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代 文 学 家 温 纯

友
二兰

.

口

温 纯 ( 1 5 3 9一 1 6 0 7 )
,

宇希 文
,

号亦

斋
,

陕西三原北城人
,

明嘉靖进士
,

万历工

部尚书
,

左都御史
。

温纯幼年即勤奋好学
,

常手不释卷
,

而性格凝重寡言
。

稍长
,

则更加

刻苦学习
。

时关中督学李干鳞
、

孙淮海曾以
“
夫子之教

”

为题属文
,

温纯即以
“

夫子之教
,

教而已
”
为主 旨进行阐述

,

文成督学大奇
,

经乡试取为三秦解元
。

第二年春天
,

赴京城

会试
,

摧为进士
,

旋授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知

县
。

到任后
,

闹草莱
,

劝耕织
,

通遭运
,

邑人

勤俭且厚其风俗
,

而温纯清白勤慎
,

时称齐

鲁循良之冠
。

①

嗣后不久
,

被征拜为户部给事中
,

屡迁

为兵科都给事中
。

时边疆总督非法中外
,

温

纯直发其事
,

肃然弹劫之
,

对其他为非作歹

的官吏也敢上疏揭发
。

黔国公沐朝弼有罪
,

而诏许封其子
,

温纯知道后
,

即上书言黔 国

公的罪行还未处理
,

断不能让其子袭封
。

中

官陈洪
,

请求加封自己的父母
,

温纯坚决反

对
。

他还 多次向皇帝请求广求将才
,

不拘一

格
,

不受世爵的限制
,

并主张加强边备
,

但

终因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
,

而 引疾告归乡

里
。

②

万历初年
,

复被起用为河南布 政 使 参

政
,

万历十二年 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巡抚浙江
,

后因母丧
,

丁优返回故里
,

之后

又任南京吏部尚书
。

召拜为工部尚书
。

时父

年迈
,

请求归养
,

又回到家中
,

父去世后
,

复被 召为左都御史
。

万历时期
,

是明王朝的衰落时期
,

社会

矛盾日益尖锐
。

随着明代采矿业的发展
,

明

统治者对矿民的横征暴敛 日益加重
,

对矿民

大收矿税
, “

好货成癖
” 的万历皇帝假矿税

之名
,

大行征税之实
。

一时间矿使四出
,

骚

扰地方
,

涂炭 百姓
,

祸及妇孺
,

为害尤烈
。

温纯 目睹这种情况
,

极论其害
,

置个人安危

于不顾
,

向万历皇帝上书请停矿税
,

请释放

无辜
。

上疏十余次
,

而皇帝置之不理
。

温纯

尤虑不知所出
,

于是约集众大臣伏阔泣请
,

因此触怒皇帝
,

遣中官问谁为倡导者
,

温纯

慨然对曰
“ 臣纯也

,

为社援生灵计
,

不敢爱

( 怜 ) 死
。 ” ③他又痛陈矿税使为害百姓的

情况
,

请求
“ 即 日罢矿税

” 。

但是万历皇帝

始终不改初衷
,

最后温纯又不得不拂衣归居

乡里
。

三原古城
,

有清峪河水横贯其中
,

水势

大
,

河谷深
,

将古城分成了 两 半
,

南 北 阻

隔
,

交通不便
,

行旅百姓常为水溺
,

死于非

命
。

温纯素有建桥之志
,

在他居家其间
,

即

倡导集资兴建
,

于万历十九年 ( 1 5 9 1年 ) 破土

动工
,

历时十二年
,

始告竣工
。

④自斯南北

沟通
,

行旅方便
,

百姓 乐 道
。

据 《 王 微 遗

著
·

龙桥名议 》 记载
:

曾闻桥成
,

与 情欲以

温公名之
,

先生力止
,

功成不居
,

自是先生

扔谦美意
。

顾先生一片济人利物真实心肠
,

于此正露一斑
,

每忆先生肇造之物
,

心心念

念
,

时时刻刻
,

事事处处
,

精神毕注于此
,

自己家事莫过也
。 ” ⑤从记载可以看出桥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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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尽管时人欲以温公名桥
,

然而他拒不

自己姓名名之
,

遂定名为龙桥
,

龙桥之名

此始
。

温纯 曾作 《龙桥颂 》 以赞美龙桥的

采
:

