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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七年冬，张孟男进户部左
侍郎，寻拜南京工部尚书，万历十九年
改户部尚书。时留都南京储峙耗竭，
栗仅能支二年。张孟男视事不两岁，
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仓，发公羡二
千金助也。同僚不解，谓“奈何耘人
田”。张孟男曰：公家事，乃画区畔耶？

万历二十九年，朝庭推彀旧臣，以
张孟男为首。于是召拜故宫，力辞不
获，乃复就职。万历三十年春，有诏罢

矿税，已，弗果行。张孟男率同列谏，
不报。加太子少保。张孟男益敬业，
摄事四载，勾画精勤，分毫不漏。长子
民望死于南京刑部曹郎任上，属下守
藏吏以羡金为丧费置葬。张孟男知道
后，以俸金偿还葬费。张孟男积劳成
疾，先后五次上疏乞归，前四次不获批
准，最后听允时，张孟男已逝世，时在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张孟男
为官 40 余年，清白自持，于公之外，功

名进退，自然无所附丽。正体嶷然，挺
力独行。无声色之好，死时家无余资，
囊无金钱。为政之暇，不废览诵，尤笃
好《史记》。尝读《咎繇漠》至“克勤于
国，克俭于家”两言，极赏之，叹曰：大
圣尚尔，何况吾侪。时揭以自励，服之
终身。其《官渡》诗曰：“马头落日带黄
沙，此是曹袁旧战场。人过断桥频吊
古，水声呜咽哭兴亡。”颇能见其忧国
忧民之情。

清白自持

中牟古曾称“圃田”。东周时期周元王六年（前476年）置中牟邑。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称中
牟候国。西汉初始置县。汉武帝元上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复为县；隋开皇元年（581年）改称内牟，
十八年改内牟为圃田；唐武德三年（620年）置牟州，武德四年废牟州仍为县。其后行政区隶属虽多有
变化，县名至今未变，治所多在今县城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中牟曾属陈留专区、郑州专区、开封专
区，1983年划归郑州市管辖。
即日起，《郑州晚报·中牟播报》将开设“探秘中牟”版，旨在挖掘和介绍中牟的厚重历史、渊源文化、风
俗民情、历史掌故、民间故事等。 投稿邮箱：zzwbzmjb@163.com 热线电话：0371-62126880

一代廉吏张孟男

张孟男
（1534~1606年），字

元嗣，号震峰，中牟县三官
庙乡土墙村人，生于嘉靖
十三年，卒于万历二十四
年。

张孟男少时风神秀
彻，聪敏有胆略，淹通有
理识。其曾在郊外寺院
读书，路径偏僻，且过蔡
河废津，行人视为畏途。
张孟男时常夜半鸡鸣时
往返其间而不介意，遇有
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不堪，
而张孟男如有物前导，泥
不涂足，同窗迹之，皆大
惊。嘉靖四十年，张孟男
28岁中举。嘉靖四十四
年，中进士，授广平府（今
河北省南部）推官，主管审
判。当地处燕赵之交，多
豪民黠吏，孟男断案精明，
“一裁依法，傅比中律，一
日可结大狱数十，老胥吐
舌抱案拱立”，肃然莫敢
犯，官民视若神明。

不 久 入 顺 天 府 治
中，自治中晋刑部员外
郎，改礼部员外郎，晋尚
宝司丞，每次晋升皆不
逾一年。 娄继周

此时，张孟男的姑父高拱为首铺
（宰相）。而张孟男于高拱“自公事外
物私语”，逢年过节“拜谒姑毋外无私
亲”，高拱恨张孟男不附已，四年不
迁。高拱曾对其夫人说：“孟男疏远

我，不念姑母之情。”夫人说：“他对姑
母尚且如此，何况于公。”

后高拱在与张居正的斗争中失
败，被免官，一时门生故旧，交游亲知
引匿远避，作鸟兽散。独张孟男入府

宽慰。
高拱被逐京之日，张孟男在京郊

置酒慰送，高拱感知孟男正派，执手流
泪说：“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热
之有濯也。”

权贵不攀

张居正代替高拱任首铺后，认为
张孟男不依附高拱，便连连提拔张孟
男，自尚宝寺丞迁尚宝寺少卿，又迁南
京太仆寺少卿，凡三年三迁。张居正
自认为对张孟男有知遇之恩，张孟男
必有所就。三年考绩，有人告以张居
正之意，劝其报谢。张孟男说：“执政
以我不阿，故相见知，奈何负知己。”因
此四年不得迁升。

张居正败后，继任首铺见张孟男
身正直行，予以重用，自少卿晋寺卿，
不久晋太常卿，不久晋大理寺卿，又晋

南京工部右侍郎，又入北京掌通政司
使事，时在万历十七年，凡四岁四迁。
在通政使任上，张孟男严出纳，抑干
请，甚称其职。当年万历帝八月不视
朝政，张孟男上疏奏《请御门裁答》章，
奏语甚切。疏言：“祖宗朝日，一再御
门，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请与诸大臣百
计可否。居民封事，急则应时，缓不过
三日。又摘两事日起数引，奏者至御
前承者，下之诸司。陛下今八月不视
朝矣，四方灾异频仍；星辰缪越，坤灵
震动，年谷不登，人相食啖，白骨委

积。臣闻：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人
之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
绝之；不若于言者 ，人绝之。群臣久不
见至尊，进无所关，其忠退。而尚书置不
省览，人谁受命。上下聋，幽隔郁滞，天
地否塞，不丞采纳施行，欲以诛杀灾异，
必不得之数也。日者越人翟绳祖辈称故
郡御史理材功，蔡人喜彦科辈之讼故今
曹世卿冤。臣循旧例，击并马司，橐不
继，莫必其生，方损盛德。臣职在喉舌，
责望所归，不任款款之至”。帝心动，乃
间一御门（隔天一视朝）。

执政不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