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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杰士”崔铣之文化精神论略
赵秀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 中韩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崔铣是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他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
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形成了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表现出鲜明的

中原文人精神特质。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敢于触犯宦官刘瑾，勇于弹劾因“大礼议”事件而升官

的张璁等人。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其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其著述能

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

感生情，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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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铣（１４７８—１５４１），字子钟，号后渠，又号洹
野，河南省安阳市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有“中州杰士”之美誉。崔铣的行为处世、品行操守

堪称中原士人的代表。从他的求学经历、交游、思

想、著述等方面可以看出，他受传统中原文化的熏陶

甚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积极实践者。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

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河南士人，

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文化精神，从而丰富中原文化

内涵。崔铣在安阳影响很大。古城安阳素有“十八

巷”之称，小颜巷即是以崔铣的名字命名的、十八巷

中最负盛名的一条小巷。“颜”指的是孔子的得意

门生颜回，崔铣素有“小颜回”之称，其在当时的影

响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素有大儒之

称的河南文化名人，其文集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

安阳师范学院周国瑞出于对这位乡邦先贤的敬仰，

先后出版了《崔铣洹词选》《崔铣评传》，除此之外有

关崔铣的研究几付阙如。本文拟从求学、为官和为

学３方面对崔铣身上所体现的中原文化精神予以发

掘，以期抛砖引玉。

　　一、开放兼容，转益多师

崔铣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

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形成他转益多师、开

放兼容的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的

精神特质。

崔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崔升，字

廷进，进士出身，清廉刚正。母亲李氏，户部侍郎李

公和长女。崔铣５岁能占对，习礼仪。据何塘《崔
文敏公墓志铭》记载：“五岁，闲礼仪，口占成

对。”［１］（Ｐ３５７）崔铣１０岁即随父游历陕西、四川等地，广
泛接触当地的文人学士。崔升十分注重对崔铣的培

养，每到一处，都为他延请当地名师：“弘治改元，南郭

君以职方员外郎晋知延安，携先生往，甫十岁，始授

《论语》，一诵五叶。不数月，通《论》、《孟》、《学》、

《庸》，习《毛诗》，能文章。”［１］（Ｐ３５７）崔铣母亲李淑人也

对其严加管教。《显妣淑人李氏述》［２］（Ｐ４９２）记载：

（淑人）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铣五岁时，先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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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宁，表兄弟俱衣彩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归启二

敝笥示之，亡可制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

不肖十三时，在延安私以纸易瓜，先妣怒责二

十，曰：“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

其名！”

