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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家风好风气人文家风好风气
□应勇

第五篇

永康应氏可投应这一支，自唐光启

年间（885 年—888 年）由台州怀仁厦阁

（今仙居厦阁镇）回迁婺州永康可投，迄

今已有近1200年历史。据族谱记载，其

始祖唐太子少傅公傅岩次子德镕定居可

投（南尖山下可投应老村）时有感于此地

风物宜人，“苍岭山环，碧湍水绕”的好风

光，曾经预言“吾子孙必有位于三公者，

唯世守勿迁，则应氏福无涯矣”。

传至七世，立公四个儿子中的老三

汝砺于宋绍兴十二年（1142 年）荣登壬

戌科王昂榜进士，而第八世的涛公，其

子孟坚、孟明兄弟俩先后于绍兴十八年

（1148 年）和隆兴元年（1163 年）荣登戊

辰科王佐榜、癸未科木待问榜进士，德

镕公的预言开始“应验”。

据初步统计，从南宋至清末，永康

应氏共出了 53 名进士，其中可投应人

17 名，占三分之一左右。尤其耀眼的是

第九世的孟明，从绍熙庚戌年（1190年）

其长子谦之登余复榜进士，到嘉泰壬戌

年（1202 年），其五子纯之，六子（即幺

子）秀之同登傅行简榜进士为止，凡 12

年间，他和林氏夫人所养育的六个儿子

都题名金榜。其中，长子谦之官至广西

提刑官，四子懋之官至四川都大茶马

使，五子纯之官至兵部侍郎。到了第十

世，谦之的长子松鉴和纯之六个儿子中

的老三文鼐俱登进士，可投应氏成为

“一族三公、四世七甲、父子侍郎、父子

乡贤”群星璀璨的“江南望族”。

这仅仅是因为可投应这个地方风

水特别好的缘故吗？带着这个问题，笔

者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其中，《可投应

志·内纪》一至八世的人物简评引起了

我的注意：

“天性纯厚，处事严密”（始祖德镕

公）；

“循理好学，通书史不仕，确守遗

业”（二世祖绪公）；

“沉静笃学，以孝谨闻”（三世祖从

胜公）；

“度量宽宏，安分乐道”（四世祖吴公）；

“少明敏倜傥，壮克征励，才志迈

伦”（五世祖缺公，后更名“改”）；

“性沉静，通诗传，事父母恭慎，以

至孝闻”（六世祖莘公）；

“质性温雅，喜怒不形，因患癞疾不

为世用。孙孟明贵，赠正奉大夫”（七世

祖立公）；

“家贫好学，以笔代耕，竭力奉亲，薄

于自养，礼宾供祀务致隆洁。以子贵封朝

请大夫，妻周氏封令人”（八世祖涛公）。

看到这里，一道电光石火忽然闪过

脑海，这代代相传的“纯厚温雅”“沉静

好学”“孝谨奉亲”“宽宏乐道”等秉性品

德不正是代代相传的好家风吗？不也

是一个家族的人文“风水”吗？良好家

风是最好的“风水”，它积淀于长辈的言

传身教、关怀引导和耐心陪伴，是一种

细水长流、薪火相传、赓续不断的文脉。

那么，家规家训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呢？我想，它至少让家庭教育和家族治

理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得到总结和归纳，

让家庭家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得以有规

可循，有例可依，有道可行。

可投应氏《家规》写道：“建祠宇，守

封茔，抚群从，事尊长，端心术，慎言语，

养童蒙，行冠礼，议婚姻，严内外，谨称

谓，崇节俭，治丧葬，时祭飨，贻世业，黜

异端，厚宗姻，驭群小，供赋役，殖赀产。”

这份“三字经”体家规，看似面面俱

到，略无轻重，实际上它一开头就抓住

了增强家族凝聚力这一“老根”，从“建

祠宇，守封茔”切入，体现了儒家“慎终

追远，民德归厚”的精神追求，短短 60

字，所涉及的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行为规范都已经

落实于“抚”“事”“端”等系列动词上了，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001 年可投应“敕建孝忠祠”竣工

