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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乔民政思想产生于读书期间，成型于仕官阶段，受到永嘉之学、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影响，重视

“事功”、强调“以义为利”，认为利益的追求必须符合道义。项乔重视民生，打破“四民观念”，促进泸州等地商业的

发展。他提出安民需践行儒学，选贤举能，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虚心纳谏。项乔在其施政过程中也贯彻了民政思

想，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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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Xiangqiao's Civil Affairs Thought
HUANG Dan-da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Xiangqiao was instructed by a famous teacher Zhangcong when he was young, and got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spring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in Jiajing eighth years. When Zhangcong was the Prime Minister, he refused to be an official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his mentor. Xiangqiao's civil affairs thought originated during the reading period, formed in the official stage,

was influenced by Yongjia's study, Zhuzi study, Yangming study, which stresses "the work ", emphasizes "the righteousness for the

benefit", and holds the benefit pursuit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rality. Xiangqia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eople's livelihood,

broke the concept of "four people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in Luzhou and other places. He pointed out that reassur-

ing the public should practice Confucianism, select talents and appoint competent people, reduce heavy taxes, live with people’s liveli-

hood, and accept criticism modesty. In the course of his administration, Xiangqiao also implemented the idea of civil affairs and con-

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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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乔（1493-1552），字迁之，号瓯东，永嘉七

甲人。因其晚年居于温州巽山九曲巷，自号为九曲

山人，明朝万历年间所编著的《温州府志》将其纳

入理学名宦之列。项乔幼聪慧，却自称“质鲁，颇

知好学”，后拜得名师教导。在十四至二十岁之间，

“项乔先后从龙湾里高应祥、三都张璁、英桥王澈、

王激兄弟”[1]1，拜名士为师，学习策论实务、八股文

等。项乔在名篇《游雁山天台西湖之云间纪事》自述

“（陈守尧）公，予师王子扬先生益友也”[1]25，“而

先生格言遗翰在书院者，予诵服之，不忍行也”[1]28，

称颂年幼幸得名师教导，至今仍受益匪浅。勤于耕

读，项乔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参加乡试，嘉靖

八年（1529年）春会试中榜眼。当时内阁首辅张璁

对项乔十分欣赏，多次想要“引致华要”，其恩师王

激甚至想要举荐以代己职，项乔多次辞谢“夫乔之

筮仕，正当罗老柄国，鹤山先生（王激）执铨衡天

曹之时，乔也尚三却显官而不甘知己之庇”。[1]当时

项乔辞谢的张王二人的招揽，其另一层意思是对权

力的主动回避，所谓官盛近谀。张氏、王氏当权时，

贪图权势之徒争相拜谒，项乔却主动辞官。著名的

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项乔本传》中评价项乔为“志

概磊落，海内士大夫莫不成为君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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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乔在恩师张氏势盛之时急流勇退，直到张氏

失势后才入朝为官。纵观项乔的二十余年的仕途生

涯，颇为平稳。析其原因有二：其一为项乔终身在

地方任职，未介入中央的权力之争；其二，项乔为

官目的并不是将加官进爵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

标，在地方为官时始终以“洁己爱民”的高尚品德

为老百姓服务。唐顺之评价其“仆友有项乔者，其

人温雅纯实，虽自处若谦退，而其志常欲为古人；

虽其貌朴野，而中实耿耿然；虽多卧疾若不任事，

而实蹇蹇奉职，不肯一日尸乎其官。仆于交游中知

之最深，资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1]818。项乔于嘉靖

八年（1529年）年中榜眼开始为官之路，到嘉靖三

十一年（1552 年）卒于广东韶关任所，终年六十

岁，“吏民哀悼若丧所亲”。项乔为官二十三载，能

够矢志不移坚守本心，其主要是有着自己一套独特

的民政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一、项乔民政思想来源

项乔的民政思想受到三家学说的影响，以叶适

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程朱理学以及阳明心学。永嘉

学派是温州本土学说，在经历了南宋的极盛之后在

明清时期逐步衰落。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及以

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中，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提到：“乾 （道） 淳

