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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近代甘肃文化教育的发展没有一位人物的功绩可以
和左文襄公相提并论。左文襄公当年提兵西向，率领湖
湘子弟进军西域，平定分裂势力，引得多少文人骚客热
血沸腾，诗兴勃发，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因杨乃武
小白菜案贬官甘肃的湘人杨昌濬的一曲七绝了。瞩目
大军浩荡、左帅义气豪发，仕途失意的杨昌濬豪情满怀
地吟咏：“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
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名臣，博学善思，尊重文化，尊重
读书人。他在甘肃教育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除了积极
兴办义学、书院，刊印书籍免费送给学生外，莫过于上奏
朝廷让陕甘乡试分闱，在兰州设立贡院（今兰州大学第
二医院内），奏请甘肃分设学政的伟大壮举了。

甘肃省在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省分出，独立建
省，但乡试依旧和陕西合闱，贡院设在西安。由于甘肃
地域辽阔，距离西安千里之遥，尤其迪化府（治所在今乌
鲁木齐市）、宁夏府（治所在今银川市）的学子更是苦不
堪言，甘肃学子前往1000多千米外的西安应试，路途遥
远，交通不便，耗费较大，能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
二，大多读书人皓首穷经，饱读诗书，但家境贫寒，拿不
出盘缠，无缘参加乡试，无法实现人生的梦想，只能终老
乡野，抱憾终生。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入驻
兰州，看到经过十年战乱的甘肃民生凋敝，财力枯竭，一
片衰败的景象，人口下降到300多万，900多万人或死于
刀兵（见《甘肃人口史》），或流落他乡，很多地方百里之
内不见一村一人。而且由于战祸，陕甘连续十年未曾科
考，许多甘肃人才失去了施展个人才华抱负、报效国家
的机遇，同时严重影响了清廷在甘肃延揽人才的政治策
略的实施，也直接阻碍了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左宗棠为尽快消弭战祸对甘肃的侵害，振兴民众的
精神，改变凋敝贫弱的社会面貌，一面大力创建学校，一
面上书奏请朝廷，请求陕甘分闱。该年冬，清廷核准左
宗棠奏请，同意分闱，同意修建兰州贡院。消息传来，陇
原大地一片欢呼，人们精神也为之一振。

欢欣过后，修建贡院的经费问题令左宗棠寝食难
安，当时甘肃兵气缠绕，地方财政无力兴建贡院。左宗
棠决定找吴可读（字柳堂）出面解决。吴可读中进士后
任刑部主事，因母丧归兰，担任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有
良好的声誉和名望。他受命后凭借个人影响，四处奔
波，行走于各州县衙门，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发动甘肃
各界募集资金。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除夕所作的
《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记述了募捐过程的辛酸，揭
示了当时他所面临的巨大的浮议压力。其一曰：“酒醒
乡关听漏终，小窗独坐一灯红。亡羊此夜悲歧路，失马
当时说塞翁。无限低回千载上，许多感慨卅年中。平生
不洒穷途泪，泣向流光诉转蓬。”表述了他对众人非议的
忧虑，对募捐“焉知非福”的感叹，以及对遭遇白眼的悲
伤。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劝捐白银51万余两，
可以说没有吴柳堂、左宗棠，就没有甘肃贡院。

左宗棠亲自率领官员勘选地址，于光绪元年（1875

年）春在兰州城西北角海家滩（今西关什字兰州大学第
二医院）建成贡院。贡院建筑规制与全国其他贡院一
样，只是规模较大。其基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
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堂前为明远楼，楼左右为
南北号房。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
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建筑宏伟，一次可容纳
4000多人考试，为国内罕有。

左宗棠为贡院大门书写“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并亲
书“至公堂”匾额，题写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
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吴柳堂先生也逸兴思飞，为贡院撰写了一副长达192字
的长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
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
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
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
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
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
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
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
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上联述写甘肃继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之后，建成
举院的盛举，展示举院规模的宏伟，希望甘肃学子饮水
思源，刻苦攻读，不要辜负左宗棠的一片苦心。下联赞
扬甘肃悠久的历史文明、壮丽的河山，希望甘肃学子奋
发图强、认真答卷，为家乡争光。光绪元年（1875年）秋，
甘肃举院进行第一次乡试，柳堂先生在兰山书院的弟子
安维峻考取了第一名。

