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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里有人官亦难
——探究礼部尚书徐学谟“退休”之因

    李 宁

    明万历13年（1585年）8月，万历
皇帝的陵寝工程终于开工了。64岁的
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被钦定为
“项目总经理”，还有开国大将徐达后
裔、定国公徐文壁和当朝“宰相”申时
行为顾问。这工程、这阵势，应该可以
呼风唤雨，没有摆不平的事。然而，“君

宠无常”，正当徐尚书想甩开膀子大干
一场的时候，20多岁的万历皇帝悄悄
令他退出官场，告老还乡。同朝官吏
中，他的“官龄”较长，这个结局比起衣
锦还乡的荣耀总归有些狼狈，徐尚书
不免有点郁闷。

    初入政坛有风骨

    徐学谟，1521年生于嘉定，1550
年中进士，入朝为官30余年，年轻时
曾干过不少令人称快的好事，声誉极
佳。
    考中进士后，朝廷授徐学谟为兵
部职方主事，派往京郊监督军事设施
的修筑。主管工程的仇鸾所用下属大
多是“关系户”，贪污挪用工程款，营私
舞弊严重，刚入仕途的徐主事初生牛
犊不怕虎，到任后“尽去积弊”，惩罚贪
污者，工程主管仇鸾对其恨之入骨。
    徐学谟擅诗文，文采好，从政之余
著述迭出，时人誉其为“制作巨手”。徐
在吏部任稽勋时，协助尚书主管官员
的“勋级、明籍、丧养”之事，是“中央组
织部”的“司局级”领导。权势熏天的奸
相严嵩嘱其写褒扬自己的 “青词”，而
徐不屑与奸人为伍，回应不置可否、态
度暧昧，最终此事不了了之，可见他的
风骨。
    徐学谟主政地方很有才干。《县
志》载，他出任荆州知府时，采用“不战
而屈人之兵”之术，部署了围剿高鸡寨

乡民暴动的战斗。他先派兵围困，又遣
说客上山劝降，说明祸福利弊，处置了
二三名为首者，“使三千贼寇一日尽
降。”地方立见安宁。
    最令百姓称道的是徐知府敢与皇
族“叫板”。嘉靖年间，景恭王派出官员
欲将荆州府的沙市地区收为自己的封

地，徐知府据理力争：“先皇定下的制
度，藩王除岁禄外，不得再侵犯百姓利
益，而沙市是荆州的首府，藩王怎么能
要去呢！”双方“顶牛”，好一段日子徐
知府坚决不让。“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到底皇帝是要维护皇家特权和威
严的，徐知府被革职逮问。然而，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遂将“沙市”改称“徐
市”，很感谢他的作为。

    攀龙附凤找靠山

    铁腕人物张居正23岁举进士后
在翰林院等处坐了近20年的冷板凳。
期间，他静观当朝文武百官言行，对徐
学谟的才干、作为也了然于心，因此
“居正素与厚”。过后张居正专权，再次

起用徐，委以重任，为湖广按察使，巡
抚郑阳，负责“纠官邪、戟奸暴、平狱
法、雪冤抑，以振扬风纪，澄清吏治”，
等于向自己的老家派去了“检察长”徐
学谟。
    此前，徐还有一次被罢官，原因是
判断辽王不会谋反。官场上吃了多次
亏，自然学乖了许多。万历六年，张居
正父亡回家奔丧，坐着32人抬的大轿
耀武扬威。前有戚继光派来的火铳军
开道，一路上还有地方官员相继跪拜
迎接，场面盖过皇帝出行的风头，朝中
诸多耿直的官员纷纷行状指责。关于
此事，徐大人唯“事事谨”，一改当年
“愤青”的个性，之后果然被提拔为刑
部待郎，过了2年又破格提拔为礼部
尚书。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阁，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
翰林不任”，这是弘治年间（1488）开始
实行的“干部”任用规则之一。而徐大
人紧跟张居正尝到了甜头，从一名刑
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晋升为礼部尚
书 （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
员），一下子成了“国家领导人”，当朝
百官自然不满，只是畏于张居正强权
不敢出声罢了。
    不料徐大人在尚书位子上呆了没
过2年，张居正就病死，声讨张居正的
舆论蜂起。靠山倒了，徐尚书深知自己
的官位岌岌可危。于是，“学谟急缔姻
于大学生申时行以自固。”申时行在张
居正病故五六个月后继任首辅。申为
苏州人，与徐也可说是同乡，平日关系
不错。徐将女儿嫁到申家，似乎顺理顺
章，不过嫁得不是时候，让人落下了话