（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

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3]1738。在三大学派的影

响之下，项乔融合其精髓，成为浙江地区著名的理

学名宦。

（一）永嘉之学

永嘉学派鼎盛于南宋时期，到了元、明时期已

不复当年学术之盛，但其在浙江温州一带的影响力

仍不可小视。永嘉学派主张义、理并举，反对理学

和心学二派“空谈义理”的思想；提出“道不离

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重视“事功”，因

而永嘉学派也被称之为“事功”学派。黄宗羲在

《艮斋学案》中评价永嘉学派，“永嘉之学，教人就

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

务”[4]1696。项乔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务实”思

想，发展了永嘉之学的“义利观”。“利者，义之和

也。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人知以利为利，不知

以义为利，未有义利其身者也。”[1]82 项乔强调“以

义为利”，利益的追求必须符合道义。在民生方

面，项乔总结前人观点认为治民应该“义利并

举”，重实事、勿空谈才能聚民力、安民心。

永嘉学派在南宋发展到顶峰时期，但是之后由

于程朱理学的打压和永嘉学派后继无人，导致永嘉

之学在南宋后逐步衰落。温州地区虽然仍有永嘉学

派传承，但其影响力仍然较弱。项乔出生于明朝中

期，程朱理学在发展上陷入瓶颈期，阳明学派兴

起，他幼时受到温州本地永嘉学派影响，又吸收程

朱理学、阳明心学，将三者统一，成为永嘉学派的

继承者和转折型人物。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的

“事功精神”，将永嘉学派“道在器内”的观点与阳

明学和程朱理学进一步拓展，进而提出其理学的

“格物致知”观。他提倡“道学只在力行，不在讲

解”、“力行近仁”等观点。“瓯东项先生之学，以

实行为主，而辅以理义。其始于传注文义，专而有

声；已而博及经史，溶液理奥，不主张一家。”[1]815

侯一麟在《瓯东先生遗事》中评价到，“先生醇性

天植，其学务实用，凡规为建白，笃于为民。”[1]820

（二）程朱之学

程朱理学自明之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统

治思想，但随着时代变迁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

其是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其思想更加僵化。朱子之

学虽然僵化但仍是明代社会主流思想，身处于这个

时代的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

项乔也不例外，他十分推崇朱熹的理学。

项乔自称为“朱子门徒”，以朱学为万学之

宗。“朱熹理学宗主的地位无疑是不可撼动的，而

阳明尽管别立心学，但也只是朱子功臣，主要是为

朱学中的问题查漏补缺、弥缝解难而已。”[5]项乔生

活在朱学式微、阳明之学兴盛时期，但是程朱理学

的地位仍然十分的牢固。项乔崇尚朱熹所提倡的

“心”，提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

者”[6]，并著作中引用朱子“心”的思想。

（三）阳明之学

八股取士制度僵化状况越来越严重；统治阶级

内部利益分割不均，地方藩王蠢蠢欲动，各级贵

族、官僚都在为谋取私利而寻找“合法”的借口。

天理与人欲虽然是朱子之学的重要论述点，但是其

思想仍然受到冲击，人们也在反思社会动乱与统治

思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心学应运而

生。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并未完全覆灭人们对思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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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渴望，心学是在怀疑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是对程朱理学补充与修正，它使得人们从理学