后，要编写少师公的生平史料和故事，

笔者忽然想起小时候家父讲过的一个

少师公故事。故事说的是他和哥哥孟

坚幼年在家塾读书时，有一回先生与客

对坐，忽听外面有人叫卖螃蟹，客人想

考考这兄弟俩，就随口出了句“螃蟹浑

身甲胄”的上联，话音未落，孟坚应声对

曰：“凤凰遍体文章。”接着孟明亦对曰：

“蜘蛛满腹经纶。”客抚掌赞叹，谓先生

曰：“二对俱佳，但日后事业必少者为魁

耳。”我们一览孟明的简历和所做的事

业，便知这位客人的预测有多高明了。

应孟明（1138 年—1219 年），字仲

实，世称少师公，26岁中进士，79岁致仕

还乡，享年 82 岁。历任乐平县丞、大理

寺丞、福建提举常平、按察使、静江知府

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太府卿兼吏部侍

郎，进少师，升授华盖殿大学士、护国、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干净干事”54

年，历经孝、光、宁三朝，是永康历史上

不可多见的廉吏能臣。

应孟明体恤民情，书谏酷吏。他生

逢乱世，少年阶段正值宋室南渡，和议

初结，宋高宗为苟且偷安而向金国称

臣。朝中有秦桧等佞臣当道，边境有金

兵屡屡侵犯。应孟明生于农家，通过科

举走上仕途，就是想一展所学。谁想到

在乐平县丞任上，却遇上了一个以盘剥

百 姓 为 能 事 的 顶 头 上 司 —— 饶 州 知

州。该知州上任不久，就巧立名目征收

各种钱粮赋税，并严令所定之数必须在

前半月上缴，迟则“枷禁鞭棰”“梏缚械

系”，使得一州百姓“卖妻鬻子，中人破

产，上户空匮”。应孟明目睹此情，忍无

可忍，不惜得罪顶头上司，毅然致书劝

谏：陈胜、吴广所以起义，就是因为“大

雨失期，失期法斩”，说明法令太严酷就

容易引发民变。你已经使得老百姓“饥

饿之身未知死所，令虽严若我何”。这

样乱来就可能导致民怨沸腾，不可收拾

了。你身边的小人对你的阿谀奉承，不

过是想讨你欢心，并不是你政策有多英

明。“我”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你，希

望你能认真对待。这封近 2000 字的谏

书写得有理、有节、有据，正气公心跃然

纸上，既晓以利害，又为上司留足面

子。但郡守却置若罔闻，虐民如故。这

件事传到朝廷，经查实，将饶州知州贬

为乐平县丞，擢升应孟明为饶州知州。

守丞易位，大快民心。

应孟明在为官生涯中，曾多次主管

刑名狱讼，先后担任过大理寺丞、浙东提

点刑狱、江东提点刑狱、浙西提点刑狱等

职。在这些岗位上，他往往能敏锐地察

觉到冤情，并通过明察暗访，洗刷他人冤

屈。在大理寺丞任上，发生了一桩轰动

一时的大案，已故大将军李显忠儿子的

家童溺死，受牵连而系狱者多达 300 余

人。一个家童之死为何会牵扯如此之广

呢？其实，这与李显忠抗金有关。

宋孝宗即位之初，主张抗金，不仅

为岳飞父子平反，还起用了一批受主和

派压制的抗金将领，李显忠就是其中之

一。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驻守濠州

的李显忠和驻守泗州的邵宏渊受命北

伐。李显忠所部快速攻下灵璧县后，又

增援邵宏渊部攻克了虹县，收复了宿州

城。战后论功行赏，李显忠升任开府仪

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

宏渊为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

副使。几个月后，金兵从睢阳反攻宿

州，李显忠率部力战，而因屈居副使而

心怀不满的邵宏渊却临阵撤兵，致使李

部孤军难敌，溃败符离。李显忠因此被

解除军职，没几年就郁郁而终了。主和

的秦桧余党早已对李显忠恨之入骨，恨

不能对其抄家灭族。李显忠儿子的家

童之死，让秦桧余党抓住了机会，就唆

使家童的亲属诬告主家谋害杀人，并串

通相关方面罗织罪名，硬是把一个家童

不慎溺水身亡的意外事故，诬构为一桩

大案。

案到大理寺后，应孟明一下就看出

了其中的诸多漏洞和疑点，他又素来敬

重李显忠将军的为人气节，因此不顾遭

秦桧余党打击报复之风险，决定查明真

相，还无辜者以清白。其实该案件并不

复杂，只是没人敢为李家出头罢了。应

孟明凭着丰富的办案经验，通过明察暗

访，很快就收集到足以证明家童确系不

慎溺水，与他人无涉的种种证据。在铁

证面前，那些欲置李显忠一家于死地的

秦桧余党也只好承认谋杀罪不成立，蒙

冤的300余人因此得脱大狱。

应孟明还曾矫诏放粮，救民水火。

应孟明在大理寺丞任后，又相继出为福

建提举、江东提点刑狱等职，因清正廉

明，爱民勤政的官声逐渐赢得了孝宗的

信任和器重。在一次临御经筵时，孝宗

还曾不无得意地对讲经侍读的大臣说：

“朕近来发现了几个人才，应孟明便是

最突出的一个。”不久，孝宗临朝与众辅

臣讨论广西的军政领导人选，辅臣们推

荐的人选很不一致，最后孝宗说：“朕想

来想去，这个职位没有人比应孟明更合