柄。
    或许申时行为人处世较随和，不

像张居正那么严厉，加之张居正死后，

人们甩开了畏惧的禁锢，因而风言风
语多了起来，徐尚书的人品官品均受
质疑，总有人向他发难。

    修建定陵落口实

    1582年至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
里，万历皇帝为清算张居正的事心情
十分烦躁，首辅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
万历十一年，年仅21岁的朱翊钧皇
帝，着手为自己建造坟墓。这档子事，
正好属于礼部尚书的职责范围，继任
首辅申时行委派徐尚书勘舆建造寿宫
的风水宝地，这就使徐与定陵有了关

系。
    此时，风传徐尚书“事居正谨”，正
心生烦恼呢。此番被委以特别重任的

帝陵“总经理”，心境大开，直接为皇帝
办事，关乎皇族的切身利益，有谁再敢
多话！即便偶有奇谈怪论传出，还有定
国公徐文壁和首辅申时行这两座 “挡
风墙”呢。
    主管礼仪祭祀的礼部“一把手”徐
学谟，在皇帝寿宫选址事情上最为权
威。他认定了昌平的大峪山，是块“山
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
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的
风水宝地，还与申时行统一口径，征得

了皇帝的同意。施工发生的意外是开
挖地宫，在安放棺椁的位置竟然挖出
了一块大石头。古人讲究“入土为安”，
而“宝床 下无土”的尴尬，既是风水大
忌，更是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遂引
发了朝廷大臣们的 一番争议。一些大
臣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得赶紧
另行择地重建帝陵。徐学谟、中时行坚
持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继续施
工。最后，皇上做了裁判：寿宫吉地就
是大峪山。
    实践证明，这里果然不是什么风
水宝地。定陵建成30年后，李自成攻
破了大明的京城；300年后，定陵被发
掘；过后，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被红卫
兵拖出地宫焚烧。

    众臣弹劾丢官还

    此时，丁此吕、李植、江东之等一
些大臣激烈上书，纷纷数落徐尚书的
种种不是，均被徐的亲家申时行挡了
回去，上书者甚至丢官。这期间，大臣
们叽叽喳喳，皇帝朱翊钧时有耳闻，于
是亲自到大峪山工地去 “调查摸底”，
确认这是百年后理想的栖息地，因此
徐尚书的地位不见撼动。
    其实，风水问题只不过是个攻击

的借口，朝臣们最恨的还是徐尚书的
为人，不买账的人还是不停地指责徐

尚书。有个叫梁子琦的大臣上书说徐
“先紧跟张居正，尔后又攀附申时行”，

意为小人不配在朝任职。皇帝碍于中
时行的面子，扣 了梁 子琦几个月的“工
资”。此事刚平息，又有大臣邹元标继
而弹劾徐尚书。这一回，皇帝也烦了，
干脆令徐离开官场。因为，一来邹在倒
张运动中是个英雄；二来邹是个“直声
天下”的硬汉，曾被行杖80，皮绽肉烂
仍不屈服，不好处置；还有徐尚书确实
跟张居正过从甚密，皇上在感情也有
点排斥。事情到了这个份 上，巾时行只
好掩面闭嘴，不好有违皇帝的意思。
    朝里有人官亦难呐。
    尽管徐尚书被罢官免职，但他是
个讲实惠的人，当了几十年官，揣了不
少银子回老家，在嘉定造了“归有园”。
有人考证，当时造一座最差劲的花园，
起码也得花 1000两银子以上，折合人
民币约50万元。而同朝的其他嘉定籍
官员，家庭经济状况都捉襟见肘，比
如，兵部给事殷都“连粥都喝不上”，张
楙死时“盒内只有20金而已”，相比之
下，徐尚书的家殷实多了，嘿嘿，也无
法知悉他的这些钱财是否属于正当收