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阳明心学的崛起与程朱学逐渐

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构成时代思想的

潮涨潮落，在这此起彼消的过程中勾勒出社会思想

信仰多层面断裂的图景。

阳明之学兴盛于明中后期，是中国传统儒学在

内部进行的一次自我的调整与发展。项乔深受阳明

之学的影响，其在写给阳明弟子王畿的信中提到，

“尝即阳明之所以异于朱子处而讲求之，胸中之疑

十去五六。”[1]320“（乔）既未尝主一家之言以拒众

善，亦未尝以一家之言以剿众说”[1]805。清代著名学

者孙诒让，“瓯东之学，宗尚姚江，又与聂豹、罗

洪先、欧阳德诸人往还讲习，故此录持论大指，多

与阳明符合。其谓朱子著述极多，而格物、求放

心、尊德性头脑去处，却觉差异，亦不满于宋儒。

然其论学札记，兼重问学，与姚江末流入于狂禅者

迥异。” [7]9 阳明之学在明中后期十分盛行，其主要

针对程朱理学僵化的部分提出“知行合一”，注重

实践提出著名的“治心”之学，这对项乔的民政思

想及思想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项乔在继承永嘉事功学基础上，以程朱理学为

宗，以阳明心学作为补充，吸收朱子、阳明之学精

华。在朱学与王学的辩论中，调和“天理”与“良

知”之间的冲突，最后达到融通心学与理学，形成

了自己的“道学”，他的民政思想也在这三种思想

的影响下逐步形成。

二、项乔的民政思想

朱子的“行”思想对项乔的影响极大，“学兼知

行，不专主读书。学与问、思、辨、行并言者。欲学

孔子者，亦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戒

谨恐惧而谨其独。圣学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欲，

非天下之正理皆是欲。”[1]193项乔认为“知”与“行”

对于人们是极为重要的，他引用朱子的“是知然后行，

行然后知，必行而后谓之知，故曰：‘知之实，知斯

二者勿去是也。’不行不足谓之知。”[1]129项乔在吸收

朱子的“行”与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基础上，重视

“行”的重大意义，并且提出学知、困知、力行、勉

行的思想路径。当然，在继承阳明学的“知行”思想

同时，项乔认为人们在“行”时要有思想。其在《南

野先生凡四篇》中提到，“能知能行方是学”，理论只

有结合实践，才能称得上“行”，项乔将这种重实践

思想贯彻到其内政治理上。“国之所恃以立者，民也；

民之所恃以立者，积财也。”[1]152民是社会之根本，重

民乃安国之本。

（一）民生观

以严格的社会等级将所治辖下的臣民分为“士

农工商”四个阶层，重农抑商。但在明清时期工商

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四民观念逐渐被打破，项乔的“四

民观”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古者四民

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

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

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

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

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

货者，而修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

业而同道。”[8]204王阳明推翻了四民在等级上的区别，

认为民因“异业”而被分为了四种不同的行业，其

地位是相同的，他最后得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

的观点。这种“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深刻地影响

着项乔，在这基础上项乔提出了他的“四民观”。

“怎的是各安生理？生理即是活计，若读书举

业，士之生理也；耕种田地，农之生理也；造作器

用，工之生理也；出外经营、坐家买卖，商之生理

也。若无资产、无产业、无本钱、不谙匠作，甚至

与人佣工挑担，亦是生理。惟是懒惰飘荡，游手好

闲，为僧为道，为流民光棍，身名无籍之徒，便是

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于天地间者，无此理

也。果能各安生理，则不相陵夺、不相假借，人人

有生民之乐矣。圣祖教民以此者，欲使民志定而礼

义行也。” [1]515 项乔提出何为“各安生理”，即使民

有“活计”。项乔提出读书举业、耕种田地、制作

器具、经营买卖都是民之“生理”，即他认为“士

农工商”在本质上是具备有一致性的。他的这种

“四民观”也侧面印证：商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间

四民观念逐步被打破。项乔的无等级的“四民观”

为其地方为政、施政起到了指导作用，受到地方百

姓的拥护与支持。

（二）“洁己爱民”思想

“历官二十余年，洁己爱民，兴利除害，所至

善政章著，多遗爱。” [9]265 项乔始终把“洁己爱民”

当作为官的第一根本。“不为花酒之仙，不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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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牧，不为田舍之翁，不为终南山之捷径。”[1]384项

乔以“四不为”作为自己的为官律令，实践“洁己

爱民”的政治理想。项乔在任期间，严格要求自

己，当官应该公正廉洁、不为名利所累。纵观项乔

的为官历程，早年因张璁任宰辅之职势力滔天，主

动回避。在张氏得权之时，项乔能够主动地回避，

坚守本性，力辞而不与，品行高洁。

项乔十分关注民生。在早年的《廷试策》中已经

有所显现，他提出“民不可不安”，并表示要“尽吾

治民”的心愿，提出了一套“爱民”“安民”“治民”

