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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要求之一，即君子
应有坚定的信念、喜欢学习，一生坚守正道，至死方休。贤臣薛瑄学行一致、
求实致公，是明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贤臣。薛瑄的为官经历和治学理念，让人
受益良多。

罗慕赫

  从文学少年到矢志理学

薛瑄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山西河津（今运城市）人。在中国思想史上，

薛瑄被认为是河东学派的开创者，河东学派以

坚守与发扬程朱理学而著称。

然而，薛瑄十来岁时却是个十足的“文

学少年”，写得一手好诗。薛瑄的青少年时期，

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薛贞生活。薛贞听说高

密的魏纯、海宁的范济两位先生理学造诣深厚，

便礼聘他们做薛瑄的老师。薛瑄接触理学后，

感叹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遂将昔日所写诗稿

付之一炬，废寝忘食地阅读理学著作。

永乐十八年（1420 年），薛瑄在河南参

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次年高中进士，

由此进入仕途。此后，由于父亲、继母相继过世，

按照传统礼制，薛瑄必须守制 3 年。待其重返

朝廷时，已到了明英宗正统初期（1436

年～ 1449 年）。薛瑄被任命为山东提学

佥事，即掌管学校、教育业务的官职。

上任后，薛瑄将朱熹为白鹿洞书院

编制的学规颁发给学生，希望他们以此

自我约束。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书院

史上最著名的学规，不仅揭示了学习的

目的和顺序，还谈到学生在修身、处事、

接物上的规矩。

薛瑄在提学佥事任上相当尽职，常

为学生授课，答疑解惑。他为有才华的学

生留下发挥空间，不多加干预；对学业不

精的学生则很严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当时，正是宦官王振在朝中得势之

时，他毫无顾忌地结党营私。一日，王振

问内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我家

乡中人有谁可以在北京做官？”王振是山

西大同府蔚州人，“三杨”回答薛瑄可以。

因此，薛瑄被召回朝中任大理寺左少卿。

  秉公问政不向奸邪低头

王振开始对薛瑄心生不满，是有一

回在紫禁城东阁议事时，其他官员见到王

振都快步迎上前毕恭毕敬地行礼，薛瑄却

不为所动。不久后，王振就借机报复薛瑄。

薛瑄任职的大理寺，主要负责审理

案件、管理监狱等。其中一桩军官之死

薛瑄：为学为官最要务实

薛瑄著《读书录》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