兰州贡院建成，陕甘分闱乡试，结束了甘肃生员千
里迢迢赶考的艰困局面，举人的名额也大幅增加。分闱
后的第一次乡试，应试者约3000人，比以前赴陕西乡试
的人数增加了近十倍。左宗棠自肃州（酒泉）回兰，亲自
入闱临监。据安维峻《甘肃新通志·选举志》统计，该科

录取举人67人，第一名为秦安安维峻，第二名为秦州李
自正，第三名为皋兰张廷献。兰州考中7人，秦安县考中
6人，甘谷县考中4人。为了保证回族学子每两科至少
有一名能考中，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一科回汉同考，又
一科则以“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学子一名，极大地激发
了回族学子的读书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社
会的稳定。

乡试结束后的十月初七，一派喜庆中的左文襄公在
兰州度过了他64岁的生日。他谢绝亲友祝寿。吴可读
特撰一寿联：“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左公高兴地说我：“不可负此佳联。”（麟笔，即史官之
笔。孔子订《春秋》，绝笔于获麟。）吴可读的上联借典故
赞美左宗棠的文章具有《春秋》笔力，足以流传千古；下
联借用杜甫《蜀相》“两朝开济”诗句，赞颂左公为咸丰、
同治二帝立下汗马功劳。牺爻，指伏羲八卦，可演六十
四卦，指代左宗棠六十四岁生日。

光绪二年（1876年），录取举人62人，其中知名者有
秦州张世英、刘永亨，镇原慕暲（慕寿祺父亲），兰州胡席
珍，静宁汪源瀚。此后每科录取42名左右，最多的一科
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录取84人，原本在二十六年举
行，因八国联军入侵而推延。该科第一名河州（今临夏）
祁酉源、第二名平番（今永登）把锡龄、第三名迪化（今乌
鲁木齐）唐鹿熙，另有甘谷宋兴周、颉步瀛、王德成，武山
陈青选、邓汉功，文县关熙、杨永年，榆中杨巨川，靖远范
振绪，陇西祁荫杰、阎士璘等。

光绪十一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修兰州贡院。1905
年，清政府推行“新政”，终止了科举制度，贡院从此淡出
历史舞台，也淡出了学子的视野。根据安维峻《甘肃新
通志》、张维《甘肃通志稿》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记载统计，自唐代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
科举终止，甘肃共考中进士775人，其中武进士133人；
举人4777人，其中武举人1707人。从光绪元年至三十
年，甘肃贡院共举行乡试13次，选取举人651人。自
光绪二年至光绪三十年，北京共举行会试13次，甘肃
共考中进士126人（不包括武进士），平均每次9人，最
多的一次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11 人，最后一次为
1904年的甲辰科8人，分别为会宁人苏源泉、陇西人阎
士璘、榆中人杨巨川、兰州人王烜、临夏人邓隆、文县人
程天锡、会宁人万宝成、陇西人祁荫杰，除了苏源泉、万
宝成外，其他6人皆有著作传世，鹤鸣陇原。1928年４
月，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在原政法专门学校（校园在
甘肃贡院）的基础上建立兰州中山大学，至公堂成为学
校的图书馆。贡院的三层楼阁明远楼于1919年由刘尔
炘先生搬至五泉山，更名为万渊阁，保存完好。至公堂
至今仍矗立在旧址，远远地看着它，仿佛有琅琅的书声
悠然在耳旁飘过。

甘肃贡院建立，陕甘分闱，分设学政，促进了甘肃
各地的书院蓬勃发展，甘肃的文风也逐渐兴盛起来，对
改变甘肃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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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子扬
QI ZIYANG

甘肃武山人。文学博士，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古籍研

究所所长，甘肃省政协智库专家、甘肃省政协文化文史资料

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甘肃文史》编委。主要从事陇右地方文

献教学研究工作。出版有《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张澍诗集

校释》《甘肃古典文献丛稿》《甘肃府县旧志全编》等专著28
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陇右