“养民”“勤民”“惠民”的民生思想。

第一，“迪厥德以怀永图”。项乔认为只有将儒

家的修养道德践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才能够长久

安民。他以唐太宗为例，认为太宗少年时历经艰

辛，仍然不忘初心“十事尚渐不克终”，“圣贤当明

盛之际，不忘规戒者以此，伊尹曰‘始终’” [1]7。

他认为只有修身教化百姓，重视道德伦理，才能一

劳永逸使民安定。

第二，“正风宪以重守令”。项乔认为明正风

气、选贤任能担任守令之职，能够修养生息乐泰安

民。项乔引用朱熹“天下之利病系于生民之休戚，

生民之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来论证其观点，任用

贤能的地方长官，能够安民休戚。项乔在《廷试

策》中提到“以罪吏牧遐方，惠奸而遗远也” [1]8，

阐释了以“罪吏”统治一方百姓，其危害甚大。

第三，“审利弊以苏民困”。项乔认为天下之民

会陷于饥荒和贫困之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百姓

之所以会贫困，会流离失所都是因为地方官员的懈

怠和不称职所导致的，地方官员一遇到灾民首先想

到的是上报朝廷等待赈灾，而不是切实地解决问

题，项乔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决江水一活枯鱼”。

项乔提出一遇到灾荒，地方官员首先应该开仓赈

灾，救济灾民；其次，减轻赋税，使民休息；打击

不法商人，严禁官商勾结鱼肉百姓。

第四，“达下情而申抑郁”。项乔从自身的社会

经历出发，提出只有建立百姓申冤诉状的通道，使

民怨能够伸张，好的建议能够有途径上达天听。欲

安民，为君者应虚心纳谏自我反省，为臣者直言进

谏、关注时政及百姓疾苦。项乔认为只有君臣和

睦，上行下效，才能带动社会风气，实现父子相

见、夫妻和睦的理想社会。

项乔受到永嘉之学的影响，讲究实干、重实

事，这使得他的民生思想中必然会有着永嘉之学的

烙印。项乔与其他的官员不同，他从百姓的切实利

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措施，并

且在其施政过程中逐步贯彻实施。

三、项乔民政思想实践

项乔民政思想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项乔在任期间禁止行贿，提出历代社会政治混

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官员的腐败和贪婪。要想摆脱社

会动荡的状况，必须禁止行贿，以公正的社会法律

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准绳，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倡

