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陵芝山洛阳派历来重视家风建设，桥南刘
氏家庙门联“乃文乃武奕世簪缨，惟忠为孝传家诗
礼”；家庙大厅两侧墙壁上题有仿写刘氏甥文天祥
丞相字体的“忠孝”“廉节”。这些端正的宗风家训，
让桥南刘氏子弟从小耳闻目染，自省自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品学兼优的刘弘宝入
世后认识了志同道合的终生益友何乔远。万历十
四年（1586年），刘弘宝与何乔远一起赴京参加会
试，同榜登第，遂相与为友。刘弘宝小何乔远一岁，
视之为兄长，很是敬重。刘弘宝之子刘廷焜读书
时，弘宝就曾拿着他的文章去请乔远指点；后来孙
子刘麟长上学时，自觉不久人世的弘宝即托孙于
何乔远，求乔远收麟长为生。何乔远受人之托，忠
人之事，悉心教导麟长。严师出高徒，刘麟长于万
历四十六年（1618年）高中举人，翌年蟾宫折桂，
后官历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

刘弘宝祖孙三代与蒋光彦父子的世交，也是
泉州名宦间一段佳话。刘弘宝和蒋光彦于万历十
三年（1585年）一起举人中式。蒋光彦于万历二十
年（1592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副使。其子蒋德璟
北上前，曾住在刘家，“尝过万安桥，偶憩庑下”。刘

廷焜热情招待德璟，请喝酒配海蛎煎。万历四十六
年（1618年），蒋德璟和刘麟长“同试于乡”。前者
名落孙山，后者举进联捷。刘麟长没有在蒋德璟面
前扬扬得意，而是安慰鼓励他继续奋斗。果然不
久，蒋德璟亦联捷中式。蒋德璟于崇祯十五年
（164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翌年改任户
部尚书，晋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刘蒋两家的友
情不断升温。崇祯三年（1630年），蒋德璟在日理
万机中，还抽空为刘家撰写了《赠奉直大夫工部虞
衡司员外郎刘翁改葬墓志铭》，言之凿凿，行之切
切，彰显两家的深厚情谊。

走进桥南古街，刘氏家庙建筑富丽堂皇，大门
上有“刘氏家庙”四个镏金大字，底下另有“世承天
宠”四字，据说是出自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手书真
迹。门廊下有木雕人物、石刻花鸟，惟妙惟肖，具有
明代雕刻风格。照墙的“名谏清卿”及家庙里的“祖
孙进士”“四代一品”“太常少卿”“中宪大夫”等匾
额，展示着桥南刘氏的荣光。刘弘宝为这荣光开启
了先声，也为刘氏传承了正气。如今每到周末节假
日，洛阳桥游人如织，偶尔有人驻足刘氏家庙，“名
谏清卿”的历史便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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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风端正益友加持 佳话世传

洛阳桥畔的“名谏清卿”刘弘宝

刘弘宝，字公可，号台岩，古晋江
县三十八都万安铺桥南村人，生于明
嘉靖己未（1559年）。桥南刘氏，古称
温陵芝山洛阳派，系南宋抗金名将刘
锜后裔，其开基祖为刘辰治（刘锜九
代孙）。刘辰治于元末明初从晋江祥
芝大堡徙居桥南，开枝散叶，传衍出
一个族群，传至刘弘宝已是第七代。
刘弘宝的父亲刘篪是个德高望重的
长者，被乡人推为里长。有一年，地
方政府派人进村收税费。因遇“坏年
冬收成差”，大多数村民交不出税金

而外出逃避。面对此景，为使村民平
安返家，刘篪卖掉自己的田产，替交
不起税费的村民缴齐税金。温陵名士
何乔远后来在为刘篪夫妇撰写的《刘
翁媪合葬墓志铭》中就称：“公（指刘
篪）朴茂恻怛，守礼乐善……待族党
尤厚。”

刘弘宝出生的第五天，大祸忽从
天降。一股倭寇乘着夜间，驾舟溯洛
阳江西进，在黎明时分从洛阳桥南一
带登陆，凶残洗劫民众。当天，桥南村
及周边乡村有一两百位乡亲惨遭倭

寇毒手。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奋起
反抗，与之后赶到的府城官兵一起，
几乎全歼这伙倭寇。为了纪念这天抗
击倭寇牺牲的英烈及其他罹难同胞，
乡民每年在这一天都举行隆重的祭
祀仪式，后来便形成了影响颇广的

