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初的吏制改革和况钟的官声政绩

倪正太

况钟是我国明代著 名的地主 阶 级 改 革

家
,

也是我国历史 上有名的
“
清官

” 。

况钟

从一个普通的书吏
,

晋阶增秩
,

连连升迁
,

声誉卓著地死在苏州知府任上
,

这在尔虞我

诈的封建官场中是少见的
。

况钟为什么能这

样呢 ?

列宁说
: “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

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一 切 联 系 和
`
中

介
’ 。 ”

列宁同时又说
: “

我们决不会完全地

做到这一点
,

但是
,

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

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 ” ①如果我们只是

孤立地注意况钟官声政绩的本身
,

而不去弄

清它的一切联
一

系和一切方面
,

比方说
,

不去
·

努力把况钟的官声政绩同他所处的特定的历

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
,

那么
,

要回答上述问

题
,

要对况钟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比较正确的

评价
,

显然是不可能的
。

(一 )

继明成祖朱棣以后
,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

朱瞻基在著名阁臣杨士奇
、

杨荣和杨溥的精

心辅佐下
, “

励精图治
” , “

海内渐臻治平
” 。

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 的 “
仁 宣 之 治 ” 。

谷

应泰在 《明史纪事本末 > 评语中写道
: “ 明

有仁
、

宣
,

犹周有成
、

康
,

汉有文
、

景
,

庶

几三代之风焉
” 。

③ “
仁宣之治

” 的出现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同我国古代数度出现过

的 “
中兴

” 、 “ 治平
”
一样

,

也是 改 革吏

制
、

罗致人才的结果
。

自大明王朝建立
,

朱元璋及其以后的几

代皇帝
,

借鉴历代尤其是宋代人事制度中的

流弊
,

对吏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

除了大家

熟知的诸如精简机构
,

裁汰冗官冗吏
;
不论

门第
,

限制恩荫作官
;
廉洁吏治

,

以严法惩

处贪污枉法者等等内容之外
,

还有几点值得

强调一下
。

这就是
:

