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畏权贵 一身正气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刘之
凤迁湖广（今湖南湖北）同考官，即乡试
副主考。在任期间，每次科举考试，他都
秉公负责，为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天启
三年（公元 1623 年），刘之凤擢升南京江
西道监察御史。掌分查僚、巡按郡县、纠
视刑狱、隶政朝仪等职权，可对皇帝上疏
建言。

明天启朝，宦官头目魏忠贤专权，权
倾朝野。刘之凤冒死上纠逆大疏，矛头
直指阉党魁首魏忠贤。魏忠贤恼羞成
怒，假造圣旨对刘之凤严加切责。天启
六年（公元 1626 年），魏忠贤借故剥夺了
刘之凤的职务，让他待罪陪京（即南京）。

公元 1628 年，神宗朱由校驾崩。其
弟朱由检承继皇位，翦除了魏忠贤为首
的阉党。崇祯二年（公元 1629 年），60 岁
的刘之凤被朝廷诏宣起用，官复旧职，恢
复了他的南京监察御史的职位。

崇祯七年，李自成攻战河南，大军距
中牟仅数百里远。在京的刘之凤深为家
乡父老安全担忧。因为当时的中牟县城
为土墙，附近又无险固山川作屏障，根本
无法抵御外袭。为使家乡百姓免遭屠城
抢掠之灾，刘之凤写信给河南巡抚，请求
把中牟县城由土墙改为砖墙。巡抚接到
信很快命令中牟县令胡来享（山东泰安
人）督改建。尚未竣工，胡县令调任地
方。继任的是贵州新源人俞士鸿。刘之
凤又亲自给愈县令写信。俞士鸿亲自督
导，很快，中牟县城由过去破败的土墙变
成了高峻厚实坚固的砖墙了。

次年春，刘之凤到和清县办差，特意
回中牟故里。看到墙外的护城河因年久
失浚，显得既窄又浅，就想把护城河加宽
加深。考虑到父老乡亲财力有限，民力
不堪负担。就一面向俞县令建议，一面
先后致信给他时任长清县令的弟弟刘之
蛟和时任徐州知府的冉儒能、博野令伊
先得、定兴副吏尹佳等在各地为官的中
牟同乡，倡议各捐俸金和田租，用来招募
民工。中牟在外的官员也纷纷响应，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比原来深宽都
加倍的护城河便展现在中牟城外。

筑墙积粮 躲避战祸

少年天资 异乡为官

刘之凤，字雝（雍）明，号岐阳，生于
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 1570 年），明朝中
牟县南梁里（今刘集乡）人，后迁居县城
北牟山庙村。

刘之凤自幼聪颖好学，万历十二年
（公元1584年），年仅15岁的刘之凤在乡
试中一举而中，入县学。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28 岁
的刘之凤选恩贡，入京师太学深造，学问
大进。4 年后，即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年），32岁的刘之凤乡试中举。万历
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刘之凤在京会
试中高中进士。

出仕前，刘之凤跪别父母，出任淮安
府司理官，负责司法。

刘之凤为官期间，出资修建家乡的
牟山庙（今明山庙）。旨在为父老乡亲祈
福，安居乐业。

今年 82 岁的刘志仁是明朝刑部尚
书刘之凤的第二十世孙。据刘志仁介
绍，在清朝乾隆二十六年，黄河溢洪山
亡，其迹唯有庙名，牟山庙相传至今，
在清朝嘉庆年间得以重修，后于新中国
50 年代为破除迷信，大庙拆除，神胎打
破，至此山庙尽毁：“当时我年龄尚小，
牟山庙庄严肃穆，坐北朝南，三间大庙
门，一座神胎居于其间，每次来玩，心
存畏惧……庙脊是用青砖叠加，脊两头
向上卷着，洞瓦屋面，前墙、后墙和两个
山墙都是大砖砌成……”

不久，刘之凤出京任应天府尹，就是
今天的南京市市长。虽然前后仅一年时
间，政绩却为上下称道。崇祯九年（公元
1636年），刘之凤复入京，转任政通使，负
责皇帝旨意的下达和大臣奏章的上呈，渐
为皇帝身边近臣。次年，刘之凤又先后转
任刑部左、右侍郎，即刑部尚书副职。

