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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荆州籍进明代荆州籍进士略考士略考（（八八））
□ 余大中

沙市中山公园轶事两则
□ 张 俊

刘懋

刘懋，字勉之，号不姤子，生卒年不
详。湖广江陵人，成化八年（1472 年）三甲
第一百五十三名进士，同科状元吴宽，榜
眼刘震，探花李仁杰，同科二甲赐进士出
身共78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169名。

文献记载，刘懋曾任刑科给事中。《明
史》评价他“立朝直言，封驳无所避讳。”宦
官汪直因监军辽东有功，总领京兵精锐

“十二团营”，开明代禁军掌握于内臣手中
之先河。后因久镇辽东，与明宪宗逐渐疏
远，被贬往南京。《明史》记载，刘懋是首劾
汪直之人，为朝廷立下铲除奸宦的头功。

不久，刘懋奏议昭德贵妃专宠，因此
被杖系诏狱。昭德贵妃本名万贞儿，比明
宪宗年长十七岁，心性机警，善迎帝意，以
至宠冠后宫。万氏勾结宦官外臣，弄得朝
廷上下贪污一气，就连朱见深也不能制
止。但刘懋最终还是平安地走出诏狱，担
任浙江按察使司佥事。因其父母亲去世，
刘懋辞去官职，回江陵老家丁忧，再也没
有重返官场。

汪瑄

汪瑄，一作汪宣，字德卿，生卒年不
详，湖广江陵人，成化二十年（1484 年）三
甲第七十三名进士，同科状元李旻，榜眼
白钺，探花王敕，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
94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203名。

文献记载，汪瑄曾任华亭知县，后为
监察御史，勇于上疏弹劾擅权蠹政的宦官
李广及其朋党。李广是明孝宗朱佑樘宫
中太监，擅长符录法术和祈祷祭祀，因此
得到朱佑樘重用。而李广则利用朱佑樘
的信任，通过授传奉官的手段，大肆收受
朝廷官员贿赂，导致宦官擅权蠹政和奸臣
当道。汪瑄上疏弹劾李广，朱佑樘大吃一
惊，直到李广畏罪自杀，还以为他真有什
么符篆异书，但最终找到的却是官员向李

广行贿的记录簿。
对于如何处理此事，群臣观点各异，

许多人提出：李广已死，到此为止。就连
太宰屠滽都以为不必深究，但汪瑄不依不
饶，以党护等罪名上疏弹劾屠滽，使得屠
滽致仕告休。

潘子秀

潘子秀，生卒年不详，湖广江陵人，弘
治六年（1493 年）二甲第六十七名进士。
同科状元毛澄，榜眼徐穆，探花罗钦顺，同
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 90名，三甲赐同进
士出身共205名。

文献记载，潘子秀曾任江西按察副
使、提督学政。按察副使是明初所设按察
使司的副长官，正四品。洪武十四年

（1381 年）改为从四品。分为两类：一是按
事权分，巡察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
等。二是按地区分，巡察检视刑名按劾
等。作为按察副使，潘子秀是负责江西全
省政法工作的“二把手”。

提督学政，简称学政，亦称督学使者，
俗称学台。正统元年（1436 年），在布政使
司之下，设立了儒学提举司，设提学官（也
称学政使，人称儒宪、学宪、督学）一名，一
般由按察使司副使或佥事担任。南直隶、
北直隶任用监察御史各一员任提学官。
景泰元年（1450 年）废止了上述机构制度，
天顺六年（1462 年）又予以恢复。作为提
督学政，潘子秀负责主管江西全省的教育
行政、科举考试工作。

《明史》评价潘子秀“以清介称”，说
明他清正清廉、耿介耿直，自律自持、刚
毅刚劲，正直不阿、廉洁公正，应该是一位

“循吏”。

刘思贤

刘思贤，（当代学者“石首喻家碑”认
为，有文献误载刘思贤为刘思肾），字用
宾，号七峰，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人，弘

治九年（1496 年）二甲第六十五名进士，同
科状元朱希周，榜眼王瓒，探花陈澜，同科
二甲赐进士出身共 95名，三甲赐同进士
出身共200名。

文献记载，刘思贤曾任户部郎中。明
武宗朱厚照正德初年，宦官刘瑾博得朱厚
照的欢心，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伙同张
永等人形成太监“八虎”集团，擅权乱政。
刘思贤冒犯刘瑾，被逮捕入狱。正德五年

