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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昱

如今的高密西北乡，胶济线上的蔡家庄车
站，已不似一百年前的繁华。和谐号高铁呼啸而
过后，带起了铁道两旁的旧尘。

当年，蔡家庄有占地200亩的轧花厂。人来人
往，众人推着小车，赶着驴车，上面载着十里八乡
土地中采来的棉花。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
落天下寒。”棉花在传入山东后，也有了齐鲁气
象，在温暖百姓的同时，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

八月八来摘棉花
“高密东北乡种红高粱，西北乡种白棉花。”

年过七旬的蔡家庄村蔡善福老人介绍说。
“听老辈说，那时候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4台

大轧花机，山东有４台，在德州放了两台，俺们蔡
家庄站轧花厂有两台。一白天一黑夜，轧花就跟
下大雨似的，20万斤就出来了。”蔡善福说。

“当时设备很先进。有一次，坏了一股橡胶三
角带，拿到上海化验，仿照着人家生产，但拿回来
挂上，转转就断了。那进口的橡胶三角带，挂上后
是绷绷的。”蔡善福介绍，当时的轧花厂是上海一
位叫“华新”的资本家投资的。

历史，总在模模糊糊间被遗忘。蔡善福所说
的“华新”，其实是一百多年前成立的青岛华新纱
厂。记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青岛华新纱厂特刊》
中关于华新建厂的记载，文中称民族实业家周学
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见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
体，惄焉悯之”。于是，他就召集亲友，决定创办

“华新实业公司”，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
“华新”在口口相传中，成为具象的人，而记

忆也有准确时。“俺村里有1800多亩地，一多半的
地种棉花。”蔡善福记得年轻时，棉花品种有徐州
818，“小孩害渴，吃它的棉花桃子，桃子大，发
甜”。还有一种高密933，“熟得快，采棉时间集
中”。

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记忆中，《红高粱》拍
成电影后，张艺谋还让莫言写一个大场面的故事
脚本，由他来拍。莫言应约写了中篇小说《白棉
花》。莫言觉得，成百上千亩的棉花开了，像天上
的白云，一望无际；成队的拖拉机、板车拉着棉花
来卖，收购站的棉花堆成了山，这就是大场面。

“小说《白棉花》和《红高粱》不一样，是很写
实的。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大力
推广种‘爱国棉’，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
用新品种‘斯字棉’代替了本地棉花，产量高，品
质又好。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大种其棉。”管谟
贤说。

在1958年出版的，由当时农业部计划局编辑
的《农业经济区划资料汇编》中，记载胶潍河谷低
洼区，位于潍河大沽河之间……属于一般粮食产
区，唯高密棉花种植较多，是本省东部棉花集中
产区。

那时，高密成了全国重点产棉县。莫言在家
当农民时，选棉种、育棉苗、种棉花、锄棉花、脱裤
子（摘掉下部老叶）、打杈子、打农药、拾棉花、拔
棉柴，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棉田里转。尤其是打农
药，那时用的全是“1059”“1605”一类的剧毒农药。
开始，人们还戴口罩，戴手套，后来口罩手套都不
戴了，人也没中毒，似乎人也有了抗药性。背着喷
雾器，一连几天钻进棉田里，又累又有毒，莫言是
深有体会的。

到了1973年，由于叔叔在县第五棉油厂当主
管会计，莫言有幸进厂当临时工。开始是在车间
里抬大包，后来又学了检验级别，过磅，还参加大

批判，出黑板报，深得领导好评，直至1976年1月
参军才离开。

在《白棉花》中，莫言引述“摘棉歌”，歌词如
下：“八月里来八月八，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眼
前一片白花花，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棉花开遍山东各地。在聊城地区，有“拾棉
花”的民歌：“年年有个八月八，姊妹二人拾棉花；
大姐就把竹篮挎，二姐就把包袱扎。”