第一
,

广开仕途
,

重视
“
三途并用

” 。

“ 三途
” 即进士

、

科贡和书吏
。

所谓
“ 三途

并用
” ,

就是改变以往
“
择官

” 只从进士
、

举人中或偏重进士
、

限制科贡
、

排斥书吏的

作法
,

把自学成才的书吏提到与进士
、

科贡

同等地位
,

并作为选拔官员的三种主要来源

之一
。 “

仁
、

宣继体
,

垂拱 守 成
,

君 德 光

明
,

民风敦愿
。

人材则三途 并 进
,

未 专 资

格
” 。

④明初从书吏逐步升 迁 到 尚 书
、

侍

郎
、

都御史
、

太常卿
、

大理卿
、

光禄卿以及

国子监祭酒的有数十人之多
,

如滕憋德
、

张

度
、

胡祯
、

徐辉
、

李友直
、

李信
、

郎本中
、

万祺
、

王钟
、

刘本 巴
、

李享
、

陈宁
、

汪河
、

叶春
、

王春
、

刘敏
、

王诏等
。

第二
,

严格考核
,

坚持择优录用
。

明初

规定
,

所有官吏每三年一次 初考
,

六 年 再

考
,

九年通考
。

考核除诗赋墨义外
,

很重视

策论
、

律意 以及官声政绩等 方 面
。

通 过 考

核
, “ 称职者升

,

平常者复 职
,

不 称 职 者

降
,

贪污者付法司罪之
” 。

⑤这样的考核制

度
,

不仅可以把经世济国之才选拔出来
,

而

且可以防止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投机钻营于官

吏队伍
,

并有效地清除官吏队伍中应付 日常

课业的玩忽职守者
,



第三
,

不拘流品
,

辗转推荐人才
。

明初

许多较著名的文臣武将
,

在 池们的才能被发

现以后
,

主要是依靠推荐制度而得到迅速升

迁的
。 “ 由当时有保荐之法

,

以为振作鼓舞

之术
。

故吏材皆争自灌磨奋励而为君子
、

为

名臣也
。 ” ⑥当然

,

在开始实行 这 一制 度

时
,

确实存在着自行输纳以求差缺的弊病
,

以致一度查办过不法官员之 原 荐 举 人
,

结

果
,

弄得
“ 诸臣畏连坐 而 不 举

” 。

⑦到 了
“
仁宣之治

”
年代

,

对这一问题作了纠偏
,

并数度发动官员推荐 人才
。

洪熙元年 ( 14 25

年 )
,

仁宗朱高炽令五品以上京官以及各地

的布政使
、

按察使
、

知府
、

知州和知县等分

别荐举屈居下僚的属员或军民中 的 贤 能 之

士
。

宣德年间
,

凡是布政使
、

按察使
、

知府

有缺
,

都是令三品以上京官推荐适当人选
,

被推荐的大部分是四品或五品的郎中
、

员外

郎
,

偶尔也有职位很低的属于九品的司务等

官员
, “

被荐而至者
,

又令转荐
” 。

⑧推行

这一制度的结果
, “ 由布衣而登大僚者

,

不

可胜数
” 。

⑨基本上出现了野无 遗 贤 的 局

面
。

第四
,

明确职守
,

实行
“
超迁

” 、 “
久

任
” 。

往时
,

由于上宪官员掌握着下僚的考

察
、

荐举
、

去留等大权
,

造成下僚对上宪官

员唯命是从
, “ 媚上剥下

” ,

上下呼应
,

狼

狈为奸
。

在 “
仁宣之治

” 时期
,

为了改变这

种官场风气
,

要求各级官员居其 官 而 知 其

职
,

尤其对那些身居高位者
,

要求
“ 亲断公

务
” ,

在 “
余验

” (调查研究 ) 的基础 匕

“
具实

”
(实事求是 ) 以办

。

拿书吏来说
,

过去的书吏不过是执行长官意志 的 工 具 而

已
,

此时规定
,

凡属书吏职责范围内的事
,

长官不得干涉
,

如果长官有错释律意
、

变乱

成法以及擅改帝旨等行为
,

书吏不仅可以拒

绝执行
,

而且有权越级向上报告
,

直至奏明

圣上
。

同时
,

朝廷十分重视知府
、

知州
、

知

县等地方官吏的素质
,

规定凡任满三年的官

员
,

经过考核
,

如官声不好
,

治绩恶劣
,

不

受当地官民欢迎 必 须 离 任
,

而 政 绩 卓 著

者
,

不但给予
“ 超迁

” ,

即越级提拔
,

而且

可应当地官民请求
,

朝廷准予连任
,

这就是

明初著名的
“
久任

”
制度

。

为了贯彻嘉奖精

神
, “
获 旨连任

” 者
,

改署仪衔
,

提升品级
。

以周忱为例
,

他开始出任 上南巡抚时
,

是工

部右侍郎
,

后升为工部左侍郎
,

最后再升为

工部尚书
。

二十二年间
,

江南巡抚的实际职

务未变
,

但升了两次职衔
,

品级也作了相应

提高
。

另外
,

根据以往传统
,

各级官吏因父

母等直系亲属逝世
,

必须回原籍守孝三年
,

史称
“

守制
”

或
“

丁优
” 。

明初在袭用这一制度

时
,

提倡移孝作忠
,

官员可以放弃回原籍守

孝
,

继续或提前恢复工作
。

这种制度一般称

之为
“
夺情

” 。

但为了保证
“
久任

” 制度的

推行
,

规定凡丁忧复职的官员
,

只要当地官

民请求挽留
,

仍可回原任
,

而将继任者另调

他职
。

如洪熙元年
,

原任 山东长清县知县薛

慎三年满孝
,

应该复职
,

但长清县知县早已

另派他人继任
,

该县官民联名挽 留
,

吏部不

同意
,
事情通到仁宗那里

,

他说
: 国家之所

以设置知府
、

知县等官员
,

就是希望他们能

得民心
,

如果现在的知县不如薛慎那样受拥

戴
,

那就再调换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 ! 吏部

尚书见皇帝讲话了
,

便立即让薛慎回到了原

任
。

正因为把官吏的升迁与其官声政绩直接

联系在一起
,

因此犷 “ 仁宣之治
” 时期的官

员
,

一般都较有进取精神
,

注意深入实际
,

体察民情
,

兴利除弊
,

招揽人心
,

而不像宋

代那样
,

官无久待之心
,

一味媚上
,

玩忽职

守
,

利用职权
,

巧取豪夺
,

为非作歹
,

渔肉

百姓
。

通过上述的吏制改革
,

不仅将大批廉能

之士纳进了官吏队伍
,

做到官有定员
,

人有

专职
,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能
,

而且也使官场

风气为之一新
。

正如 <明史
·

选举志 》 中所

云
: “

其时吏治蒸蒸
,

称极盛焉
。 ”