（1510 年）四月，刘瑾谋反，被凌迟处死。
刘思贤重返官场，任重庆知府，后擢升工
部侍郎。《明史》评价刘思贤“恭慎廉洁，囊
无余储”，是一位连分文存款都没有的清
官循吏。

成乐

成乐，号龙山，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
人，正德九年（1514 年）二甲第一百二十名
进士，同科状元唐皋，榜眼黄初，探花蔡
昂，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 135 名，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共258名。

文献记载，成乐官至兵部侍郎，去世
后谥号端肃，生前最主要的事迹是征讨白
莲教。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
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北
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
莲社。南宋绍兴年间（1131 年－1162 年），
吴郡昆山（今属江苏）僧人茅子元（法名慈
照），在净土结社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
莲宗，即白莲教。从明初开始，朝廷就严
禁白莲教，但却禁而不止，起义次数仍然
较多。最早记录的是永乐十六年（1418
年）顺天府昌平县（今属北京）刘化起义。
最有影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 年）益都

（今属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
明朝兵部具有组织和指挥军队征讨

起义叛乱的职能。作为兵部侍郎，成乐甚
至需要亲赴前线，参与组织协调和战斗指
挥。《明史》称，成乐“征白莲教党有功”，但
未记载具体征讨哪次白莲教起义。

谭友林公园遇险

谭友林，1916 年出生在江陵县熊河
镇谭家巷。父亲谭良功是个老实巴交的
农民，生有四个孩子，仅存活谭友林一
人。1928年 1月，中共地下党员陈香波等
人在江陵沙岗发起暴动，14岁的谭友林参
加儿童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他
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曾历任红三军政治部青年干
事、独立营政治委员、第六师十七团政治
委员、红二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等职，参
加过长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湖北党组
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湘鄂西特委与党的
上级组织失去联系长达3年。1937年，荆
沙党组织派彭魏西到西安找上级党组织
联系，党中央不了解情况，就发报问八路
军一二 0师师长贺龙，贺龙对此事也不知
情。党中央说，那你们就派人去了解一
下。贺龙和关向应政委权衡再三，决定
派已是八路军燕北支队政治委员的谭友
林带人前往。当时给谭友林的任命是八
路军一二 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中校副
团长。

1938 年初，谭友林回到了江陵。他
先去了江陵县政府，递上了贺龙的名片，
而后亮明身份，说自己是江陵熊河谭家
巷人，这次是回家省亲的。那个县长不
敢怠慢他，就派了一个警卫班送他回家，
之后那些警卫就在村里住了下来，名义
上是保护谭友林，实则是对他进行监
视。但如此一来，谭友林就根本无法展
开工作了，他为了摆脱这些监视人员，在
家住了几天后便去了武汉。在武汉他遇
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钱瑛（建国后曾
任水电部部长），钱瑛命令谭友林再回荆
沙去完成任务。

这年的三月，谭友林和钱瑛装扮成学
生，经宜昌来到了沙市。当时北平朝阳
学院刚搬到沙市，党组织为谭友林弄了
个学生名额以利于他展开调查工作。可
是还没工作几天，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麻
烦。这一天，谭友林拿着一份报纸，正在
沙市中山公园内与同学说话，这时迎面走
来一人。谭友林认识他，他叫谭良英，后
改名谭雄，是他家的老邻居，还是县保安
团长钱大钧的干儿子。谭友林知道他在
国民党江陵县党部做事，是个心毒手狠的
特务。

谭雄见到穿着便服的谭友林很惊
讶，因为前不久谭友林穿军服去县政府
时他见过谭友林，且知道他只住了几天
就回部队了。这才过了几天，谭友林又
穿着便服在公园里出现，这肯定是另有名
堂。他对谭友林过去的经历是了解的，顿
时觉察到谭友林这是在冒充学生从事中
共地下活动，于是他便问谭友林：你怎么
又回来了？谭友林则机智地回答道：我上