纺棉花的民歌，在山东更是数不胜数。鲁南
地区有民歌唱道：“小小纺车八根棂，转遭都是稻
草绳；要问棉花怎么纺，左手拉线右手拧。春天纺
棉天气暖，家家户户来纺棉，快快织来快快纺，织
出布来做衣裳。”

“梧桐木华”即棉花
高密的棉花种植，只是山东棉花的一个缩

影。古今相似，棉花浑身是宝，不仅是织布的原
料，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花籽
可以压油燃灯，其滓可以作肥料，棉秸秆可以烧
火做饭。

棉布比丝绸经久耐穿，比麻布细密温暖，不
仅适合北方人穿，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
人们也穿棉布衣服。棉制品又因物美价廉，地位
远远超过了丝、麻。因此，棉花在古时经济生活中
的地位日渐重要。

棉花似白云，从国外飘入中国。最初传入边
疆地区，而后传入中原。棉花传入我国，大约有两
种不同途径。

其一，从南到北传入。具体说来，有从印度经
由东南亚传入我国海南岛及两广地区的亚洲棉。
战国时成书的《尚书·禹贡》中有“岛夷卉服，厥篚
织贝”之记载，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卉服”即指棉
布所制之衣。《后汉书·南蛮传》载：“武帝末，珠崖
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珠崖即今海南岛
东北部，广幅布就是棉布，当无疑问。由此可知，
秦汉时海南岛已植棉、产棉布了。

两广地区也较早地种植棉花。公元五世纪的
《南越志》中记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毛，
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绵，染为斑布。”桂州
在今广西。

由南向北还有第二条路径，即由印度经缅甸
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
夷“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西晋时的
临淄人左思在《蜀都赋》中说“布有橦华”，李善注
引张揖曰：“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
也，出永昌。”这里的哀牢、永昌，均指今滇南地
区，而“梧桐木华”“橦华”即棉花。

其二，由西向东传入。非洲棉经由中亚传入
我国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梁书·西北诸戎
传》：“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
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
市用焉。”高昌即今天盛产棉花的吐鲁番。

由于新疆地区干燥的自然环境，使得不少古
代的棉织品遗物保存下来。特别是在吐鲁番的晋
代墓葬中发现了已炭化的棉籽，经鉴定是非洲
棉。非洲棉又名草棉，质量不高，在我国已早被淘
汰。

木棉花发齐鲁地
棉花虽早已在中国扎根，但传入中原，仍有

漫长历程。在目前所见史料中，棉花由边疆传入
中原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晰。魏晋南北朝时，时局
不稳，各地交流较少。而到了隋唐以后，中原与西
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宋代经济重
心南移，长江流域与两广、云贵地区经济来往密

切，棉花在唐宋时期已不断向中原地区移植。
唐朝时，棉花依然是奇珍异品，棉织品为上

层人士享用。唐朝晚期，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
莱曼在其《苏莱曼东游记》中，记叙公元851年，在
今天北京地区见到的棉花是在花园之中作为

“花”来观赏的。有不少诗人，为棉花题诗作赋，如
白居易的“吴绵细软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
王维的“撞布作衣裳”，杜甫的“光明白叠布”，张
籍的“木棉花发锦江西”等诗句。而在文学作品
中，“白叠布”“木棉裘”都还是珍贵之物。

到了宋朝，棉花制成的衣服已在日常生活中
较多出现，开始逐渐挑战丝绸的霸主地位。由于
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
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
不茧而絮，……此最省便”，因而得到了比桑麻更
快的发展。

宋朝时，南方种植棉花的区域有进一步的发
展，不过还仅限于长江以南地区。目前中原地区
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纺织品遗物，是在1966年浙江
兰溪一座南宋古墓中发现的一条棉线毯。

到明代时，棉花开始感染齐鲁气息。朱元璋
模仿元代统治者征收棉花、棉布的政策，出版植
棉技术书籍，引导民众种植棉花。他三令五申要
人们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以保证国需民用。
1366年，全国尚未统一他就下令：“凡民有田五亩
至十亩者，栽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
种桑，罚每年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罚出麻
布、棉布各一匹。”

