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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镇海两官员的

□胡白水

“朋友圈”（下）

大宋王朝由于内部体制的
弊病，再加上外族的入侵和宋真
宗大搞“天书崇拜运动”的折腾，
到了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继位时，
已出现了严重的积贫积弱状况，
如每年供应京都的六百万石漕
粮都不能及时到位，使偌大一个
京都常受断粮的威胁。面对危
机，宋仁宗在一批官员的再三呼
吁下，于庆历三年（1043）七月，
批准谏官欧阳修等的建议，任命
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
籍邠州（今属陕西彬州），后移居
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大中
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入仕，
官至副宰相，尊为太师、封为魏
国公，赐谥号为“文正”，是北宋
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发动和领导的“庆历新政”运动，
以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而表炳
史册。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
先驱，为后世留下了煌煌巨著
《范文正公文集》，其中的《岳阳
楼记》传为千古名篇，文中的“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千百年来一直是所有正直
官员的座右铭。

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以自
己上奏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
十事》为总方案，在全国实施了
以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新政策，
史称“庆历新政”。就在实施“庆
历新政”中，范仲淹向宋仁宗举
荐了许元。范仲淹鉴于对许元此
前在泰州军事推官、丹阳知县、
如皋知县及负责扬州博盐和籴
仓等职位上取得政绩的了解，在
向宋仁宗举荐奏章中，高度评价
和十分信任许元。他介绍许元是

“才力精干，达于时务”；他提议
许元为江淮发运判官“必能减省
冗费，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
军国”；他又向皇帝保证“（许元）
若不能办济，臣甘失举之罪”。这
种了解、评价和信任，必定来于
范仲淹与许元在此前的密切交
往。朝廷根据范仲淹的举荐，便
任命许元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
判官。当时，江淮两浙荆湖一带
是京都后勤的主要供应基地，
发运判官就是做好这项供应的

“总掌柜”。
北宋选拔官员明显带有重

文轻武和重科举轻恩荫这两个

倾向。许元是凭恩荫入仕的官
员，按平常是很难找到理想的
职务。范仲淹的提携，为许元提
供了展示才能的绝好舞台。许
元也的确是位能臣，他通过调
高北方粮食和南方食盐的收购
价，以盐价补贴粮价，促进了政
府对粮食的收购。他又调用四
万余民夫疏浚运河，以保证漕
运畅通无阻。这样，立时出现了

“粮船千艘，浮江而上”的繁荣
景象，实现了京都漕粮的富足。
许元在这个发运判官的职位上
连续干了十三年之久，即使他
的职务屡有提升，甚至已升为
天章阁待制，朝廷仍要他兼领
这个发运判官的职务。在这十
三年中，许元不但始终保证京
都漕粮的平稳供应、地方税赋
的顺利完成，而且还受理各路、
州、军的朝贡钱物，无形中掌控
了大宋王朝的经济命脉。他没
有辜负范仲淹的举荐，还得到
了朝廷的极大信任，又被历史
学家称为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因积极支持和参加范仲淹
领导的“庆历新政”而遭到反对
派攻击的欧阳修，于庆历四年
（1044）四月从朝廷贬到地方，先
后任职于河北、滁州、扬州、颖州
（今属安徽阜阳）、应天府（今属
河南商丘）等地，其中在庆历八
年（1048）正 月 至 皇 祐 元 年
（1049）正月在扬州任知州，而此
时的扬州正好是江淮发运司的
治处。于是，许元与欧阳修在这
一年同处一城，来往深入。

欧阳修介绍许元和梅尧臣
的相互认识。这是欧阳修始知扬
州那年的八月，时为国子博士梅
尧臣乘船去陈州（今属河南淮
阳）任职，当船过扬州时被老友
欧阳修留住不放。欧阳修在中秋
节那天，又邀来许元等好友与梅
尧臣一起搞了个中秋宴会，这是
许元、梅尧臣的第一次见面。在
宴会上，新朋老友觥筹交错，吟
诗填词，尽兴欢乐。席间，欧阳修
还专门给许元吟作了一首题为
《招许主客》的律诗。