次走是到武汉联系回部队的事。有个箱
子丢在家里了，我是回来取箱子的。谭
雄又问道：你怎么不穿军装？谭友林答
道：现在兵荒马乱，情况复杂，穿便服方
便。谭雄又问他住在哪里？谭友林说：
我住在江边的一家小旅店，叫什么店名
我忘了。谭雄见他这么说，阴险地笑了
笑便走开了。

和谭雄分手后，谭友林立即将在公园
遇险的事告诉了钱瑛，钱瑛说：你暴露
了，沙市你不能停留了，赶紧走！当晚，
谭友林在沙市“洋码头”买了一张船票去
了武汉。

11年后，谭友林再次回到沙市，此时
的他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
副军长。1949 年 7 月，他参加了解放荆
沙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谭友林在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
政治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2006 年，谭友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
91岁。

李宝常携爱女游园

李长慧是李宝常的第 9个女儿，她刚
生下来时，大房太太见又是一个丫头，就
让人给扔到竹林子里去了，幸亏被生母抢
回，她才捡了一条命。她天资聪颖，小时
没进过学堂，只跟父亲学了点诗词古文。
但在 12岁那年，她父亲的一个朋友偶尔
发现她学习能力很强，就劝父亲送她去省
立八中（今荆州中学前身）直接读初中。
15岁那年初中学业后，她孤身一人去武汉
考取了武昌同仁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
习三年刚毕业，日军就逼近了武汉，她和
一个女同学结伴逃到重庆，在那里做过餐
馆女招待，还在合川开过助产门诊。早年

独立谋生的经历，养成了她外柔内刚，吃
苦耐劳的个性。1941 年，她以初中学历
考入名校中正医学院。

因战乱的缘故，李长慧已经有 10 多
年未见过父亲。抗战胜利后，已经入职唐
山交通大学的李长慧，携新婚丈夫金传炳
一同回沙市去拜望公婆，当然还要回家陪
陪日思夜想的父亲。

李宝常见到爱女，尤其是得知她已
与金传柄结为百年之好的事后，内心万
分高兴。他趁女儿、女婿在家休息期
间，挥毫写下了《长慧季女小传》，精心装
裱后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了女儿、
女婿。

《长慧季女小传》是一首记事长诗，他
在诗中夸女儿“至 性 醇 无 比 ，况 兼 窈 窕
姿”；同时又夸女婿金传炳“金生人中龙，
求凰倩媒妁。”金传柄的父亲金荣甫是荆
州城内金天福银楼的老板、荆州商会会
长，也是“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的监察
执委，与李宝常是非常好的朋友，曾经共
同参加过新沙市市政建设计划的制订与
实施。

李长慧回沙市时正值夏天，晚饭后，
李宝常便带着爱女和她的一个同学去沙
市中山公园里纳凉。多年以后，李长慧在
她的回忆录《绿梳子》一书中写道：

“我们走进公园，服务生很热情地迎
接，还送上一壶茶，父亲说在这战乱期间，
你们可能未喝过这样好的茶。我们每人
倒了一杯，清香扑鼻，喝在口中，有股清凉
的感觉。父亲说，这叫消暑茶（沙市“三匹
罐”）。一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味起那茶的
香气。过了一会儿又送上一盘水果，切好
的一片片摆得很好看，有红的、黄的、白的
各种水果，清脆可口，留有余香。我当时
暗自奇怪，父亲怎么这样受欢迎呢，他没
有说喝什么吃什么，就都送上来了。还有
两个小女孩服务生，亲切地叫父亲爷爷，
走到父亲身边给他扇扇子，有的给他按摩
肩背。我当时很欣慰父亲有这样崇高的
威望，赢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在家十
多天，每晚必到公园乘凉，每当我们回家
时，服务的女孩还采摘一些花送我们，香
气袭人，记得有栀子花、白兰花、晚香玉
等，带回家满屋生香，伴我们进入甜蜜梦
乡。父亲为创建沙市中山公园花费了很
多精力，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体现着他的心
血，所以我们每晚到公园都受到如此热情
的接待。”

李长慧离开沙市时，李宝常送给女
儿、女婿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块精美的砚
台，另一件是一个镂空香熏铜球。李宝常
告诉他俩，砚台是康熙帝的御赐物，而那
个可以点香薰被子的铜球，则是慈禧太后
的用物。