文学编年史”等两项，教育部高校古委会课题“张澍全集整

理”等两项。先后获甘肃省社科成果奖近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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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朱元璋的十四子朱楧于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

移驻兰州后，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这其中有一位叫段
鸣鹤，他祖籍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明洪武初年任锦衣
卫力士，后追随肃庄王朱楧由南京来到甘肃，并定居于
兰州东关，后来人们称这里为段家台（今庆阳路电信局
附近）。

段鸣鹤奉亲至孝，其父生病，他祈求上天，让他代父
生病，并割下臂肉，烧成灰，掺入药内，让他父亲服用，据
说病果真好了。后来段鸣鹤生了个儿子名叫段敏，官封
文林郎，做了个七品散官。但是到了段鸣鹤孙子一辈，
却出了一个名声显赫的人。段敏生有二子，一为段椿，
另一个就是著名理学家段坚。

段坚（1419—1484），字可久，号柏轩，又号容思。
段坚从小立志，要成为国家有用之人。“早岁受书，即有
志圣贤。”（《明史·正传》）他私淑河东名儒薛瑄，从小刻
苦研读儒家经典。据说段坚开学第一天，段鸣鹤在院中
栽了两棵柏树，对段坚说，柏树坚韧不拔，即使是大雪压
头，它依然挺拔苍翠，希望他做人要像柏树那样。段坚
听了爷爷的话，遂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柏轩”，后又自
号“柏轩”。

明宣德八年（1433年），段坚14岁时考取了秀才，并
刻苦研读《易经》，后又研习诸子百家。明正统六年
（1441年），段坚又到肃王府教授周麟门下学习。周麟
为解元出身，与段坚爷爷段鸣鹤是山西同乡。在周麟的
教授与指导下，段坚进步很快，于正统九年（1444年）考
中举人。

中举之后，段坚在兰州段家台宅中设馆授徒，因段
坚号容思，故容思书院也是甘肃最早的书院。段坚也受
到人们的尊敬，还有人向他请教做学问的诀窍，他回答
说，一个人若要“受其业”，就应该做到“富者忘其有”“贵
者忘其势”，必须专心致志才行。但是尽管段坚刻苦学
习，但是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因为自他中举以后到
景泰四年（1453年）的9年间，段坚曾先后3次赴京参加
科举考试，但均铩羽而归。

苦闷中的段坚决定转变一种方式，他遵从古时圣贤
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决定外出游学。当然出
生于官宦人家的他，路费是不成问题的。就这样，段坚
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离开兰州，开始他的游学生
涯。他先后到了齐、鲁、淮、楚、吴、越等地，遍访名胜古
迹，结交学者朋友。对他影响颇深的是薛瑄的弟子阎禹
锡和白良辅。

在结束了近一年的游学生涯，段坚于景泰元年
（1450年）返回兰州。就在返回的途中，还节外生枝地发
生了一个小故事。当段坚和仆从赶着牲口驮着几个箱
子赶路时，却被贼人盯上了，他们以为箱子里装的一定
是一些珍宝。段坚发现后，他为避免贼人的跟踪，他决
定让贼人打消这个想法。在路过一个村口时，他打发仆
从进村找水。他则请跟在后面的贼人帮他从牲口背上
卸下箱子，然后打开箱子一本一本的装作整理书籍。贼
人看后，失望而走。

又经过几年的苦读，段坚终于景泰五年（1454年），
其36岁时考中进士。后被朝廷派往山西，编纂《山西
志》，后返回兰州候缺。在等了 5 年之后，天顺三年
（1459年）段坚被朝廷任命为山东登州府福山县知县。

福山县是座海岛，段坚感到要改变这一“民穷俗陋”

的地方，就要从发展教育着手。他修县学、建社学、育童
士。办学需要教材，他就下令刻印《文公小学》作教材，
他还亲手编印了通俗读物《教民俗语》送给百姓，教育成
人学习。起到的结果却是“政教大行”，“吏不敢欺”，“士
民仰戴”，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段坚在福山6年，政绩显赫，经吏部尚书、大学士李
贤等朝臣的大力推荐，于成化元年（1465年）段坚又擢升
莱州（今山东莱州市）知府。离开福山时，段坚受到当地
百姓的再三挽留，后又争挑行李，百姓夹道欢送。