山东棉花大发展，大约自明初起。明洪武元
年（公元1368年）颁定实物租税的税率：“麻亩征
税八两，木锦亩征四两。”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
命令负责机关：广逾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
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步终具数以闻。
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代替粮食完纳课税，同
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

山东土地，与棉花有缘，一相逢便硕果累累。
洪武四年，朝廷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
武九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
万匹”。《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庚子条记有

“北京都司布六十万，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
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
征给之”。这说明明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
业都发展到相当程度。

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棉
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可知当时植棉和
棉纺织已遍布全国。而随着城市棉纺织手工业的
发展，需要大量原料，更刺激了农村种棉花的积
极性。明朝时，兖州“地多木棉……转贩四方，其
利颇甚”。

锄花要趁黄梅信
棉花的扩散，让古代农学家开辟了新天地。

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北花出畿
辅、山东”，山东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我国北方重
要的产棉区之一。徐光启生长在棉业发达的长江
三角洲一带，家世业棉，对棉花种植情况较为熟
悉，他对当时的棉花种植经验用十四字诀概括：

“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斡，稀科肥壅。”
而另外一位记录下棉花种植的农学家，则是

山东人——— 王象晋。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自号明农隐士、赐闲老人。他是明万历三十二年

（公元1604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浙江右布
政使。

晚年致仕还乡后，王象晋在故里新城著书立
说，并亲自教导子孙课业。他对种植花卉、果树、
蔬菜等作物情有独钟，居官之时亦不忘农耕之
本，经常深入农田现场细心观察体验。他重视对
粮食作物、果树种植的研究和记载，常常对某种
作物引入栽培、反复试种。

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王象晋积累了丰
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又从古代农书中汲取了不少
宝贵资料，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和心血，编撰了一
部二十八卷四十余万字的农学巨著《群芳谱》。它
集十七世纪初以前的古代农学之大成，内容广
泛，论述周详。书中按照天、谷、蔬、果、茶竹、桑麻
葛棉、药、木、岁、花、卉、鹤鱼等十二个谱分类，对
每一种植物都详叙形态特征、栽培、利用、典故和

艺文，这是其他农书所不及的，在我国农学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

《群芳谱》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出版，
书中“棉谱”一章主要分选种、下种、耘苗、打心、
拾花等段落。王象晋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了山
东的棉花栽培技术。

选种时，王象晋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他引用
老农“棉种必冬月碾取，经日晒燥”的说法，并指
出“浸用雪水能耐旱，鳗鱼汁浸过不蛀”。

棉花下种时，不宜过早，怕春霜伤苗，但也不
能太晚，怕秋霜伤桃。王象晋分析，大约在清明谷
雨间。“种法有三：漫撒者，用种更难耘；耧耩者，
易锄而用种亦多；惟穴种者，用种颇少，但多费人
工。”他如是写到。

而棉花出苗后，如何耘苗也是极重要的。王
象晋说，锄者一去草秽，二令浮土附苗根，则根入
地深，三令土虚浮根，苗得远行。“功须极细密，锄
必七遍以上，又当在夏至前。谚曰：锄花要趁黄梅
信，锄头落地长三寸。大抵苗宜稀，锄宜密，此要
诀也”。

至于棉花打心，应在苗高七八寸，打去冲天
心。“大约打心当在伏中，三伏各打一次。不宜雨
暗，恐聋灌而多空条。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旁
枝。如有未长大者，又当随时打去，不必例拘”。

到拾花时，王象晋记载：“花既结桃，待桃开
绒露为熟，旋熟旋摘，摊放。”

种棉乃兴利急务
清朝康熙以后，耕地面积逐渐超过明代，棉

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进一步扩大。原来经济作
物很少的地方，也普遍种植棉花。清朝时，山东的
棉织业也日益发达。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
棉纺织业遭到洋纱、洋布的巨大冲击。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力图振兴农业，加
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改良。棉花是清末种植业
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倡导棉业改良即成为
商部的主要措施。