李长慧这次探望父亲离开后就再
也没有见过他。

（选自《沙市中山公园史话》）

近来，有关心城市历史建
筑、热心文保的志愿者，纠结于
沙市古便河桥究竟是多少个桥
孔 ，争 议 徘 徊 在 两 孔 与 三 孔
上。本着对历史负责，不给后
人留疑问在此作些探讨。

持两孔观点者认为：存世
的照片和有的绘画作品中多
为两孔，未见三孔。而不少健
在的八九十岁高龄老人都说是
三个孔，但未见文献记载，难以
服人。

认为便河桥三孔的依据何
在：史实来源于文献和口碑。
荆州市资深文史学者袁策明先
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
专业，曾参与编纂《沙市市地
名志》并任副主编，任过湖北
沙市楚韵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书记、律师。他的著作《沙市
地名趣谈》中有关“便河桥重建
记”中云：“今之便河桥已改三
孔为九孔”。

已故工人画家李德明，若
健在也逾百岁了。他的画作
《端午赛龙舟》中的便河桥为
三个孔。该作品数十年前问
世时未见人质疑过。

现在存世只有两个孔的
有关沙市古便河桥照片和绘
画，均涉及到作者的视觉角度
方位，包括景物的取舍等，而
且还要考虑被摄物是否被其
它物体遮挡住等问题。

《荆 州 记 忆》主 编 杨 冰 ，
发现《沙市市政汇刊》中，间
接记录了便河桥相关桥孔事
宜。 1936 年出版的《沙市市
政汇刊》中，有关 1934 年 9 月
26 日 第 64 期 执 监 联 系 会 会
议记录中，谈到原计划从中山
公园沿便河西修一条路，途经
新建街（拖船埠）延至江堤脚。

后因修路拆让工程“甚巨”而又经费“入不敷
支配”而缓建和改建规划的情况，其中特别提
及了“恳祈主张公道，趁此拆让”“便河桥头又仅
留一侵占河心挡塞桥孔之房屋”的请求。

会后因各种原因，此房屋久拖未拆。
大约在 1965 年，笔者有一位同事名叫张学

仁（至今半个多世纪，名字已记不准）。据他所
说，解放前他家开药铺，药铺位置在便河桥的西
南侧，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侵占河心挡塞桥孔
之房屋”。没曾想，多年前工作之余闲谈的内容，
却成了今日一条线索。

由于长年遮挡住西头桥孔，造成淤泥和废
弃 物 堵 塞 ，桥 孔 难 以 显 现 ，给 人 造 成 错 觉 。
1959 年笔者在沙市一中学读高中时，上学天天
路过便河桥，常见到桥西头废弃桥孔有河水
流动。

便河桥上刷写标语的照片为 1940 年 6月 8
日沙市沦陷至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这期
间拍摄，而《沙市市政汇刊》会议记录为 1934年，
早于拍摄两个孔的照片近十年。该会议录为印
刷品应真实可信。

从中国桥梁史建筑的石拱桥看，多孔拱桥的
桥孔数一般为奇数。在风水传统文化中奇数为
阳。故建桥取奇数单数，从结构力学角度看，单
数孔受力均匀，中间一个孔左右加筑同数孔对
称，有利于各跨之间抵消水平推力。如北京颐和
园十七孔桥、北海金鳌玉蜍大桥九孔都是奇数。

“在荆州逛老街”新媒体人祝长华，一次他问文史
专家、89 岁的李南杰先生“便河桥到底是几个
孔？”“你在哪里见到有两个孔的拱桥！”一句话把
提问打回去了。

三个孔也好，九个孔也罢，总之都为单数，古
桥年代久远，得认真考究。

便河桥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添置栏杆，嘉庆二十三年

（1818）再度修缮，同治九年（1870 年）端午竞渡桥
上观者推挤，护栏垮倒死亡 80余人，此时又新修
栏杆。民国时期和建国后均有维修，修缮次数越
多，桥貌多少会有变化。

翰墨荆楚

情抒丹青写乡愁 作者 李小白（荆州）

沙市便河桥（老照片）。

1940 年-1945 年间的沙市便河桥照片。

李长慧（左一）、李宝常（左二）与张善
孖（前一）、张大千（后排右二）兄弟在苏州
网狮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