“祭十班”习俗（该习俗现已列入省级
非遗项目）。刘弘宝幸运地躲过这一
劫，活了下来。但他的家人不久后还
是遭遇不幸，胞兄刘弘溥死于那个寇
乱的年代，父亲刘篪又因痛失长子悲
伤过度而殒。

出生不久即遇倭患 幸免于难

刘篪青少年时爱好读书。他认为
做人必须“知书”才能“达理”，于是他
在家中辟一室为书房，“购经史图书充
满，延师严课”，让子侄跟随塾师读书。
刘弘宝十分聪慧，从小深谙“三更灯火
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道理，读书
自觉、刻苦。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万历十
三年（1585年）到万历十四年（1586
年），刘弘宝参加乡试、会试及殿试时，
连战皆捷，成为联第进士，也成为刘氏
温陵芝山洛阳派的第一位进士。

刘弘宝登进士第后，先到兵部进
行短暂的“观政”（实习）。不久，朝廷
在分配工作时鉴于他的文学书法皆
优，将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亦称庶
常）。约两年后，经考察合格，出任户
部给事中。

明廷设有六科给事中，简称“六
科”，分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
事，纠其弊误。给事中虽然官秩从七
品，但“位微职重”，与各道监察御史合
称科道，同有建言及进谏之责，属言官
之列。刘弘宝入职户部给事中时，约在

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时万历皇帝
“日夜纵饮作乐”，疏于朝政，任由内监
佞臣弄权，把朝政搅得一塌糊涂。耿直
的刘弘宝看不下去，认为不批评纠正
枉负自己的职责，于是不断上疏谏言。
他曾在一次疏言中揭露某权贵恣意妄
为、横行霸道、欺压官民的行径，要求
将他从皇帝身边驱逐出去。他还建议
保护“抗章忤旨”的言官，解除言官的
后顾之忧，让他们敢于关心国是，直言
进谏。刘弘宝的直谏获得多数朝中大
臣的支持。

不久，刘弘宝进阶工科都给事中，
掌工科诸事。有一次，他与同事按规定
调查统计“水衡钱”（皇室的储藏银
两），发现有白银近百万两。但万历皇
帝对饮食、衣装、器用非常讲究，极尽
奢靡挥霍之能事，仅一年就花费了16
万两。他感到惊讶，私下说：“这样开
销，不到几年就花完了！”于是下令，非
必要的开销，不准列支。如此一来，既
断了某些权贵的财路，也惹恼了皇帝，
引发他们对弘宝的不满。

其时，江西陶瓷业发展困难，江浙
纺织品供给不正常，徐州淮海一带经
常洪水泛滥，刘弘宝身在工部，最为知
情，忧心如焚。他奋笔疾书，奏报朝廷，
要求朝廷暂停让江西进贡精美瓷器；
披露江浙进贡朝廷的纺织品生产进度
赶不上，建议予以缓期和减少指标；催
促尽快修复徐淮地区被洪水冲溃的河
堤。关于黄、淮河分道办法，有关官员
各说各的，方法不尽相同。刘弘宝主张
由治河大臣专门负责，博采众议，提交
可行的方案。不少大臣建议修复黄河
故道，提出要从陆地挖掘清理漕运
700里长。刘弘宝根据自己的了解，指
出这种说法是闭门造车，毫无根据，认
为这种疏浚工程需要进行实地勘察。
于是，他不怕路途遥远，亲自到现场进
行勘测，做出精确的工程设计。

刘弘宝驻足谏垣，忠于职守，敢于
建言献策，与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
赢得了持正之士的尊重和敬佩。但也
因此得罪了腐败的皇帝及部分官员，
为其埋下贬谪的祸根。

驻足谏垣忠于职守 赢得尊重

刘弘宝对原礼部尚书薛瑄很敬佩，“手抄薛文
清读书录，其躬行一禀文清家法”。薛瑄谥号文清，
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人称“一代廉吏”。薛瑄还是个
学养深厚之人，著有《薛文清公读书录》。刘弘宝以
薛瑄的高贵品质为榜样，认真学习其“欲淡则心静，
心静则理见”“不与利交则无咎”等为人处事格言，
并在多年沉淀后，总结出自己的座右铭：“视公如
家，则不敢苟；视民如子，则不忍伤；视同类如己，则
无便利心；视禄位为寄，则无患得失心”。刘弘宝言
行一致，“清介仁厚出于自然，粗粝蔬布终身一日，
所居不蔽风雨晏如也”。《闽中理学渊源考》作者李
清馥赞他：“居常逡巡韬抑，不露意气。而遇事必言，
辄复委婉，曲尽事情。公卿间尤以此多之，于是公望
蔚然。”