适了。”于是升任应孟明为直秘阁、知静

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并亲笔写了一

封交代到任后注意查究盐法利害等事

项的信。

当时广西的大量官盐被倒买倒卖。

官商勾结，从中渔利，以致市面上根本就

买不到公开出售的平价盐，而这样的情

形已延续了六七年之久，弄得当地百姓

怨声载道。应孟明到任查明原委后，马

上提出了一系列革除流弊的措施。因触

及很多官员的利益，阻力很大，但应孟明

还是在奏明朝廷后强力推行，使广西百

姓不再为买不起盐而发愁。

相传任上某年，广西天旱无雨闹饥

荒，百姓啃树皮草根充饥，每天都有出外

逃荒者饿死路上。目睹惨象，应孟明心

急如焚，决定假借圣旨先开仓放粮，以解

燃眉之急，但左右的臣僚都劝他，说矫诏

放粮是欺君之罪，犯不着为百姓的死活

冒这么大风险。应孟明说，如果先向朝

廷奏报，等皇上同意后再办，路途上不知

要耽误多少时日，这里的老百姓不知又

要饿死多少人了。我宁可自己承担欺君

之罪，也要先救这一方百姓的命。于是

他毅然命令受灾的各府县马上开仓放

粮，赈救百姓；同时向皇上奏明原委，请

求降职处分。想不到善有善报，孝宗一

直对应孟明心存好感，不仅没有追究矫

诏放粮的事，还颁旨嘉勉，说你在外干得

不错，朕都早想见见你了。

应孟明正直为人，拒诬良相。宋光

宗绍熙五年（1194 年），孝宗皇帝驾崩。

光宗因与太上皇积怨很深，居然称疾不

出，既不主持生身父皇的丧礼，又不上

朝处理政事。群臣于是请出太皇太后

主持禅位大典，逼迫刚当了 4 年多皇帝

的光宗退位，拥立宁宗登基。在这一事

件中功劳最大的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

和知閤门事韩侂胄。

后来成为一代奸相的韩侂胄，此时

虽不过是一个知閤门事，但他却有双重

外戚身份，他母亲是太皇太后的妹妹，

又是新任皇后韩氏的叔祖母。权力欲

很强的韩侂胄原以为这次拥立有功，应

该可以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了，没想到

事后只是给他加官一级。他认定是赵

汝愚故意压制他，就伺机报复。为达到

扳倒赵汝愚之目的，韩侂胄首先四处秘

密拉拢朝中要员，然后诬告弹劾赵汝

愚。此时已官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的

应 孟 明 自 然 也 成 为 韩 侂 胄 拉 拢 的 对

象。韩几次派密使来找应孟明，以官爵

财利相引诱。应孟明素知韩侂胄是弄

权小人，而得罪小人是肯定要遭到报复

的，但他还是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对

诬告赵汝愚的事忿斥不从。《宋史》论

曰：“应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孔

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应孟明家教严谨，以身垂范。应孟

明一贯注重家教，深知“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核心在“修”“齐”，即严于律

己，“孟明既冠，与林大中、吕祖谦、陈

亮、徐子才、陈圣嘉等才俊交游切磋，讲

学于里之灵岩洞，阐明义理，慨然以修

齐之学自任”（《可投应志·孝忠史实》），

引领永康一时之风气。

应孟明在进士及第之前，就以“慎

独自处，正大光明”的品格，深为陈亮等

友朋所称道，为官后亦能清廉刚正、磊

落耿直，以“吏畏其廉，民怀其惠”声闻

朝野。他的六个儿子都“学为成人”，先

后考中进士，在永康教育史上创造出一

道光耀古今的人文景观，个中原因自然

不一而足，而应孟明自己志存高远而又

脚踏实地的榜样作用和林氏夫人慈严

相济的教养关爱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其五子纯之，年少时即与大哥谦之、四

哥懋之拜在大儒朱熹门下学习，这也足

以说明潜心向学、好学善思在少师公家

早已蔚然成风。还有，应孟明平时撰写

的文章，像流传至今的《浚井记》《夏云

赋》《茉莉说》等有感而发、自出心裁、深

邃温雅之作，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的

作用自然也是不可低估的。

原典
1.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摘自《晋书》卷七十列传

第四十应詹临终遗训）

2.建祠宇，守封茔，抚群从，事尊长，

端心术，慎言语，养童蒙，行冠礼，议婚

姻，严内外，谨称谓，崇节俭，治丧葬，时

祭飨，贻世业，黜异端，厚宗姻，驭群小，

供赋役，殖赀产。（摘自《可投应志》）

可投应应孟明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