悬空飞渡俯清流
,

为依慈航在上头
。

题柱不劳歌蜀道
,

吹笙似 已到杨州
。

又题
:

水从碧玉环中过
,

人在苍龙背上行
。

自此
,

龙桥不仅成为沟通三原南北的交

重要道
,

而且
“
龙桥飞虹

”
亦成为三原八景

之首
。

三原县城
,

古 时原为一城
,

后因清冶二

河汇流向东横冲其中的原故
,

岁浚月削
,

使

河谷又深且宽
,

遂将三原分成南北二城
,

其

比城故楼渐倾
,

城垣日坏
,

郁成篙莱
,

玻羊

可牧
,

蹊径交错
。

此时
,

正值温 纯 归 居 乡

温纯一生清白奉公
,

肃百僚
,

振风纪
,

时称名臣⑦
。

在学术方面
,

他勤于著述
,

不

仅研究领域十分宽广
,

而且 文 笔 犀 利
,

朴

茂
,

很受时人赞赏
。

现有多种著作传世
,

计

有 《 四书评点 》
、

《 诗经评点 》
、

《 学一堂

集 》
、

《 杜律一得 》
、

《 古文选粹 》
、

《 汉

魏诗选粹 》
、

《 唐诗选集 》
、

《 二园诗集 》

《 杜律颇解 》
、

《文法 品 汇 》
、

《 诗 法 品

汇 》 等十余种
。

在 《四库总目
》 所著录的 《 温

恭毅公集 》 中
,

他所撰的序
、

记
、

铭
、

传诸

体
,

更为雅伤可诵⑧
。

《 明史 》
、

《 中国人

名大辞典 》和 《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 等均载

有文学家温纯事迹
。

-

飞g 一一一注

里
,

念其北城名存实亡
,

穆然 深 思 重 建北

城
,

以繁荣经济
,

于是
,

毅然捐金倡议
,

为

重建北城
,

并补南城而竭尽全力
。

万历二十

一年开始动工
,

不数月四 门 重 起
,

楼 噜 焕

然
,

至斯
,

三原北城又重新繁华起来
。

城起

之后
,

寸心方宁
,

亦不自以为功也⑥
,

< > < > < > < >

① 《来阳伯文集 》 卷七 《温亦斋先生小状 》

⑧ 《明史 》 卷二二 0 《 温纯传 》

⑧ 《来阳伯文集 》卷七 《温亦斋先生小状 》

④ 《陕西名胜古迹 》 一二七页

⑥ 《王徽遗著 》 二 0六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 8了

年版 )

⑤ 《 王徽遗著 》 二五三页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 8 7

年版 )

O 《中国人名大辞典 》 一二九二页

⑧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 ( 上海书店阳 8 1年版 )

< > < >

( 上接 6 3页 )

约简为一种纯粒的
“
暗示

”
做法

,

对于馆标

来说 是极 为合适的
。

成功的馆标设计出来
,

仍然是一种抽象

的图案
,

总是给人一种生疏或模糊感
,

它的

初现不可能马上使人们对该博物馆及其陈列

展览产生联系意识
。

这就需要利用各种场合

去反复感染人们
。

如
:

在博 物 馆 的 陈列大

厅
、

展览版面的单元连接处
、

观众休息厅
、

入场卷
、

说 明书
、

纪念物品上
,

都可以反复

出现馆标图案
。

同时
,

更应该利用电视
、

报

刊
、

杂志
、

海报等高效传播媒介
,

弓l起人们

的视觉注意
,

从而达到不断强化人们的博物

馆意识之目的
,

由此唤起越来越多的博物馆

观众
。

注
:

①莫利
·

哈里森
:

《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 》
,

严建强

译 ( 《其国博物馆 》
, 2 0 55 ,

3 )
.

② 〔美〕 鲁道夫
·

阿恩海姆
:

《 艺术与视知觉沙
,

加

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19 6 4年

。

③⑤⑥⑦⑧ 〔关 ] 鲁道夫
·

阿 思 海 姆
:

《视 觉思

维 》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 19 8了年

。

④ 〔日〕 淹本孝雄
,

膝水英昭
:

裘色彩心理学 》
,

科

学技木文献出版社
, 19 8。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