从上述材料可见，崔铣自身聪明早慧，父母又非

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尤其是在个人品质修养上严格

要求。１３岁时，崔铣私自拿了家里的纸换瓜吃，结
果被母亲“怒责二十”，并谆谆告诫：“此渐可通贿，

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崔铣母亲的言传身

教与严格管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打

下了良好基础。马理《崔文敏公传》载：“年十三，参

政公知延安府事，携之任。时延安多髦士，属官有名

士七八人。公取髦士与共日课所会文。每文成，誊

七卷，驰使七人者笔削之，仍合为一卷，使后渠通阅

之。久之，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于后渠。以故，成

童时举业已过人。”［１］（Ｐ３５５）崔铣１３岁时，随其父赴任
陕西，与当地文人广泛交往，学业大进，已经精通制

艺时文。其后，崔铣又随父亲赴任四川，接触不少四

川名人。

崔铣自幼生长在安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在与

关中、四川等地的文人学士交往中，不断学习、借鉴

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广

通博取、不主一家的观念。他才华卓著，不但精通制

艺，而且擅长辞赋文艺。《洹词》清同治刻本有崔铣

少子崔汲为崔铣作的年谱，其中《辛亥十四岁》条

载：“师事甘泉教谕李公健，肆力举业，复善辞赋，喜

吟咏。名山寺观多留题焉。”［３］（Ｐ１０）崔铣在京师时与

当时宰辅、著名文人李东阳交善，李东阳赠答公卿的

诗词文学多令崔铣代作。《年谱·癸亥二十六岁》

载：“方石公凡赠答公卿诗文学，令公代作。”［３］（Ｐ１９）

可见，崔铣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文学才华。

不但如此，崔铣还广泛涉猎各家典籍，《年谱·

壬子十五岁》载：“从广安苏公森讲《易》，通《易》

学，延川教谕梁公浦善朱氏诗，复从之，益明

诗。”［３］（Ｐ１０）崔铣旁通博取，在通晓《易》学的同时，竟

然学会了占卜。《崔文敏公墓志铭》云：“年十五，讲

《太极图》，通《周易》。南郭君偶以事索卜者，先生

曰：‘儿能筮。’果奇中。”［１］（Ｐ３５８）

可以说，年幼的崔铣，当时思想仍未定型，涉猎

博杂，受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巴蜀文化的多重影响，

雄姿英发，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崔铣年轻时作文

往往立异标新，以至于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主考官

以其文太奇而将之黜落。崔铣２２岁北上会试，连考

３次才中。２２～２７岁这６年间，崔铣往来京师与安
阳，与当时聚于京师的文人相交，尤其是与理学家交

相论文，先后与三原秦伟、马理、高陵吕楠、榆次寇天

叙、林县马卿、同邑张士隆等交善。这些人都属于北

方文化圈文人，马卿、张士隆同为中州士人，他们有

相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出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崔

铣尽管通晓文艺，但对文艺一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

疏离态度。因为不满当时任宰辅的李东阳忽略朝政

而重视文艺的做法，遂写了《上西涯相国书》相劝。

《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元辅某忽略体要，攻治

文艺。先生上书，劝以及时悟主、救民、荐贤、理财、

强兵、无事琐末，恳恳千余言。”［１］（Ｐ３５８）

崔铣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域

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他开放兼容、中正直

行、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思想，其道德品质堪称

典范。

　　二、清廉刚正，为政以民

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心理结构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中原文化与黄河流

域的地形气候在审美图式上具有一致性。曹锦

清［４］认为，黄河平时温驯，而汛期又暴烈，这不正是

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

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崔铣作为一代君子之标、

为官清廉刚正的代表，中原文化中正道直行、刚正不

阿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正德二年（公元１５０７年），崔铣任翰林院编修，
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当时，宦官刘瑾专权，许多

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见之伏谒跪拜，独崔铣见刘瑾长

揖而已。“（铣）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

是忤瑾。”［５］这里的“同官”，即是与崔铣同为中州士

人的何瑭。何瑭《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阉瑾

窃政，囚戍元老，奴仆端揆。先生守正不屈。瑾怒，

谓冢宰张彩曰：‘翰林白面后生轻薄，如崔铣尤甚。’

彩曰：‘北方赖斯人倡古作。’时瑭为修撰，见瑾亦长

揖。瑾俱欲重置。瑭谓先生曰：‘吾两人不可易

节。’先生曰：‘铣安义命久矣！’”［１］（Ｐ３５８）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及

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崔铣一起参与编修

《孝宗实录》。崔铣与何瑭同为中州人，声气相投。

“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

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

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

曰：‘修撰何瑭。’”［５］在刘瑾专权期间，崔铣与何瑭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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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鼓励与支持，代表了中州士人独具的不畏强权、

正道直行的中原文化精神。

更能体现崔铣这种精神的是嘉靖朝著名的“大

礼议”事件。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嗣，临终遗命传位

给其堂弟朱厚趈，即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即位后坚

持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武宗皇帝生父孝宗为皇

伯父。嘉靖的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正统的帝系观念

相违背，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公元１５２４
年）７月１５日罢朝后，群臣二百多人聚于左顺门长
跪不起，要求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

王为皇叔。群臣自辰至午不散，嘉靖帝命司礼监收

系为首８人入狱。一时群臣感奋，撼门大哭，嘉靖大
怒，下令逮捕马理等 １３０多人下狱。到 １７日，近
２００人受到杖责，其中有１７人先后死于杖创。“左
顺门”事件最后以嘉靖为其生父兴献王加上“皇考

恭穆献皇帝”尊号为结束。群臣一时谈“礼”色变。

“左顺门”事件时，崔铣正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

上，并没有参加，本可置身事外。但“左顺门”事件

之后，崔铣却上了一封《甲申陈言急务疏》，弹劾因

“大礼议”而升官的张璁等人［２］（Ｐ４６９－４７０）：

然而进讲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时什一，

对内人者什之九。……

夫人之愿有子孙者，气相传焉，而弗与形俱斩。

故绝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气之所由来，取同

宗者为之后，若夫帝统必以长。祖训：继绝必以弟。

必以长，一统序也；必以弟，杜忿争也。立此二义，则

陛下为弟而长，又继祖之宗绝。正当继祖以伦序，则

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谓之后；若与所后等

耳，犹弗后也。……伏望皇上无轻正统，无拂群情，

无恃威可作，无谓己可继。

崔铣的这道奏疏言词切直，对嘉靖皇帝提出了

严正的批评，并主动提出辞职。清乾隆刻本《洹词》

中蒋希宗在《崔文敏公后渠先生洹词序》中说：“‘甲

申一疏’，可与日月争光也。”