1904年，商部通饬各出使大臣转饬商务随
员，“详细调查该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外，还咨
请各省将全境棉业详细调查，主要调查所属地
方，土性宜棉者若干处，产棉之地若干亩，岁收平
均之数，亩得若干量，以何属为最多，以何区为最
良，以何种为最佳，以及历年收歉分数，衰旺原由
等，分别汇报到部”。

同年4月，商部从美国大批输入美棉种子，分
发山东、直隶等省试种，大大促进美棉推广与传
播。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山东道员余恩
诒由美国圣鲁易斯城购进美棉种子六百公斤，第
二年在东昌府、高唐、茬平等县试种，结果良好，
洋棉结实，较本地棉加倍还多。

据1906年十月《时报》报道，东昌府知府魏梅
村于棉花收成后查验美棉高大三倍于本地棉，每
亩种本地棉约7000棵，美棉至多不过1000棵；本地
棉结桃多则20余，美棉可结70-80桃；以当年成本
计，本地棉约收35-40公斤，美棉可收100-200公
斤不等；所种美棉质量上乘，宜于纺织，此次
试种较为成功。由此可见，图强复兴的努力已
初见成效。

1908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光绪帝指示农
工商部，要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
别采择，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该省
督抚等认真提倡。光绪帝言辞恳切地下谕道：

“……此乃兴利急务，勿得视为具文。致负朝廷振
兴农务惠利民生之至意。”

新品种引进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在
山东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
专门化区域，如胶济铁路途经的高密、小清河沿
岸的邹平等地。

谁知姹紫嫣红外，衣被苍生别有花。农人种
棉甚为辛苦，而如果人类一旦放弃对棉花栽培和
选择，它仍然会改变现在的植株形态和生长习
性，逐步适应干旱的山谷旷野生活，并恢复到它
的原始野生形态。纵观山东棉花种植的历史，也
印证着这一点，当人们把棉花当回事儿时，棉花
才吐露出温暖的白绒。

■ 齐民要术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棉花，在传入山东后，也有了齐鲁气象，在温暖百姓的同时时，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

山东棉花：衣被苍生齐鲁暖

□ 王文霞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人军
队攻破宋朝都城东京（今开封市），第二年正月，
金军先后把宋朝皇帝宋徽宗、宋钦宗拘禁在金
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徽、钦二宗为庶人。另立
勾结金人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皇帝，国号
楚。宋王朝至此灭亡。在东平人马伸的极力反对
下，张邦昌被迫退位，并答应立康王赵构为皇帝，
才使宋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马伸因此名留青
史，累代朝野为之赞颂。

为人正直，辞官求学
马伸，于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生于

东平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祖上家境殷实，且耕
读传家。其父马衷，于元丰八年即马伸8岁时高中
进士，巧的是被朝廷封在家乡做官，任郓州（今山
东东平）宿城尉。其父在家乡为官，这为马伸从小
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马伸
自幼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
1097年）不到20岁的马伸高中进士，此后任成都
郫县县丞。20岁担任县丞可谓春风得意，大器早
成，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爱民，上为朝廷
分忧，下为百姓着想，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

《宋史·马伸传》载：为成都郫县丞，守委受成都
租。前受输者率以食色玩好蛊訹而败，伸请绝宿
弊。民争先输，至沿途假寐以达旦，常平使者孙俟
早行，怪问之，皆应曰：“今年马县丞受纳，不病我
也。”俟荐于朝。

《郫县志》载：“县令，马伸，东平人，先是监税
者率以食色玩好蛊訹而败，及伸为县丞，痛革其
弊，民争输纳，上官荐之，召为殿侍御史。”宋徽宗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马伸26岁时又被朝廷任
命为西京（河南洛阳）法曹（古代司法机关或司法
官员的称谓）。

