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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江北第一状元：马愉
临朐朱位村探访江北第一状元
本报记者 马媛媛

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一)，
位于临朐县朱位村的状元祠首
次以全新的面孔开门纳客。状
元祠是明朝江北第一状元马愉
的后人为其修建的祠堂，今年
年初，马愉的后人自发捐款，在
旧祠堂的基础上，修缮扩建了
状元祠。

马愉是明朝江北第一位制
科状元，做官时，心系社稷民
生，关注政纲法治；一生不图厚
积，乐善好施，虽官居要职，却
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在朝廷内
外传为美谈。马愉去世后，他的
后人为纪念他而在他的家乡建
立状元祠堂，以提醒后人为官
为人，要学习马愉的品质。

朱位村位于临朐县城南，东红公路
七贤镇址西侧2公里。14日，记者一行沿着
平整的道路驱车赶往朱位村。冬日的乡
村显得格外静寂，阳光透过车窗照射到
身上，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惬意。

朱位村以马氏为主，宋末元初陕西
扶风人马近(青州府教授)率家人迁此定
居。该村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被誉为“江北状元村”。

状元祠位于朱位村中央，始建于清
朝万历年间，是为祭祀明宣德二年(1427

年)江北第一位状元马愉而建造的。状元

祠是临朐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之
一。大门以青砖小瓦构筑，迎风雕刻精
致，人物、动物、器物栩栩如生，进院3间
大厅房，内设结构精密，正中挂有状元
像。院内有古树“四月雪”，春节后开花，
遍树全白，如同盖上了一层雪花，虽然历
经500多年沧桑岁月，古树依然生命旺盛。

状元墓位于朱位村西南高岗上，坟
丘保存完好，墓地其它文物在“文革”期
间遭到不同程度破坏。2003年，墓地及保
存文物重新修复。龟驼家谱碑高3米，上
有两条盘龙。墓前3个平台，供祭祀用。3

米高石门两边，有明代雕刻的石人、石
马、石羊等及古碑10余通。2003年，状元墓
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因为状元祠首次以全新的面孔开门
纳客，让平静的乡村显得格外热闹。14

日，不少马愉的后人从外地专程赶到状
元祠祭拜。朱位村村委书记马爱军告诉
记者，马愉的后人遍布周边多个村，逢年
过节，状元祠便热闹了起来。有些已在外
地定居的马氏后人，还专门带孩子到状
元祠看看，听听状元马愉的故事，启发孩
子用功读书，乐善好施。

据史料记载，马愉(1395——— 1447)，
字性和，临朐县朱位村人。马愉自幼聪
敏，能诗善文，且有胆识。他读私塾
时，院中有棵樱桃树，一日，樱桃被偷
吃，塾师便集合起学生追查偷吃者。塾
师喝问：“拨箔障，摘樱桃，何人所
做？”诸生面面相觑，不敢回答。马愉
略加思考，起身对道：“步蟾宫，攀桂
枝，乃吾之为。”塾师听了，却转怒为
喜。因为马愉不仅对偷吃樱桃供认不
讳，而且对句对仗谨严，更有“步蟾

宫，攀桂枝”，出语不俗，确非寻常。
塾师为试马愉之才华，又给了他一

张像课本一样大的纸，要他在纸上画出
一千匹马。马愉并无难色，先在纸上画
了一座大山，然后画出一条从山后延伸
而来的大道，最后画了一匹刚从山后露
出头胸的奔马，马身后再画上卷扬的飞
尘。他将此画交给了塾师，塾师笑着问
马愉：“我让你画千匹马，你怎么只画
出一匹马呀？”马愉回答道：“这是一
匹马，其余九百九十九匹马都被大山挡

住了。”塾师点头称许。
一年阳春三月，塾师带领学生去临

朐名胜石门坊游玩。当行至仙人桥时，
有一樵夫挑着柴挡住了去路。塾师见
状，让樵夫让路，樵夫说：“如要让
路，请先与我对句。”塾师说：“请
讲。”樵夫出了句“此木为柴山山
出”。塾师一时回答不出，众学生也面
面相觑。马愉略微一思索，上前对道：
“因火成烟夕夕多。”樵夫一听甚喜，
遂让路远去。

马愉 2 0 岁中秀才，永乐十八年
(1420)，中山东乡试第3名举人，时年26

岁。第二年春天，准备到北京参加会
试，途中得病，误期，返回。永乐二十
二年(1424)甲辰科会试，因守继母孝，
又未赴试。期间，刻苦攻读，宣德二年
(1427)参加会试，殿试，一举夺魁，中
了状元。明清543年间，山东共出了10名
状元，马愉是其中之一。此科主考为杨
溥，副主考为曾荣，马愉终生视二人为
恩师。这年，马愉33岁。

此科乃为宣德皇帝登基后的首次开
科，俗称龙飞榜。历来科考，大多考试
五经，即俗说的以五经取士。此次，宣
德皇帝下诏说：“自古制科，以得人为
盛，愿得忠孝士足矣。”故此科乃为制
科取士(制科，古代朝廷设置的临时考试