莱州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段坚到达莱州后，依然
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同样产生了“教化大行”的效果。
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段敏去世，他回家守制三年。成化
八年（1472年），他又改任河南南阳知府，南阳府下辖三
州十县，他一到任，即召集州、县学官，“具千以古人为学
之旨，使转相劝诱”，他创立了多所书院，在南阳城西创
立了志学书院，在豫山创建了豫山书院，在新野县诸葛
亮隐居的卧龙岗重建了诸葛书院。他还召集“郡庠”及
属诸生，亲自讲解五经要义。为了传播儒家学说，他还
把志学书院一座大殿改建为大成殿，殿悬孔子像，每年
春秋两季都要祭祀，以倡导尊师重教之风。

段坚还创刻了《二程全书》和《崇正辩》，并亲自作
序。《二程全书》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著作的全
集，该书的刊印对传播二程的学术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另一方面，他还惩贪治腐，对于官吏中的不法分子，

“案问不贷”，经过几年的治理，“民风翕改观”。而且为
官南阳期间，他还得出结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
可变之俗。”

明朝自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政治更为腐败，宦官专
权。段坚对于朝廷纲纪的废弛，也心灰意冷。成化十七
年（1481年），段坚奏请回归故里。南阳的百姓得知段坚
要走的消息，夹路为段坚送行。大家流着眼泪抢着为段
坚挑行李，可是“行李萧然”，“仅有祭器、书卷十数箧”。

二
段坚回归故里后，在容思书院以“奉先、事兄、教子、

睦族、善俗”为旨，潜心授徒，后来的兵部尚书彭泽、四川
按察使陈祥、河南陕州知州陈范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段坚除教书外，还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曾结集为《柏
轩语录》和《容思集》等，可惜在刻印、抄传一个时期后均
已散佚。在《皋兰明儒遗文集》中仅收有他传世遗文16

篇及部分诗作。另甘肃省图书馆藏有《段容思先生诗
稿》，从这些遗留下来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大都具有较高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特别是描写兰州山川风物的诗歌，
别有情趣，读来倍感亲切。

成化二十年（1484年），段坚病逝于兰州，终年66
岁。段坚去世时，“田亩不及顷”，“只有典册六经子史充
栋”。噩耗传到南阳，当地百姓悲痛不已，“敬做木主”。
30余年后大家集资修建了段氏祠，并为段坚塑像，每年
春秋举行祭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此时距段坚去世已有60
年，南阳府唐县人朱徵巡按兰州时，还瞻仰了段坚遗像，
并在东关大街建一牌坊，牌坊正面上额书“段容思先生
德教坊”八个字，背面有“理学名臣”字样。此牌坊昂然
矗立近400年，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机轰炸，
便于市民出城疏散防空，由省政府出资，将牌坊移东稍
门外（今民航大楼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拓建东岗
西路时将牌坊拆除。

段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他秉承着“存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认为只要用理学克服人不断膨胀的私
欲，人就会成为正人君子。可是他的儿子中，有一个却
因人生观的迷惘，误入歧途。

段坚生有七子，次子段炅，号河滨。因受到段坚的
泽被，段炅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弘治十八年（1505
年）段炅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朝正德年间，司礼监
掌印太监刘瑾专权乱政，甚至阴谋篡位。当时的吏部尚
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为保权位，竟谄附阉党。而段炅
又受到焦芳的提携，和当时的吏部尚书张彩一同依附于
焦芳。而段炅极会见风使舵，他见刘瑾对张彩日益亲
近，而焦芳日益失宠，就转而巴结张彩，又伙同张彩在刘
瑾面前将焦芳所做的对刘瑾不利的事统统说了出来。
刘瑾知道后不觉大怒，数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怒斥焦芳。
焦芳很知趣，连忙上奏乞归。后来刘瑾倒台后，从而焦
芳躲过一劫。但是段炅却没那么幸运，刘瑾败后，他被
革职。《明史》中有记载：“谄附焦芳，刘瑾败，落职，隤其
家声焉。”不过，段炅诗文极好，著有《河滨集》。另外他
与同时因宦党而被罢官的翰林院修撰康海、吏部郎中王
九思被称为“关中三老”。