的法制。其次，要养民和爱民，项乔在上任之初就

提出“郡守之职主于养民”，为官者要为人民办实

事。项乔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生产力，整治吏治。

（一）“洁己”——在其位，谋其职

项乔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安民措施，在其当政期

间也付诸于实践，在地方为官时杜绝行贿，不允许

公器私用。嘉靖十四年，项乔到抚州出任知府时提

出“天下患无好官员，不患无好百姓。凡有利当兴

有害当除，一一相告。吾为尔罢行之。”[1]73他认为

百姓之所以会敌视朝廷甚至叛乱的根源在于地方官

员的无能，只有顺应百姓真心为百姓做事，兴利除

弊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保得一方安宁。在出任抚

州知府期间，项乔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兴修水利，

仅仅半年，抚州百姓对其赞誉有加格外拥护。“本

府任所，去原籍尽远，在籍原无远游之亲，在任绝

无秋风之客。……各属官如遇指称本府亲故，在地

方有所求为者，即系诈伪，即将歇家倂本犯拿问，

招详听候，详允解道，如有阿承，一体终究。”[1]575

在任期间不允许自己家族的人因为自己任一方父母

官而借权谋取私利，损害百姓的利益。

嘉靖十五年，项乔被调任庐州知府。鉴于庐州

地区因为地势偏远，经济和教育水平落后。为改善

当地地区发展的困境，项乔利用当地废弃的寺院并

将其改为学校，选贤任教，推动了庐州地区教育事

业的发展。其后新建鸡皮、马尾二桥以利百姓出

行。整治神巫破除庐州迷信，缚巫于木称：“神能脱

枷，乃免”，“竟不能脱，匝月乃释”。与此同时，针

对当地官吏对百姓恶意盘剥，经常压榨百姓的情

况，项乔修订了《军民赋役册》《牧民条约》《附刻

赋役册》等，明确规定了官员不得向百姓收取贿

赂，不得以各种名义剥削百姓，“去后民常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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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不与恶吏官绅同流合污，坚决为百姓谋利

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当时庐州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又如嘉靖二十六年，项乔担任福建漳南道任按

察副使，其下属官员按旧例，送来行贺。项乔当面

尽数发回不受，并明令禁止。项乔为官数载，不以

权位谋取私利，两袖清风。

（二）爱民与养民

任太守后，项乔就明确地提出“郡守之职主于

养民”，并认为“朝制常以御史而出补郡守，为其

能勤民也”。嘉靖十四年，江西抚州大旱，项乔乞

求朝廷准予减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河间府接

连遭受水灾、旱灾、蝗灾，造成“水淹万顷赤地百

里”，田园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项乔不分昼夜亲自深入调查研究，视察灾情。项乔

体恤灾民，写了奏折《乞蠲免粮草疏》从实上报因

灾年所造成损失，向朝廷申报减免因灾歉收的应征

粮食，并公正、公平、公开减税赈灾，有效安排百

姓生活，还组织发动民众灾后生产自救，重建家

园。项乔宅心仁厚，存恤孤老，建立养济院，收养

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老人，老有所养。对于那些富

商大地主们，项乔采取强硬的措施查清资产，防止

他们为逃避赋税将劳役赋税等转嫁到贫苦百姓的身

上。他核准富豪田亩实数，刻板为据、力查虚粮，

严治富豪，使奸民有所畏而不敢欺民。项乔彻查虚

粮，惠及广大小农户及佃农，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项乔在为官期间，肃整衙门风气打击“讼

棍”，同时改革诉讼程序，健全法制，整顿组织，

理顺程序，解除百姓无故受官司牵累，促进社会稳

定，民生安定。在安徽庐州太守任上，项乔“清卷

宗以杜奸弊”，重视建立完整的卷宗档案，避免因

知府换任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与此同时，项乔整顿

军备，将士兵按照体貌特征等登记在册，避免军士

冒领军饷军粮等。嘉靖二十年，在河北河间时，项

乔广开言路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开“太守接待

日”之先河。

项乔身处于中国古代思想最后的转型时期，在

这个时期程朱理学日益走向僵化，陆王心学崛起，

对其进行挑战。项乔试图将温州本土永嘉思想、程

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以程朱理学为宗，以阳明

心学作为补充，吸收朱、阳两派之精华。在朱学与

王学的辩论中，调和“天理”与“良知”之间的冲

突，最后达到融通心学与理学，成就自己的

“道”。项乔信奉永嘉的“事功”精神，以朱子的

“行”和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强调“以义为

利”，重视民生施行仁政。项乔提出理论只有结合

实践，才能称得上“行”，并将这种重实践思想贯

彻到其内政治理上。在任期间，他提出“四民

观”，打破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身份等级限制；

在民生方面，将“洁己爱民”作为自己的政治理

念，在其《廷试策》中就提出了四条安民之策，重

实事，讲究实干。“国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之

所恃以立者，积财也。”[1]193 民为国本，只有让人民

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安民”才不会是一句

空话。项乔的民生思想主要包括“各安生理”的四

民观和“洁己爱民”的为政之道，他将自己的民生

观等都贯彻落实到其颁布的各项政令之中。“实行

为主，而辅以理义”，他历任福建福州同知、江西

福州知府、安徽庐州知府、河北河间知府、河南按

察副使、广东布政司左参政等职。项乔为官期间务

实、亲民，敢于革除弊政，实施改革促进了地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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