欧阳修应邀游玩了许元在
真州（今江苏仪征）的东园。真州
曾是江淮发运司的治处，许元在
那里工作过，并修建了颇为满意
的东园，经常邀请朋友前往作客

游玩。欧阳修在游玩东园后，作
了《真州东园记》一文，说许元

“休其余闲，又与四方贤士大夫
共乐与此，是皆可嘉也”，赞扬了
许元热情好客、广交朋友。

随着欧阳修与许元的深入
交往和了解，便在多篇文章中，
对许元的工作、业绩和为人等进
行了准确而具有概括力的评价。
如“理繁而得其要则，简易行而
不违。惟简与易，然后其行不劳
而有余”；再如“协于其职，知所
后先，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
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又如“凡
江湖数千里外，谈笑治之，不扰
不劳，而用以足”、“公为人善谈
论，与人交久而益笃”。

欧阳修在许元主持编纂许
氏族谱后，为之作序；当许元于
嘉祐二年（1057 年）病逝后，又
为之作《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
待制许公墓志铭》。在北宋，一般
由县令、主簿、县尉三人组成县
级领导班子，任镇海县尉的名单
在元朝以前“皆阙”。后来，镇海
纂志人员，就是依据欧阳修为许
元撰写的墓志铭内容，才确认许
元曾任镇海县尉。

自从欧阳修介绍许元与梅
尧臣相识后，这对宣城同乡便成
了终身好友。

长期离家在外奔波和任职
的梅尧臣，在皇祐元年（1049）
正月，因九十一岁的老父在老家
去世，便辞去陈州镇安军节度判
官的职务，携同眷属回宣城奔
丧。在船过真州时，应许元之邀
在东园曾作短暂停留，且作《真
州东园》一诗。梅尧臣在这首诗
中，充满了对许元的友好和赞美
之情。

梅尧臣由恩荫出身，仕途蹇
涩，到了五十岁的皇祐三年
（1052）九月，才赐同进士出身，
官位虽然从国子博士进为太常
博士，而官职仅为监管仓库的监
仓，家庭生活仍处拮据。皇祐五
年（1054）秋，梅尧臣九十高龄的
母亲在京都寓所去世，他又要辞

去监仓之职，急待扶灵回宣城守
制。时已升为天章阁待制的许
元，立即调派了湖南、江西两艘
粮船帮助梅尧臣护送亡母灵柩。
当灵船经过扬州，许元又上船吊
唁、安慰。也在这次会面中，他俩
又作了倾心交谈，许元阐述了自
己理财经验：“制财犹制兵，太甚
则生乱。”梅尧臣对许元富国利
民的业绩，百般佩服：“许公运国
储，岁入六百万。上莫究所来，下
莫有剥怨。……公譬淮阴侯，多
多益自办，我今听其谈，夜去为
扼腕。”

三年守制结束后，梅尧臣要
回京复职，恰在扬州碰上运河枯
水期，要停船等候好长时日。许
元便热情挽留和接待梅尧臣，不
但经常前来看望、交谈，还安排
游览由欧阳修知扬州时修建的
扬州名胜平山堂，又组织宴席歌
舞、吟诗唱和等文艺活动，使梅
尧臣在枯燥的候船期生活得丰
富多彩，开心欢乐。在此前，年近
七旬的许元，深感力不从心，已
上奏章请求解职，准备到自己修
建在海陵（今江苏泰县）南园怡
养天年。此时，许元又邀约小他
十三岁的梅尧臣，致仕退职后也
到南园来共度晚年。可惜不久许
元去世，墓葬在真州甘露乡罔
原。许元邀约梅尧臣同住南园安
度晚年的设想虽然未能实现，但
梅尧臣还是在多篇诗文中表达
了对许元的感激之情。

自古以来各地对名人的籍
贯都很重视。许元是名人，所以
对他的籍贯各有各的说法。《歙
县城东许氏宗谱》《歙县志》都说
许元是歙县许村人，《绩溪县志》
又说许元为绩溪人，而范仲淹、
欧阳修、梅尧臣的诗文中都称许
元为宣城人。学术界认为，范仲
淹、欧阳修、梅尧臣三人，不但是
许元的同时代人，而且是许元交
往密切的好友，还是那个时代的
名人，他们一致说许元是宣城人
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便是现在说
许元为宣城人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