段氏一门还出了一位名人，这就是在兰州修造水车
的段续。段续，字绍先，号东川，是段坚的侄重孙。

嘉靖二年（1523年）段续考中进士，任都察院云南道
御史。由于他多在南方做官，见到当地的筒车，利用水
的流动，将低处的河流溪水提往高处灌溉田地。他联想
到家乡兰州，由于黄河水流较低，很难将黄河水引向高
处进行灌溉。于是他就留心观察筒车的构造，揣摩部件
机巧。同时他也可能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其中包括元代
王祯的《农书》。《农书》中有《农器图谱》十二卷，有插图
二百多幅，多为复杂的机械图形，每幅图均有说明。其
中就有筒车的图形及文字说明。

嘉靖二十年（1541年），段续致仕回到兰州，他借鉴
筒车的特点，因地制宜创制了兰州水车。他设计图纸，
聘请工匠，按照自己的意图在黄河岸边开始了第一辆水
车的试制。首先从材质上他利用兰州当地产的榆、槐、
柳，而取代了竹子。其次因黄河河面距两岸落差较高，
所以水车的轮辐直径就要加大，与筒车相比则更加宏伟
壮观。再者，因黄河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所以正常的水
流很难驱动庞大的水车转动。段续第一步的做法就是
在水车的上游河面处，垒砌一道潜坝，迫使河水向岸边
流淌，以加大水流的流量流速，谓之曰压坝。然后在水
车架设处，用石头砌成水槽，然后有意垫高水槽进水口
处，以形成落差，用水流的强大冲击力推动水车辐条上
的挡板，从而使水车转动。水车的转动，使挂于辐条边
缘的长方形木斗倒挽河水，悬于空中后倾倒于接水木槽
中。因每个辐条处都挂有木斗，所以周而复始，源源不
断将河水由低处提灌到高处。据说一辆水车少可灌溉
百十亩，多则二三百亩农田，从而使兰州黄河两岸的农
业大受裨益。

段续创制的第一辆水车就曾矗立在广武门黄河岸
边，被称为“祖宗车”，故今日水车园之名由此得来。张
国常在《重修皋兰县志》中对水车的描述有这样的记载：

“可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农民皆仿效。”
想一想昔日巨大的水车日夜转动，水车轴吱呀作

响，木斗哗哗倾倒河水，车下细雨霏霏，映着阳光化作道
道彩虹。车身黑湿，绿苔斑驳，掩映在槐柳梨树丛中，动
人心魄，流淌诗意。清代诗人叶礼对此赋诗一首：

水车旋转自轮回，倒雪翻银九曲隈。
始信青莲诗句巧，黄河之水天上来。
随着滔滔黄河转动悠悠水车，不仅灌溉了黄河两岸

成千上万亩的沃野良田，而且成为黄河兰州段独有的文
化风景，因此兰州又有“水车之都”的美誉。而这一切均
因段续对水车的引进与革新。

可是史籍中对于段续引进和创制水车这一事迹并
未浓墨重彩地描述。但对于其弹劾席书、桂萼之事在
《明史·循吏》中倒有详尽的记载。由此可见段续的刚正
不阿，可是在当时的境遇下因此也被谪贬，先后任河南
郾城县丞，又迁为杞县知县。在治理地方时，他不畏权
势，革除积弊，公而忘私，政绩赫然，旋又擢升为湖广行
省参议、密云兵备副使等职。

段续的儿子段补，字希仲，是个神童，九岁能写诗作
文。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授直隶曲周知县，调河
间知县。任南京户都主事时，监督储粮，出入粮食账目
清楚，革除一切陋规弊病，以清廉能干闻名。

纵观兰州段氏一门，明代出了4个进士，其中一个
翰林，7个举人；清代出了一个进士，2个举人，在当时倡
导耕读传家的社会环境下，实属显赫。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高 羔
GAO GAO

甘肃兰州人。长于黄河岸边，酷爱文学与文

史，尝问学于地方史学家张令瑄先生，曾与董鼎

山、陈忠实等文坛大家鸿雁往还。先后参与了《走

近兰州》《七里河区志》等书籍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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