(二 )

况钟适逢其时
,

正是在这个
a 明政极盛

之业
” L的 “ 时势

”
下

,

成了传为盛世佳话

的历史人物
。

关于况钟从出身卑下的书吏一跃而为身

居高位的知府的原因
,

古代史家把它与明初

吏制改革直接联系起来分析 的 并 不 多
,

但

<皇明从信录 > 的作者陈建对这一问题倒有

着独到见解
。

他说
: “ 祖宗时用 人 不 拘 一

途
,

未尝大分流品
,

亦未尝限资格与夫年劳

之类用
,

惟其能而已
。

故当时号为得人
,

大

抵超迁
、

久任
、

不拘流品之三法
,

阔一不可

者也 ` … …祖宗朝三善咸备
,

所以周
、

于
、

柴
、

况之匹
,

克自表见于世耳
。 ”

@ 陈建认

为同周忱
、

于谦
、

柴车一样
,

况 钟也是明初

书超迁
、

久仕
、

不拘流品
” 的用人制度而使

之成为一代名臣的
。

事实的确如此
,

因为有
“
三途并用

” ,

首先给书吏出身的况钟提供

了登上大僚的阶梯 ; 因为有严格考核
,
不但

使况钟的才能得以被发现
,
而且获得了屡次

升迁的机会 ; 因为有
“
推荐

” 、 “
超迁

” 、

“
久任

”
等措施

,

不仅使况钟随着一再
“
超

迁
,,
而不断得到重用

,

还为他进一步施展才

能
、

实行改革并取得优异政绩创造了必要条

件
。

否则
,

诚如上述那个陈建所说
: “

不超

迁
,

则不能鼓舞豪杰 ; 不久任
, 则虽才无以

成功
,
拘流品

,

则使人自画而绝 其 向 上 之

阮 怠其有为之志
。

三弊积庸流之幸
,

才俊

所甚不便者
。 ” L总之

,

正是明初的吏制改

革
,

既使况钟能够身居高位而又为他安渡官

海风波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

况钟在故乡靖安县从事书吏工作期间
,

文理通达
,

书法严谨
,

通晓 律 意
,

忠 于 职

守
, “
干练通敏

,

廉介无私
” 。

L因此
,

经过

九年通考
,

奋发有为的况钟获得了优异的成

绩
,

被知县俞益
“
精择

”
O 进京

。

当时
,

明

成祖朱棣正在北巡途中
,

经礼部尚书吕震推

荐
,

一反
“ 定例

”
函

, 况钟受到了朱棣的召

见
。

况钟习知礼义
、

对答如流
,
给朱棣留下

了深刻印象
,

因而被破格摧用
,

授六品礼部

仪制司主事
。

这不是一般的超迁
,

因为书吏

本来没有品级
,

原荐举人俞益也不过是正七

品
,

而况钟一下子超越了九品
、

八品
、

七品

这三级
,

如果每品再分正
、

从
,

则就超越了

六级
。

况钟在礼部仪制司主事任上
, “

朝廷

每有大礼
,

公必预闻
,

举无遗失
。 ” L在朱

棣再次北巡和迁都过程中
,

许多政治活动如

遥罗
、

撒马尔罕等藩邦的朝贺和两次会试等

重大典礼
,

都是在称为
“
行在

” 的北京举行

的
。

况钟作为礼部所选派的主要随从人员之

一
, “ 勤慎职掌

” ,

0
“ 识达大体

” ,

L又

一次受到了朱棣的赏识
。

永乐二十年 ( 1 42 2

年 )
,

朱棣命太子监国
,

亲征阿噜台
,

凡是

祭告
、

庆贺
、

封策等文件大多是况钟参与起

草的
, “ 公所 措 画

,

繁 简 轻 重
,

悉 中 事

宜
。 ” L由于况钟的工作能力和态度

,

先后

受到了朱棣三十多次嘉 奖
。

L “ 上 天 威 严

重
,
大小臣工

,

稍不称旨
,

辄被遣斥
。

公独

被眷注
,

前后受赏贵文绮凡三十一次焉
。 ”

