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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大?山上的
!

仙萫
"#

!

鹭涛虎岫
"

和
!

再至青坛
"

三

处摩崖石刻
$

在
!""#

年
$

月被

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

留下这些墨宝的是明代礼部尚

书
#

东阁大学士王铎
%

王铎在

明末动乱之际前后两次到浚县

投奔好友刘尚信
$

刘尚信两次

陪同王铎登大?山游览
%

兴之

所至
$

王铎在山崖上留下了题

记
%

位于浚县白寺乡西郭村的

刘尚信墓为浚县重点保护文物
$

墓前的几通高大石碑上的碑文

分别是明朝和清朝的皇帝敕撰

的
%

刘尚信何许人也
&

带着这

个疑问
$

记者来到刘尚信的家

乡
'''

浚县采访
%

浚县文史专

家冯国相在介绍了刘尚信的生

平事迹后
$

陪同记者来到了刘

尚信的故里浚县白寺乡
%

刘尚信是个备受明清两个

朝廷器重而自己却不把仕途当

回事的人
%

他当了朝廷命官以

后三番五次搁官回乡
$

一再给

皇上撂挑子
%

在明万历四十三

年
(

'( "#"$ )

)

刘尚信中

得进士后当上户部郎中不久
$

便以需要养病为由回到了浚县

的家中
%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后
$

公元
#$!%

年
$

刘尚信又

被提拔为徽州太守
%

刘尚信是

个名副其实的孝子
$

在当了
%

年太守后因父亲去世而回乡服

丧
$

这一回便是数年
%

重新上

任不久
$

又遇母亲病故
$

刘尚

信这次奔丧在家一住就是
&

年
$

并发誓不再出去当官了
%

可是
$

既已走上仕途便身不由

己
$

朝廷多次派人到浚县催促

刘尚信复任
$

而且在明崇祯十

年
(

'( "#%& )

)

再次提拔

他担任通政司右参议
%

刘尚信

屡受提拔
$

官阶不断攀升
$

在

外人眼里他应该是春风得意之

人
%

然而
$

刘尚信念念不忘曾

经的誓言
$

人虽到任心仍在家

乡
$

于是又找了个借口退居乡

里
%

到了
'$((

年
$

闯王李自成

的起义军占领了浚县
$

刘尚信

不拥护李自成
$

还公开称他是

!

伪官
"$

被李自成发配到汉中
%

(

年后
$

出乎意料的是清

政府却对他这个明朝遗老格外

器重
$

颁布公文起用刘尚信
$

让他官复原职
$

继续任通政司

右参议
%

但这次他还是没有坚

持到底
$

仅为清朝效忠
%

年便

称病回了家
%

刘尚信自己无心做官
$

却

极力鼓励儿子安心仕途
%

他的

儿子刘文隽中得进士后刚被授

职
$

刘尚信便送他
!

清
#

慎
#

勤
"

三个字加以勉励
%

后来
$

刘文隽回浚县探望他时打算在

家多住一段时间
$

却遭到刘尚

信的批评
* !

为国忠臣
$

即为

家孝子
$

何必恋恋私情以为孝

耶
&"

他要求儿子刘文隽做到

!

履中蹈和
$

不矫不贪
$

役轻爱

人
"%

刘文隽没有辜负刘尚信的

教诲
$

后来由兵科给事中升至

福建道按察副使
%

刘尚信敢给皇帝撂挑子
$

恐怕与他清心寡欲且恃才傲物

的性格有关
$

但他绝非那种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
%

史籍

中说
$

他为官期间
!

廉洁善政
$

甚有称誉
"$

又说他
!

循分尽

职
$

断疑案
$

励学校
$

身价愈

重
"$

面对邪恶时
!

挺然不屈
$

犹高其节
"%

有这些好名声
$

让明朝政

府一次次地起用刘尚信
+

也因

为有这些好名声
$

后来的清朝

政府没有嫌弃他这个明朝遗老
$

照样重用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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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县人都知道从前有个

,

酸枣刘
-%"

