家，即惠民城内袁家，与城西
南三里袁家是本家。明朝宣德年间，袁
家始祖袁仲评由青州府乐安县迁居惠
民城内。袁家知名人物有：袁继，明朝
举人；袁化中，明朝进士，明末知名的君
子“忠愍公”；袁勋，明朝武举人；袁学
乾，清朝举人；袁溥，清朝进士，翰林。
袁家后代人丁兴旺。

6、俎家，即惠民孙家庙俎家，与惠
民城内和南关俎姓均是本家。明朝宣
德年间，俎家始祖自枣强迁居惠民。俎
家知名人物有：俎如兰，明朝崇祯年间
进士；俎如蕙，清朝顺治年间进士；俎维
楷，清朝康熙年间举人；俎可尝，清朝康
熙年间进士；俎锦，清朝举人。俎家后
代人丁兴旺。

7、高家，即惠民东关高家，与惠民
南门大街、王皮家等高姓均是本家。明
朝成化二年，高家始祖高迁自江西九江
府湖口县石门寨迁居惠民。高家以武
生多著名，知名人物有：高毓澄，武举；
高镇南，武进士；高伟修，举人；高奎，举
人；高珖，举人；高其度，举人；高斑，举
人；高潽畬，举人；高缙，举人；高光笏，
举人；高坦，举人。高家后代人丁兴旺。

8、商家，即惠民罗家村商家。明朝
嘉靖年间，商家始祖自枣强迁居惠民。
商家知名人物有：商宪尼，恩赐翰林；商

曰琏，举人。商家后代人丁兴旺。
9、李家，即惠民城内李阁老家，是

惠民县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以内阁大
学士李之芳为领军人物。明清两朝，李
家仅文进士有7名，分别是：李之芳、李
甡麟、李寿澎、李本樟、李师敏、李亨圻、
李钧策，另外，李家还有1名武进士李寿
演。李家后代人丁兴旺。

10、米家，即惠民城西米家。米家
始祖原籍青州府乐安县，明朝迁居惠民
县。米家后代人丁兴旺。

11、王家，即惠民城南门外王家。
明朝永乐年间，王家始祖由枣强县迁居
王判镇，再迁滨县王家庵，清朝康熙年
间，再迁惠民城南门外。王家知名人物
有：王云铭，雍正年间进士；王承广，乾
隆年间进士。王家后代人丁兴旺。

12、巩家，即惠民县巩家村巩姓。
明朝洪武二年，巩家始祖由枣强县迁居
惠民县辛店街，后世再迁巩家。巩家后

代人丁兴旺。
13、李家，即惠民县王家庄李家。明

朝成化年间，李家始祖由枣强县迁居惠民
东关外，后世再迁王家庄。李宝珍，民国
时期省议会议员。李家后代人丁兴旺。

14、胡家，即惠民县永利镇（今桑落
墅）胡家。胡家始祖本姓周，博兴县人，
明朝正德年间避乱，赘于胡氏，因改
姓。清朝康熙年间，胡文华官至南赣巡
抚。胡家后代人丁兴旺。

15、张家，即惠民县张家庄张氏。
明朝成化年间，张家始祖由枣强县迁居
惠民。张家后代人丁兴旺。

《惠民县志》作者未将魏集镇魏家列
为名门望族，值得我们深思。1932年，惠
民知名人士阎容德发起编修《惠民县志》
之时，魏家仍为豪门大户，富甲一方。作
者不收魏家，可见当时的魏家离世家名
门距离尚远。这也提醒我们，耕读传家
远，诗书继世长。

游氏纪实故事之二：

惠民称得上名门望族的有15家
李阁老家首屈一指

侯玉杰

1937 年，惠民
县贤达修成《惠民
县志》。该志列“民
族”卷，分成“谱系”
和“姓氏”两个分
目。从内容分析，
谱系专列当地有影
响的名门大族，姓
氏则开列各个镇、
区的大姓、大族。
按照今日的理解，
谱系所列即是惠民
县的名门望族，共
15家。分列如下：

滨州游氏始祖游政
生于元末乱世，兵戈戎
马、南征北战。多年战
乱令他厌倦了腥风血
雨、颠沛流离的生活，渴
望过上丰衣足食、儿孙
绕膝的安乐日子。

本着子孙兴旺、福
禄延年的意愿，游政于
滨邑西南三十多里处建
村“泗户游”，即中游
村。村西由北往南一
大片水域，蜿蜒流淌，水
源充沛,就是一道天然
屏障。久经沙场的老
将，用战略眼光为自己
与后代选择了一块不依
山但傍水，旱涝保收、进
退自如的丰泽家园。

徒骇河两岸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