@ 况钟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九 年 考 满
, 因 以

“
贤劳著称

” L又一次得到了超迁
,

升任为

正四品的礼部仪制司郎中
。

(三 )

就在明代所谓
“
仁宣之 治

” 的 全盛 时

代
,

已经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

号称
“
天

堂 ” 的苏州
,

因开国初
“
太祖平吴

,

尽籍其

功臣子弟庄 田入官
, 后恶富民兼并

,

坐罪没

入 田产
,

皆谓之官田
,

按其家租籍征之
,

故

苏赋比他府独重
。 ” L到宣德初年

,

苏州一

府积欠的田赋达八百万石之多
。

⑧

宣德五年 ( 1 4 3 0年 )
, “

朝议天下九大

郡
,

繁剧难治
,

苏州尤甚
” 。

L况钟经礼部

尚书胡瞥和吏部尚书赛义疏荐
,

摧为苏州府

知府
。

赴任前
,

宣宗赐给况钟一道救书
,



.

救苏州府知府况钟 :国家之政
,

首

在安民
。

安民之方
,

先择守令
。

联临御以

来
,

孜孜夙夜
,

以安民为心
。

而比岁田里

之民
,

鲜得其所
,

究其所 自
,

盖 守 令 匪

人
。

或态肆贪刻
,

剥 削 无厌 ; 或阁冗 庸

儒
,

坐视民患
,

相为蒙蔽
,

默不以闻
。

致

下情不得上通
,

上泽不得下施
。

今慎简尔

等
,

付以郡寄
。

夫千里之民
,

安危皆系于

尔
,

宜体联心
,

以保养为务
。

必使其衣食

有资
,

而礼义有教
,

察其 休 戚
,

均 其 摇

役
,

兴利除弊
,

一顺民情
。

毋徒玩
l

渴
,

毋

事苟简
,

毋为权势所胁
,

毋为奸吏所欺
。

凡公差官员人等
,

有违法害民者
,

即具实

奏闻
。

所属官员人等
,

或作奸害民
,

尔就

提下差人解京
。

尔亦宜奉法循理
,

始终不

偷
,

庶副联之委任
,

钦哉 ! 故谕
。 ”

L

同时规定况钟的奏章可直达御前
。

这说

明比较开明的宣宗朱瞻基
,

不仅思贤若揭
,

重视发现人才
,

而且知人善任
,

信而用之
,

给了况钟超过一般知府的权力
。 “ 此亦千载

一时之遇
,

后之典郡者莫敢望焉
。 ”

@有了

这个尚方宝剑
,

从而使况钟
“
一 切 得 行 其

意
” 。

L

况钟于 1 4 3 0年 7 月到任
,

到1 4 4 2年 1 2月

卒于任上
,

历任苏州知府十三年
。

他在江南

巡抚周忱的支持下
,

虽 “ 无旧章可寻
” ,

L

但却锐意改草
,

其主要措施是
:

严惩贪官污

吏
, 革除冗官冗吏

,

整顿吏治
;
削减高额田

赋
,

均平摇役杂差
,

减轻人民负担 ; 招抚流

民回乡
,

兴修太湖水利
,

恢复发展生产 ; 设

置
“
济农仓

” ,

积谷备荒
,

贩济灾区饥民 ;

设置
“ 纲运簿

” ,

改进运粮方法
,

严防青吏

侵吞 ; 清理历年积案
,

平反冤假错案
,

维护

封建法纪 ; 严禁军卫扰 民
,

缉捕抢劫军犯
,

维护社会治安 ; 扩建府县儒学
,

发展封建教

育
,

培养选拔人才等
。

通过上述改革
,

苏州

府
“
岁复丰稳

,

家给人足
,

讼简风醇
,

几致

刑措
” , L呈现出一片封建经济复苏

、

人民

安居乐业的
“
太平

”
景象

。

尽管况钟所进行

的改革
,

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
,

在

封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
,
但在历史

上还是起了一定进步作用的
。

在况钟所进行

的上述改革中
,

其中较突出的是整顿吏制
。

况钟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
,

又长期为
“ 刀

笔小吏
” ,

了解人民疾苦
,

洞悉地方吏制弊

窦
。 “

苏之吏弊
,

蟠结甚固
,

不施辣手
,

何

以能使百年蟠结之势
,

崇朝铲削? 且既削遂

不致复萌乎? 吏弊除
,

而后泽民之政
,

可次

第施行
。

公诚知所先后
,

而得张 弛 之 宜 者

矣
。 ” ⑧正如郡 《志 > 中所云

: 况太守
“
不

侮鳃寡
,

不 畏 强 御
,

厘 奸 植 善
,

孜 孜 爱

民
。 ”