刘弘宝在工部任职多年，后主动请求朝廷将
自己外派。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弘宝到
浙江任参政，“分宪台州”。这是他第一次从中央到
地方任职，直接面对的是基层官员及民众。刘弘宝
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生活起居出行则艰苦朴素。他
一方面施行仁政、“重教轻刑”；另一方面洁身自
好，恪守廉节。

然而，“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刘弘宝在
浙江任职不久，竟“坐谪潮阳典史”。万历二十一
年（1593年）单县黄堌决口，由于后来上任的工部
尚书杨一魁坚持“分黄导淮”的主张，所以该决口
一直未堵。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商丘肖家口
（在黄堌口上游）亦决口，“全河奔溃入淮，势及陵
寝”，皇家祖陵险被河水所淹。万历三十年（1602
年）春，闻讯后的皇帝大怒，下旨削去工部尚书杨
一魁之职。杨一魁曾是刘弘宝的上司，而当年刘弘
宝也给治河出过建议，杨一魁的政敌于是上书要
求追究弘宝责任，将其削官为吏。万历皇帝曾遭刘

弘宝“忤逆”，本就怨恨在心，遂降旨将弘宝谪为潮
阳典史。

刘弘宝一向“视禄为寄”，对于贬职并不太在
意。他母亲黄夫人也一样，甚至还催促他早点去任
所。刘弘宝初至潮阳，后来又转到交通更为不便的
惠来县任职。刘弘宝能上能下，忠于职守，为官为
吏风格一如既往。到了潮汕地方，他在工作之余仍
坚持读书，途经漳州时还曾拜访理学家李材，与其
探讨学问。不过，由于多年奔波劳碌，刘弘宝身体
大不如前，不断有恙缠身。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他告假返乡休养。

回乡后，刘弘宝关心桥南家乡的发展，积极参
与地方公益事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泉州发
生大地震，洛阳桥受到极大破坏。时任泉州知府的
姜志礼亲自去实地调研，并组织修复洛阳桥，终于
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完成修缮工程。其间，刘
弘宝也为修桥奔走呼号，以他缙绅身份的影响力、
感召力动员家乡族亲捐资献物。竣工后，为表示对
姜志礼造福桑梓的谢意，刘弘宝联袂郡绅何乔远、
蔡彭、陈华、蔡应麟、李懋桧、庄懋华、苏懋等，宴请
了姜志礼。这是刘弘宝最后一次出现于史书的活
动信息。明代大学士蒋德璟撰写的《赠奉直大夫工
部虞衡司员外郎刘翁改葬墓志铭》称，万历三十七
年秋冬之交，刘弘宝病逝于桥南老家。

万历皇帝死后，明熹宗执政。有大臣向他介绍
刘弘宝的德行政声，为之反映冤情。刘弘宝的裔孙
刘麟应（时任兵部武库司员外郎）也提出为爷爷请
谥奏疏。熹宗从善如流，给刘弘宝平反，赠太常少
卿，并赐“名谏清卿”匾。因刘弘宝著有《尚书说》
《谏垣遗稿》《诗集》，又善理学，故谥“文清”。好人
终有好报，刘弘宝名留青史，浙江史册将其列为

“名宦”，福建志书列其为“乡贤”。

言行一致清介仁厚 洗雪冤屈

桥南古街由南向北通往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洛阳桥，其街右侧，有一堵照墙伫立于刘氏家庙门埕之前，显
得尤为庄严凝重。照墙上阴刻“名谏清卿”四个大字，笔力刚健，熠熠生辉。此四字乃明熹宗赐给刘氏温陵芝山洛
阳派第一位进士、桥南先贤名宦刘弘（宏）宝的。而刘弘宝“清介仁厚”的故事亦在桥南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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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刘氏族人桥南刘氏族人（（右一右一））
为外地游客讲述刘氏家庙为外地游客讲述刘氏家庙
的故事的故事

桥南刘氏家庙建筑依旧桥南刘氏家庙建筑依旧
保留着明代建筑的风格保留着明代建筑的风格

家庙照壁上镌有家庙照壁上镌有““名谏清卿名谏清卿””四字四字

家庙内今设有刘氏家风故事展板家庙内今设有刘氏家风故事展板

家庙中的家庙中的““翰林翰林””匾额为刘弘宝而立匾额为刘弘宝而立，，““祖孙进士祖孙进士””匾则是为刘弘宝与其孙刘麟长而立匾则是为刘弘宝与其孙刘麟长而立。。

刘氏家庙坐落于桥南古街上刘氏家庙坐落于桥南古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