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69 岁的
刘之凤接任刑部尚书，他上书言事，建议
崇祯帝，把在刑部存在的羁押人犯久拖
不决，甚至造成囚犯毙死狱中的弊端革
除改正。得到皇帝旨准。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春天，刘
之凤审理尚书范景文弹劾南京给事中荆
可栋贪污一案。根据荆可栋所犯罪行和
情节，依大明律上奏了从轻判处的意
见。崇祯帝怀疑刘之凤收受了荆家人的
贿赂，徇私枉法，降旨将刘之凤下狱，交
法司（专门审理高级官吏的司法机构）处
以绞刑。刘之凤在狱中上书申诉，为自
己辩白。崇祯帝犹豫不定。

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二月，与
刘之凤早有宿怨的周延儒被皇上下诏起
用。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
极殿大学士。得知刘之凤正在狱中待
决，皇帝正为如何最后处置刘之凤举棋
不定。周延儒一面不断向皇上谄毁刘之
凤，一面授意他在刑部的亲信对刘之凤
滥施刑罚，刑讯逼供，大加虐待。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狱中将近两年
备受摧残的刘之凤含冤去世。

直言犯忌 含冤而死

一代忠臣 魂归故里

刘之凤含冤瘐死狱中的消息传到家
乡，他年迈的妻子受不了这沉重打击，溘
然去世。柔弱的儿子也警怖万分，一病
不起，不久离世。刘之凤侄子刘琚，不怕
周延儒亲信的恐吓和官府的警告，毅然
进京，在之凤正直的朋友和同僚的帮助
下，为刘之凤收尸成殓，扶柩南归。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四月，周
延儒因欺上瞒下，冒功请赏，被锦衣卫首
领骆养性侦知上报。崇祯帝大怒，责周
延儒蒙蔽推诿，辞职归乡。给事中曹良
直，更是弹劾周延儒犯有十大罪状。崇
祯亲自审讯周的死党吴昌时，终于看清
了周延儒权奸误国的真实面目。是年十
二月，崇祯皇帝令周延儒在家自尽。

不久，为冤死的刘之凤平反。
第二年（公元 1644 年）清明节，刘琚

兄弟又把刘之凤的灵柩，从阳武博浪沙迁
回中牟。按照伯父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
在牟山脚下。安葬之日，中牟县令及县属
官吏、中牟名流及附近各村百姓都参加了
葬礼，祭奠刘之凤的忠魂、冤魂。

一代忠臣刘之凤，魂归牟山。

前世今生 永留传奇

相传几千年前牟山庙村是个侯国，某
日侯王的母亲生病，侯王请来了一位田先
生为母亲看病。田先生写下了药方，以四
两砒霜为药引。侯王母亲服药后当场休
克。田先生悄然离去。数日后，侯王母亲
醒来，因腹中饥饿难耐寻找饭食。侯王见
其母病情好转，身体无恙，这才想起救母
性命的田先生，他令四名士兵前去寻找。
田先生徒步前行，士兵快马追赶，田先生
心想：是不是侯王母亲服了我开的药去世
了，国王这是派人追杀我呀？跑到今中牟
县明山庙村时筋疲力尽，自缢而死，侯王
为感恩田先生，特在此地建立了灵仙庙。

“灵仙庙”即为明山庙的前身。
传说庙前 30 米处有一口水井，当地

村民磨制豆腐时，同样的黄豆，用此井水
便可比普通井水多出 5 斤豆腐。井前趴
卧一只断头神龟——据说是神龟偷喝井
水被庙内僧人发现，抽刀斩断其头，留其
身于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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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尚书刘之凤
一生坎坷 永留传奇

牟县城北五里远，有一座山叫牟山，山上有一座庙叫牟山庙。山
下有一条河叫贾鲁河，河边有一个村叫牟山庙村。明末崇祯时期
刑部尚书刘之凤就诞生于此。清代以后，人们把牟山庙演称为明
山庙。据该村村民介绍，明山庙是刘之凤出资修建，年代久远现
已湮灭，当地村委将其遗址用砖墙围了起来，院内有很多有关明
山庙的古迹遗物藏于地下，村委有望于今年发掘修建。
见习记者 张朝晖 文/图

明朝刑部尚书刘之凤

明山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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