科目，始于汉代，沿至清末。较重要的
制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有才识
兼茂、明于体用科；有博学宏词科；有
孝廉方正科；有经济特科；晚清还有翻
译科，各朝代制科科目时有改动，制科
录取者一般都从优授予官职)。宣德皇帝
出的制策是：“制曰：朕惟礼乐之道，
原于天地，具于人心。所以治天下，国
家之大器也。盖以和神人以辨上下，以
厚俗化，皆由于斯。故圣帝明王。咸所
重焉……爰及朕躬，获承鸿绪，永惟海
宇之广，生齿之繁，化理之方，躬行为
要。肆夙夜饬励，恭己思道，罔敢怠
宁。诸生学古有年，究于治理。夫合父
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
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此
盛治之致也。爰始行之，其事何先?乐由

中出，礼自外作，近世大儒又谓其本皆
出于一。夫欲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不
考其本可以施之，知礼乐之情能作，识
礼乐之文能述，稽诸往古，畴其当之。
昔者，圣人制作之盛极于虞周，况以伯
夷后、夔、周公为之辅。仲尼定万世之
制，何独取其韶冕欤。夫礼乐之效，致
人心之感，则道德一而风俗同；致气和
之应，则膏露降而醴泉出。器车马图凤
凰麒麟之物毕至，亦理之所必臻欤。朕
虚己图治，冀闻至理，其悉陈之，将亲
览焉。”马愉得题后，倾其所学，上下
古今侃侃而谈，洋洋二千余言，一气呵
成。宣德皇帝览卷大喜，亲批为第一甲
第一名，即状元。这是明代开科以来第
18名状元，也是江北第一位制科考取状
元的人。

走近江北状元村

自幼聪敏能诗善文

马愉中状元后，即被授为翰林院修
撰(从六品)，深得宣德皇帝器重，有意
让其在翰林院深造，以便将来为太子老
师。

1435年，宣德皇帝死。9岁的太子朱
祁镇继位，次年改元正统。马愉被任命
为经筵讲官，进侍读 (正六品 )，与杨
溥、苗衷、高谷、曹鼐5人专门负责给
小皇帝上课。马愉等日日轮流用儒家的
思想和道义，以二帝三王，周孔之道、
正心修身、经纶之要为小皇帝苦口婆心
地讲解，小皇帝也经常赐些金银服食一
类的物品给马愉。是年，还以会试同考
官的身份参加了会试。1438年，升翰林
侍讲学士(从五品)，1440年，奉旨入阁参
与机务(即宰相。明代不设宰相一职，凡
入阁者，即称宰辅，亦即宰相)。

在古代，状元为荣极之人，宰相为

官极之人，由状元而为宰相，历代为数
极少，由此可知马愉在当时地位之荣耀
了。1445年，马愉为会试主考，得状元
商辂。商辂乃浙江淳安人，连中解元，
会元、状元，是明代惟一的一位连中三
元者。是年，马愉又被任命为礼部右侍
郎(正三品)兼侍讲学土。1447年农历九月
初三日，早起准备上朝，突发中风症。
皇帝闻讯，急遣御医诊视。

但过了3天，不治而逝，终年53岁。正
统皇帝赐给御葬，并下诏曰：“讲读之臣，
所以考质疑义，非专诵习而已；馆阁之
职，所以备资顾问，非专辞命而已。国家
列官，以馆阁兼讲读，往往宠以重秩，固
有自来，而朕尤意向之，盖信任之笃，委
托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文学赅洽、
操履淳正之士则不轻畀。故礼部右侍郎
兼翰林侍讲学士马愉，早自贤科，荣魁多

士，首擢官于史局，再迁秩于经筵。既公
纪载之精亦勤，讲读之久，比参机务盗慎
弗渝。顾眷遇之方殷，胡寿龄之不副宜有
显赐，以慰朕怀。兹特赠翰林院学土、资
善大夫、礼部尚书。咨尔冥灵，光我宠数。
钦哉！正统十二年(1447)十月十四日。”并
循师保例赐赙万缗(即一万贯)，派礼部尚
书胡濙代表皇帝祭之，后又赐谥号襄
敏。

明史云，“赐官兼职自愉始”，马愉原
为通议大夫、侍讲学土、礼部右侍郎，死
后赐资善大夫、翰林学土、礼部尚书。古
时讲官、职、阶、爵等，尚书为官名，翰林
学士为职名，资善大夫为阶名。一般死
后仅赠官，马愉为皇帝老师，正统皇帝
特旨既赠官又赐职，连同赠阶，后来成
为定例，故云赠官兼职自愉始，由此亦
见正统皇帝对马愉的特殊感情。

33岁中状元

一生不图厚积，乐善好施

做官深得皇帝器重

《明史》称马愉重简默，论事务宽厚。
他发现不少郡县的粮仓失修和狱中久押
不审的犯人多有狱死者，便上奏皇帝，皇
帝准奏，督令建仓储粮，审理冤狱，使上述
状况一时有所改变。一次边境遭到侵犯，
朝廷拟遣将率兵征讨，恰逢别部使者至，

许多大臣主张将其执之问罪，惟马愉等2

人持相反意见，指出“赏善罚恶，为治之
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来执之，不武”。
皇帝采纳马愉的建议，以厚礼相待来使。

马愉官居要职，但门无私谒，不媚权
贵，廉洁自守。宦官王振擅权时，连五将

四相都争相巴结，惟马愉不登其门。他一
生不图厚积，乐善好施。著有《澹轩集》8

卷，收入《四库全书》。《列卿记、弇州续
藁》记载：正统(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七)中
以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直内阁。工书，王
世贞国[明]朝名贤遗墨有其手迹。

状元马愉

新修缮的状元祠首次开门纳客。

马愉墓。

临朐县档案局对文此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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