@他法办了一批庇奸养恶和贪污枉法

者
,

如苏州府经历傅德
、

昆山县知县任豫
、

县垂吴仲郧
、

长洲县典史薛孟真等
。

撤换了

一批不称职和玩忽职守者
,

如苏州府经历司

知事孙福 ; 知县汪仕铭
、

徐亮
、

刘正言
、

张

肃 , 县垂赵济
、

刘志
; 主簿 典 史 林 皋

、

王

勉
、

巩端
、

赵荣
、

郭良等
。

为了报答君恩
,

他居官清廉
,

正身律己 ; 处断务公
,

奉法循

理 ; 躬勤政事
,

尽忠竭力
。

据史书记载
:

知

府况钟
“
内署不延幕客

,

一切奏疏
、

榜谕
、

漱案
,

皆公所示裁
” 。

L “
内署肃然

,

无铺

设华靡物
。

每食一肉一蔬
,

非公 燕 别 无 兼

味
” 。

@
“ 及公卒于任

,

而扶棣以归
,

图书

之外
,

行李萧然
,

见者流涕
” 。

L “ 刚正廉

洁
,

孜孜爱民
,

青夭之称 妇 孺 皆知
” 。

L
“
余惟苏东南之大郡也

,

而称贤守者
,

在唐

则韦公
、

白公
,

明则况公 ” 。

L “
吾郡历来

贤守以况公为首称
” 。

L正 统 四 年 ( 1 4 3 9

年 )
,

况钟任知府九年考满
,

遵 例 赴 京候

升
,

苏州府七县官民饯送者数百里不绝
, 况

钟十分感激
,

曾作诗以别
,

其中有
“
清风两

袖去朝天
,
不带江南一寸绵

” , “
检点行囊

一担轻
,

长安望去几多程
” L等语 ,

实在是

最好的自我写照
。

象况钟这样的清官
,
出现在贪官污吏多

如牛毛的封建时代
,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



戴和敬仰是不奇怪的
。

况钟在苏州府知府任
_

L
,

因丁优
、

考满三次离任
,

由于他治苏有

功
,

深得民心
,

每次都有数万士 民 联 名 上

书
,

请求夺情起复和留任
。

这样
,

不仅使况钟

一次次
“
获 旨连任

” ,

继续 “
一顺民情

” 的

改革
,

而且也使他再一次得到了
“ 超迁

” ,

职衔改称观察使
,

品级亦从正四品提升为正

三品
。

况钟所以能从书吏累累升迁为苏州府知

存
,

并连任十三载之久
,

从主观上来说
,

况

钟本人确有
“
卓特之才

” 。

L就客观条件而

言
,

一是得到三个皇帝的赏识
;
二是靠左右

朝政的江西籍政治集团的支持
,
而最重要的

则是明初为刷新政治而进行的一系列吏制改

革
。

历史唯物主义历来认为
,

是 时 势造 英

雄
,

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

明初的
“
时势

”
是

什么 ? 概括起来说
,

就是为创造地主阶级的
“
太平盛世

”
而采取的方针

、

政策
、

办法
、

措施等 (包括人事制度 在 内 )
。

<况 太 守

集 》 卷首中有这样两段话可供参考
:

“
宣宗即位

,

勤政恤民
,

为明政极盛之

业
,

故公 (指况钟 ) 得行其志
” 。

“
假令廷臣无特疏之荐

,

朝廷无破格之

除
,

公 虽贤
,

谁与为治 ? 公官仅太守
,

例受

上官节制
。

或知其贤而牵掣之
,

或不知其贤

而摧抑之
,

则公虽贤
,

亦不能尽其才力以为

治也
。

天下之大
,

未必无贤如况公者
。

朝廷

爱养百姓
,

亦甚欲得如 况公者而用之
。

知其

贤而荐举焉
,

为之上官者
,

爱借其贤而成就

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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