崔铣知道这封奏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他发了

奏疏之后给在安阳的长子崔滂写了一封信：“我为

国家上章，必取重祸。倘致仕为民，谪职乃罢；若就

逮时，尔贷银数十两来京盘费。我平生未曾受苦，逮

必入狱受刑，此必死也，尔收吾骨还乡。任中止银十

两。信到即行，切毋缓忽。”［３］（Ｐ３８）从崔铣在上疏后

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看，他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的心态，并且做好了以死谏诤的准备。

明清河南文人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相似的特

点，即为官时刚正不阿、治政清廉，具有儒家的兼济

精神，一旦被奸人弹劾或陷害，则能正道直行，不与

权贵同流合污，在事情无可挽回之时，又能保持节

义，退隐归乡，关心地方建设和著述。崔铣便是河南

文人这种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他在给嘉靖皇帝上

的《甲申陈言急务疏》说：“臣窃惟祭酒为世儒宗，非

臣陋劣可以滥冒，况系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之来，

亦合自陈求退。伏望皇上将臣罢免，别选贤良代

任。”［１］（Ｐ１８２）虽然崔铣并未参与“左顺门”事件，但在

得知情况后他毅然站在护礼派一边，并以主动提出

辞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护

礼派所护之“礼”是否值得以死相争，但在护礼派看

来，他们坚持的是正义、是真理，其执着无畏的精神

让人动容。崔铣见嘉靖并无改过之心，就再次提出

辞职。嘉靖无奈之下批准了他的辞呈。于是，崔铣

罢职返乡，潜心于研读治学。

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刚正直行，无论是被排挤

赋闲在家还是为官一方，皆能持重直行，关心时务，

勤于哲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著述。

崔铣的同乡好友除何瑭外，还有前七子中的河

南文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与崔铣

多有相似之处，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正是

中原文人的共同特征。崔铣的行为处事之道已经成

为中原文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

流经中原腹地的黄河给予中原人的心理图式是

阔大、厚重、坚实、深沉，中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大

义凛然、舍身护法、鞠躬为民的精神。一旦不为当权

者所用，河南文人普遍转而以著述来寻求自身价值。

　　三、躬行实践，文章千古

明清之际，士大夫出于对社会责任及自身使命

的认识，转而关注实际的功用之学。重视事功的实

学传统使中原士人有着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著述

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

务实的价值追求。崔铣的学术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中

原文化包容开放、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

中原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注重事功、躬行实践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文人

的文学立场和创作。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是他一

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见

的只有《洹词》及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一些诗歌。

《洹词》中的几篇赠序表明了崔铣的诗论主张。他

“并不一味盲从，迷信阿附，而是敢于对程朱理学中

的一些论点进行批判，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加以重新

审查”［６］。其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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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崔铣的诗论主张典型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

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特征。

崔铣的诗歌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诗歌体

现了中原文化的核心精神。崔铣４９岁时曾作诗：
九日龙山胜，诸君并马游。休嘲风落帽，且插菊

盈头。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坐乘新月上，占尽

碧林秋。

———《九日登山诗四首并序》

城上高楼接太清，登楼有客感平生。十年湖海

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苑鸟欲随烟树落，边笳遥

散晚风轻。庾生王粲俱多兴，词赋江关空有名。

———《登郡西城楼》

“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表现了中州士人

豪放不羁、正道直行的性格。“十年湖海悲秋思，万

里云霄捧日情”，雄浑、博大，雅正。崔铣在另一首

诗《卜居》中写道：“新开数亩枕洹流，拟卜幽居事静

修。三径菊松方可圃，一川风月小宜楼。茫茫宇宙

人空老，冉冉光阴岁复秋。千古斯文天未丧，著书端

不为穷愁。”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甘于田园生活、在著

述中寻求千古的心志。

从明前七子到李濂、高叔嗣、吕坤、刘绘、刘黄

裳、杨本仁、张卤、李鬯和、张民表、吕维祺、史可法、

张镜心、彭尧谕、侯恪等，再到明清之际的周亮工、侯

方域及康熙时期的宋荦、汤彬等，河南文学走过了一

个以复古为革新，在文学创作中维护传统中原文化

的历程。崔铣的诗歌正是河南文学这种特征的

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代大儒，崔铣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原士人

兼容并包、刚正直行的文化精神。他对这些优秀中

原文化传统的坚持，及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

探索、创新和贡献，对建设和谐社会、中原文化具有

借鉴意义。对崔铣文集的整理及其学术思想、文学

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是学术界有待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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