入。

徐学谟语录     友 文

    徐学谟 （1521—1593），嘉定镇
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万
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
    后来，徐学谟卸任归里返乡，在
演武场 （今嘉定城区罗宾森广场）西
南侧建“归有园”。
    为什么叫“归有”呢？徐学谟认
为：官吏们“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
归”，故曰“归有”——归自己所有！老
夫子思想前卫，产权意识颇强。
    从这一点，可见徐老夫子是个挺
实在的人。他不以道德文章、空话大

话套话唬人，而是以理服人、以德感
人，事事看得通透明白。
    来看他的几条语录：
    “男子之力，必胜于妇人，若对悍

妻，其手脚自缚。”
    ——真理也！若娶上个“悍妻”或
“泼妇”，你有再大的蛮力又有什么用
呢？
    “毛嫱之色，谁不迷恋，得倦始

解。赵孟之贵，最号浓郁，至淡方休。”
    —— “情人太累”，遮遮掩掩、紧
紧张张，躲躲藏藏，身“倦”而心“累”，
始乱而情终。有了这种感觉，还不快
逃。
    “以德感人，不如以财聚人；以言
饵人，不如以食化人。”
    ——天天要我爱厂如家，不如发

几百块钱降温费来得实在。嘴巴上说
要提拔我，还不如请我上一次馆子，
撮它一顿。
    “面而誉之，不如背而誉之，其人
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
其人之欲易遂。”
    ——当面夸小姐是个大美女，不
如背后跟人说她皮肤白气质好像个明
星，她肯定会窃喜。一次发一万奖金爽
一回，不如一千一千发十次爽十回。
    “凶人得志，莫提贫贱之时，宕子
成名，必弃糟糠之妻。”
    ——小人做官，别提曾经跟他一

同上山砍过柴、挑过粪、逃过学、打过
架；浪子发迹，必定离婚。
    “一手诘盗，一手窃盗赃，故前盗
死而后盗生。一面惩奸，一面窥奸妇，
故前奸伏而彼奸犯。”
    ——指责窃贼偷盗，而又盗取窃
贼赃款；惩罚寡妇偷人，又垂涎寡妇
脸蛋白身材好。这什么世道什么人什
么事呐！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则为
过街老鼠；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
则为百足之虫。”
    ——吝啬的人，或许可以致富，
然一旦有事，马上成过街老鼠，光溜
溜也；仗义之人，或许快要破产，然一
旦有事，却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
得透彻。
    “见十金而色变者，不可以治一
邑；见百金而色变者，不可以统三
军。”
    ——见“十金”就喜形于色之徒，

连一个村 （小地方）也治理不了；见
“百金”而眉开眼笑之辈，不能任三军
的统帅。（反过来理解就是：“品位”高
点好不好，不要见到“十金”、“百金”眼
珠子就要掉地上，要目光远大，等有
了“治邑”“统军”的资格后，再来好好
捞它一票？不敢苟同。）

    “谦，美德也；过谦者，多怀诈。
默，懿行也；过默者，或藏奸。”

    ——谦虚是美德，过分谦虚，就
成了骄傲，可能有假；低调是好德性，
而过分低调，或许就藏有不可告人的
目的了。

    有道理吗？我看有点武断、绝对。
这种“度”，不好把握。

    有个“腰带理论”：如何知道一个
大肚腩的人是官员还是民企老板暴发
户？答：看腰带的位置——在上面的就
是官员，在下面的就是老板暴发户。

    嘿嘿，看看你腰带的高度吧，要
把握好高度哟。

    相 关 链 接

    “归有园”为明代大学士徐学
谟在万历年间所建。
    徐学谟承古代高士之风，在
园内养了鹤，时不时在花园过夜
歇息，还留宿朋友。
    “归有园”的主体建筑海曙
楼，建在蜿蜒城内的冈身上，因而
视觉高度超过了西北方的城墙。
同代的太仓名士王世贞写有 《归

有园记》描述园内景物，除了海曙
楼外还有阳春堂、知胜轩、大士斋
及书室等建筑，以曲廊连接；园内
还有池塘小桥，辟有不小的竹园，
槐树、杏树、桃树等繁茂花木点缀
其间。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归有
园”已是遗迹，雅致不再。旧址建
有“归有山房俱乐部”，并于1937
年重建“山房”。之后，抗战爆发，
城内屡遭战火和兵劫，旧园无迹
可循，淡出了历史。    陈兆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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