无论在浚县县城还

是在白寺乡采访
$

都有人这样

告诉记者
%

刘尚信求学的经历让记者

想起了从前淇县的高遐昌
%

高

遐昌小时候上不起学
$

常爬到

私塾的围墙上偷听先生讲课
$

后来考中进士
$

官居兵科给事

中
%

刘尚信一开始天天趴在私

塾窗外听课
$

先生发现后允许

他坐到教室里上课
$

后来他也

考中了进士
%

与高遐昌不同的

是
$

刘尚信小时候家里穷得连

饭都吃不上
%

刘尚信出生在浚县白寺乡

西郭村
$

年少时成天背着粪筐

在外拾粪
%

距西郭村
%

公里的

白寺乡郝村有座寺院名叫郝

寺
$

郝寺里有个私塾
%

一天
$

刘尚信路过那里时听到私塾里

正在上课
$

于是他背着粪筐站

在外面听了起来
%

过了一阵儿
$

他干脆放下粪筐趴在私塾的窗

外继续听里面的先生讲课
%

此

后刘尚信天天来到寺院
$

把粪

筐放到一边后就在私塾窗外听

课
%

一次
$

私塾先生向学生提

了个问题
$

教室里的学生都答

不上来
$

这时窗外的刘尚信脱

口而出
$

而且答对了
%

从此
$

私塾先生免费收下了刘尚信
%

私塾里其他学生放学后都

各自回家
$

而私塾先生发现刘

尚信一放学就往寺院外面的荒

滩上跑
%

先生向其他学生打听

刘尚信老去荒滩干什么
%

有两

个学生便跟踪他来到荒滩
$

看

到他在摘酸枣
$

边摘边吃
$

吃

完便躺在一棵树下睡觉
%

同学

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段时间他

们看到刘尚信的大便里都是枣

皮和枣核
%

后来刘尚信考中进士
$

当

了大官
$

家乡人于是叫他
!

酸

枣刘
"%

刘尚信进京赶考时家里拿

不出路费
$

他便找到了住在白

寺乡张寨村的姑姑家
%

姑姑家

比较富裕
$

可是她看不起这个

娘家人
$

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帮

助
$

还对刘尚信说
* !

穷人家

的孩子还做梦去考大官
&"

刘尚

信失望地离开姑姑家
$

又想起

了有一年过年时他来姑姑家想

讨些白面回去
$

姑姑只给了他

!

斤高粱面
$

结果让他过年也

没有吃上饺子
%

刘尚信考中进士后即被授

予大行官衔
$

他回家报喜时专

门路过张寨村
$

并刻意换上赶

考时穿的破衣衫去见姑姑
%

姑

姑认为他这次又是出外讨饭路

过这里
$

三言两语便把他打发

走了
%

刘尚信刚离开姑姑家
$

便有人来对他姑姑说
* !

西郭

村你娘家的刘尚信考上大官回

来了
$

路过村口时坐在大轿里
$

后面还跟着一群骑马的人
%"

刘

尚信的姑姑不相信
$

说
* !

不

可能
$

这孩子刚从外面讨饭回

来
%"

刘尚信的姑姑还是追到村

外想看个究竟
%

追上一看
$

大

轿里坐的人果然是刘尚信
%

浚县民间还流传着
!

酸枣

刘
"

替恩师和师妹挽回面子的

故事
%

当年
$

免费收下刘尚信

在私塾读书的樊先生被刘尚信

称为恩师
%

樊先生家住白寺乡

樊庄村
$

距西郭村刘尚信的家

仅
'

公里
$

他膝下只有一个独

生女儿
$

这个独生女嫁给了离

家
(

公里的浚县小河镇同山村

一个大户人家
%

在她出嫁之

前
$

樊先生的亲家以轻蔑的口

气问樊先生
* !

办喜事这天你

们家有多少人来送亲
&"

樊先

生听出亲家的言外之意是说自

己的女儿没有兄弟姐妹
$

于是

回答说
* !

小女只有一个在外

当差的师哥
$

到时候不一定能

回来
%

送亲时你们家把开水准

备好就行了
%"

刘尚信得知师妹的婆家人

竟然看不起自己的恩师
$

便赶

在师妹结婚这天带领几千名士

兵将师妹送到了同山村
%

樊先

生的亲家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

送亲
$

不知该如何招待
%

刘尚

信说
* !

连开水都不用准备
$

让大家喝一碗凉水就行了
%"

当

天
$

刘尚信带来的人把同山村

的一口井给喝干了
%

在刘尚信的墓志铭中记者

了解到
$

刘尚信乐善好施
$

为

家乡办了许多好事
% !

崇祯十

二年
(

'( "#%' )

)$

大灾
$

上疏请赈
$

浚滑两邑救活者

众
"%

他隐退故里后
$ !

浚之

西门湫溢
$

往来车马阻碍
$

行

役苦之
$

尚信力请侯邑润修
$

阖邑称便
"%

当时浚县
!

文庙

倾圮
$

尚信捐资缮葺
$

致宫墙

焕然一新
"%

明崇祯十七年
(

'( "#((

)

)

社会动荡
$

刘尚信的故友
#

礼部尚书
#

东阁大学士王铎再

次来到浚县投奔刘尚信
$

寄居

在刘尚信的
!

摄身阁
"%

王铎由

刘尚信陪同在大?山石崖上留
下了

!