马伸任职洛阳后，因仰慕当时宋代大儒程
颐，便想归依程门，潜心研究学问。程颐，字正叔，
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24岁时
曾在京师（今河南开封）授徒讲学。宋神宗熙宁五
年偕兄程颢于嵩阳讲学。元丰元年知扶沟县，“设
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年，文彦博将其
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之庄园赠给程氏，
乃自建伊皋书院，程颐讲学其中几乎达20年。同
程颢一样，程颐也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

“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
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
道”，主张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

程颐的学说当时遭到了一些人的诋毁，他怕
连累了为官的马伸，对马伸辞官求学好心劝阻。

《宋史·马伸传》载：崇宁初，范致虚攻程颐为邪
说，下河南府尽逐学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颐门
以学，因张绎求见，十反愈恭，颐固辞之。伸欲休
官而来，颐曰：“时论方异，恐贻子累，子能弃官，
则官不必弃也。”伸曰：“使伸得闻道，死何憾，况
未必死乎？”颐叹其有志，进之。自是公暇虽风雨
必日一造，忌娼者飞语中伤之，弗顾，卒受《中庸》
以归。这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无论刮风下雨，
马伸每天到程颐处去一次，有人对他恶语中伤，
他全然不顾，终于听完了程颐对《中庸》的讲解。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八》载：崇宁二年四
月，戊寅，诏：“追夺王珪赠谥；王仲端、王仲薿并
放罢，遗表恩例减半。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除
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觉察。”范致虚又
言：“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
羽翼，乞下河南尽逐学徒。”颐于是迁居龙门之

南，止四方学者。《河洛大儒》描述：崇宁二年四月
三十日，程颐完成《春秋传序》。第三天下午，程颐
正在家中同尹淳谈论他写的《春秋传序》，张绎引
马伸走了进来。马伸说：“我前日到朝中有公事，
听说皇上在蔡京的谏言下要大力恢复熙宁新法，
对元佑党人要大加迫害。昨天西京已接到皇上下
诏，要追毁先生出身以来文字，除名，把您入山后
所写的书作，令本路监司觉察。我看到后，特前来
报与先生，以使先生有所准备。”

这充分反映出马伸为人正直，为追求真理、
追求学问，不畏权贵，更不善投机钻营。这也是他
在当时腐败的宋朝时期，长期得不到重用的主要
原因。在任郫县县丞后，又被调任奉符丞摄令事，
再后来任泰安县丞。从20岁做县丞，在此后的29
年中，没有得到任何迁升。到了公元1126年，宋钦
宗继位后，也就是靖康元年，马伸任监察御史，那
年他已经49岁了。

义正词严，挽救王朝
马伸任监察御史仅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金

人就攻破了宋朝京都，第二年二月六日掳走了
徽、钦二帝，立亲金人的原宋宰相张邦昌为傀儡
皇帝。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
人。徽宗和钦宗时期，历任尚书右丞、左丞、礼部
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攻
汴京今河南开封，他力主议和，为河北路割地使，
与康王赵构赴金作人质。以求割地赔款议和。靖
康二年金兵陷汴京，掳去徽、钦二帝，金封他为
帝，建国号楚，统治黄河以南地区。

对此，文武百官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只有东平
人马伸坚决反对，致书张邦昌，要求其退位，立康
王赵构为皇帝。他在给张邦昌的信中，这样写道：

“相公服事累朝，为宋辅臣。比不幸迫于强
敌，使当伪号，变出非常，相公此时岂以义为可
犯，君为可忘，宗社神灵为可昧邪？所以忍须臾死
而诡听之者，其心若曰：与其虚逊于人而实亡赵
氏之宗，孰若虚受于己而实存以归之耳。忠臣义
士未即就死，阖城民庶未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
能立赵孤也。

今金人北还，相公义当忧惧，自列于朝。康王
在外，国统有属，狱讼讴歌，人皆归往。宜即发使
通问，扫清宫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
处，省中庶事皆禀命太后，其赦书施恩惠、收人心
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极施行。然后相公北面
引咎，以明身为人臣，昧于防患，遭寇仇胁污，当
时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复何面目事君，请归死
司寇，为人臣失节之戒，伏阙下俟命。如此，则明
主必能察相公忠实存国，义非苟生，且弃过而录
功矣。

今乃谋不出此，时日已多，肆然尚当非据，偃
寝禁闼，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澒，谓相公
方挟强金，使人游说康王，姑令南遁，为久假不归
之计。上天难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觉
悟，及此改图，犹可转祸为福于匪朝伊夕之间。过
此以往，则相公包藏已深，志虑转异，外饰事端，
卜妻日待期，而阴结寇仇，合从为乱，九庙在天，
万无成理，伸必不能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请先
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这封义正词严的书信对张邦昌产生了巨大
的震撼，使他不得不思考当时的民心向背，最后
只得退位，迎立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在南京应天
府正式即帝位，从而使宋王朝得以重建，并延续
了153年，史称南宋。张邦昌傀儡朝廷的垮台和南
宋的建立，从大的方面讲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
的，但是马伸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仍是非常巨

大的。如果没有马伸联合其他官员反对张邦昌的
傀儡政权，张邦昌是不会自动让出皇位的，时间
长了，他的政权就有可能巩固下来，这样的话，就
不会有南宋王朝的存在了，中国历史将被改写。
马伸被《宋史》列入《忠义传》是当之无愧的。

受冤被贬，抱憾而死
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后，马伸跪下

呈上奏章以都城失陷不能救援，徽、钦二帝被掳
走不能以节义而死，请求就地放逐削职。皇帝知
道他有忠义之心效力于国家，不但没削其职，反
而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抚谕荆湖、广南，以诛杀
张邦昌及其党徒王时雍等人。马伸在所经过的州
县，询问考察官吏贤能与否以及百姓的利害病
端，以便依次排列向朝廷上奏。马伸从荆湖、广南
返回后，入朝上奏黄潜善、汪伯彦不法行为共十
七事，拟写的奏章已经备办，却没有得到朝廷的
答复。马伸又进疏说：“黄潜善、汪伯彦另外建立
亲军一千人，请求供给居住的地方，比众兵优厚，
他们收买军心，施予私人恩惠，陛下克制忍耐不
肯贬逐他们，极端困苦的民众已感到绝望，二帝
回朝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每每想到这些，伸就
感到生不如死，岁月如流，时机容易失去，希望陛
下迅速解除黄潜善、汪伯彦的权力，另外选择贤
能，共同图谋国家大事，奏疏入内，留在朝中。”

马伸时时为南宋江山着想，多次向赵构进
谏，而赵构听信谗言，认为马伸所奏不实，对马伸
连续两次贬官。靖康三年九月又把马伸贬为濮州
监酒税。马伸带上行李神情自若地前去赴任，不
幸的是病死在上任的途中。天下认识他或不认识
他的人，都认为了马伸冤枉，对他的死感到痛心。

马伸死后第二年，宋高宗下诏：“不问其死，
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责为罪之意。”赠马伸直龙
图阁。马伸死后第三年，其子孙为躲避秦桧迫害，
迁往福建。在马伸去世七年之后，高宗仍念其忠
义，赠殿中侍御史马伸左谏议大夫。马伸死后25
年，曾受学于马伸的昭武人何兑，上奏朝廷，为马
伸伸冤，诉状送到尚书省，秦桧大怒，把何兑投入
狱中，直到两年后秦桧死了，何兑才官复原职。明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马伸死后418年，东
平为其建马公祠。清光绪三年，又在东平州城北
门内书院旧基改建。这也足以看出，马伸死后，一
直受到朝廷上下的尊敬与推崇。

■ 齐鲁名士

北宋靖康元年，金人攻破宋朝都城东京，金主下诏废徽、钦二宗为庶人，另立勾结金人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皇帝，，国号楚。

马伸极力反对，张邦昌被迫退位，立康王赵构为皇帝，才使宋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

马伸：挽救了宋王朝的忠臣

蔡家庄轧花厂验棉花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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