仙萫
"

等墨宝
$

这些墨

宝后来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

物
%

5%67089:

;

!

像刘尚信墓这样的古墓

在浚县已经不多见了
%"

陪同采

访的冯国相在刘尚信的墓地告

诉记者
%

位于浚县白寺乡西郭村的

刘尚信墓的墓地由刘尚信及其

后代的大小
%"

余个墓冢组成
$

墓地上古碑林立
$

其中有几通

高大的龙头碑上的碑文由明清

两朝的皇帝敕撰
%

记者采访时
$

打老远就看见了这几通高达
)

米的龙头碑
%

刘尚信墓向南约
)"

米处并

排立着的两通高大的龙头碑
$

均为
!

奉天诰命
"

碑
$

上刻碑

文分别由明泰昌元年和明天启

三年时的皇帝敕撰
%

碑文中记

载着这两代皇帝对刘尚信的父

亲和母亲的诰封
%

刘尚信墓的左前方
!)

米处

所立的一通高
)

米的龙头碑为

!

恩纶碑
"$

碑文为清顺治十三

年皇帝为刘尚信敕撰的祭文
*

!

谕祭故通政使管右参议事刘尚

信之灵曰
*

鞠躬尽瘁者
$

臣子

之芳踪
%

癅死保勤者
$

国家之

盛典
%

尔刘尚信
$

性行纯良
$

才能称职
$

克襄王事
$

甫休养

以言归旋
$

负疴告殒
%

特颁牲

醴
$

用展悼怀
%

尔若有知
$

尚

其歆享
%"

在刘尚信的墓前立着一通

高大的石碑
$

碑上除刻有立碑

的年代之外没有正文
$

随行的

人告诉记者
$

这是因为刘尚信

的墓里面有墓志
$

墓的旁边另

有一通卧碑
$

卧碑和墓志已经

把他的生平事迹介绍清楚了
%

墓地的前方立着保护标志
$

标明刘尚信墓为当地的重点保

护文物
$

并注明
!

以刘尚信墓

为坐标
$

向东
'""

米
#

西
')

米
#

南
)"

米
#

北
%"

米为重点

保护区
$

再分别向外延伸
'"

米

为一般保护区
"%

西郭村的村民介绍
$

刘尚

信墓前方
'""

多米处原有高大

的墓门
$

为一座石牌坊
$

早年

这座牌坊式的墓门就倒塌了
%

墓门与刘尚信墓之间原有壮观

的十二生肖石雕神道仪仗
$

每

只生肖石雕长约
!

米
#

高约
'!)

米
$

这些生肖仪仗在上世纪

!

文革
"

期间被毁坏
%

!

好在这里的古碑都完好

地保留下来了
%"

村民们说
%

古碑虽然保留到了今天
$

可是村民们说
$

古墓遭到了无

数次盗挖
%

'*+*

年
'

月的一天

夜里
$

西郭村的村民在睡梦中

听到了一声巨响
$

当时都认为

是有人在打枪
$

第二天才发现

原来是盗墓贼用炸药将刘尚信

的墓给炸开了
%

村民们顺着盗

洞进入墓穴后发现了刘尚信的

墓志
$

他们从墓志上的铭文中

了解到了有关刘尚信的更多事

情
%

墓穴内有
)

间相连的墓

室
$

分别摆放着刘尚信和他的

(

位夫人的棺椁
%

'***

年
+

月的一个夜晚
$

西郭村的刘存合与另外两位村

民发现有人正在盗挖刘尚信父

亲刘荣的坟墓
$

他们上前制止

时
$

从盗洞里爬出来的两个盗

墓贼迅速钻进附近的玉米地里

不见了踪影
%

刘存合他们看到

这次盗墓贼挖开的盗洞深约
!

米
#

直径约
,!)

米
$

盗墓贼逃

跑时将盗墓用的炸药
#

雷管
#

大锤
#

铁铲
#

塑料桶
#

绳子
#

撬棍
#

迷彩服等全部留在了盗

洞旁
%

村民说
$

这次盗墓被及时

发现了
$

否则盗墓贼就将刘荣

的墓给炸开了
%

村民们还说
$

其实盗墓贼是在白费工夫
$

这

里的古墓早就被盗空了
%

离开刘尚信墓
$

记者又来

到浚县县城的一户居民家中
$

这户居民家收藏着刘尚信临终

前的画像
%

随行的冯国相指着

画像对记者说
$

画像中刘尚信

所穿的衣服非常耐人寻味
$

外

面穿的是清朝官服
$

而且比较

短
$

将里面的明朝官服露了出

来
%

因为刘尚信曾为明清两朝

的大夫
$

当时他以这样的穿着

来画像是刻意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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