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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勤学苦读 立志成才

刘春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祖父刘刚，曾任
台州赤城驿丞。父亲刘规，明成化五年（1469 年）进
士，曾任云南、山西道监察御史。成化十七年（1481
年），刘规升任云南道监察御史。

刘规学识广博，不仅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且精
通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学。刘规崇尚儒家文化，
在他为官生涯中，处处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他寄望
刘春学而优则仕，成为国家栋梁。

刘春年幼时，其父教他苦读《四书》《五经》和唐诗
宋词，让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潜移默化地接受
儒家思想和智慧。日积月累的文化知识，为刘春日后
走向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父亲悉心教育下，刘春能吟诗作赋。明成化
十九年（1483 年），刘春考中四川乡试第一的解元。

明成化二十三年春，刘春进京参加会试，三榜有
名。参加殿试，被钦点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整个明
朝，四川只出过一个状元（杨慎）和一个榜眼，这个榜眼
就是刘春。

明朝“蜀四大家”之一的赵贞吉赞誉刘春说：“盖一
年(指成化二十三年)而得蜀二奇士(另一人是重庆合州
人邹智)，文章器业皆甲于时。”他评价刘春为人：“志行
端洁，德量醇厚，有古人风。”

作为传统型的儒家学子，报国尽忠、建功立业是
刘春人生的奋斗目标。他曾在诗中写道：“许国丹

心不负初，胸中何止五车书。从来功业非空建，
名世何人学术踈。”

“平生好尚从心出，盖世功名自此
传”。刘春以诗明志，渴望一展才

华之情溢于言表。

二

居官宗正 恪守职责

皇帝见刘春为人憨厚、忠诚、聪敏，应变能力强，认
定他是有造化之人。刘春高中进士不久，便被授予翰
林编修，后又被委任为翰林学士。从此，刘春走进了朝
廷，成为皇帝身边的智囊团成员。

刘春常常在幕后为皇上出谋划策，因而深得赏
识。那时，同时期的许多臣僚，大都因触怒皇帝（或宦
官）而被贬谪。唯独刘春的官职稳中有升，这与他性格
宽厚大度、能力超出凡人有关。但刘春也决不明哲保
身、随波逐流。

正德三年举行廷试，刘春为提调官，在试人员中有
刘春的侄儿刘鹤年。按照明代的科场回避制度，大臣
子弟考试时，大臣要回避。于是，刘春主动请求回避，
明武宗同意。最终，刘鹤年如愿进士及第。后来，刘鹤
年升任云南布政司时，刘春专门赠送“神明鉴察”四字
予以教诲。

正德六年(1511 年)，刘春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
后升左侍郎。正德八年接任礼部尚书。主管朝廷礼
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尽管集大
权于一身，但他仍尽心尽力辅佐皇上，恪守职责，秉
公办事。

刘春家教甚严。其祖、父为政，皆以爱民节用为先
务，多兴利除害；居家则至孝。父亲谆谆善诱刘春：“居
者为孝，仕者为忠。尔辈各有职，职异而理同尔。”对
此，刘春牢记心中。

三
体恤民情 大胆谏言

刘春的政治品格，主要表现在他忠君体国、志行端
洁、持正有守、秉性正直。他敢于针砭朝贡之风，既不
行贿也不受贿，扬正气之魂。

刘春的仕途经历了明弘治、正德二帝。其时，明朝
已开始走向衰落。到了明武宗时，“战则无兵，守则无

食，民生穷苦，库府空虚，风俗似颓，纪纲废弛，赏
不当功，罚不当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

下，刘春升任礼部尚书，可谓受命
于危难。但刘春对时事不悲

观、不叹息。他常常用先贤的话勉励自己：“诸贤能宽
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人仁之言如此。”

刘春对宦官之祸深恶痛绝。广东布政使罗荣等进
京朝见皇帝，言说镇守宦官进贡之害。刘春便详细列
举历朝历代革除进贡的诏书圣旨给明武宗看，并且痛
说四方水旱之灾、盗贼之祸、军民困苦等情况，请求罢
黜诸镇守各地的宦官。可惜，明武宗未听取他的苦口
良言。

针对陕西洮州、四川松潘等地大兴土木，掠夺民
地，建立诸多寺庙，加重百姓负担的现象，刘春向朝廷
建言制止。明武宗觉得言之有理，便采纳了刘春的建
议。

四
沉静寡欲 勤政廉明

刘春洁身自好，常以“十思”自警：“思正大，思平
易，思清白，思俭用，思养老，思兴学，思省刑，思薄赋，
思息讼，思禁奸。”

刘春掌管礼部三年，对于受封的皇族要求赏赐，请
求赐婚以及文武大臣的祭葬、赠谥，他都按礼制裁决。

正德十年，刘春丁忧回家，起南京吏部尚书。不
久，任礼部尚书专典诰敕，掌詹事府事。

正德十六年(1521年)，刘春去世，享年62岁。追赠
太子太保，谥号文简。皇帝在给刘春的封诰中说：“法
无事私，秉性正直；尔志殊轸于怀，肆恤曲之宜隆，稽众
谋而佥，协按谧法，勤学好问。锡之诰命于戏名，乃实
宾褒贬，特严于一字。”

史评：“沉静寡欲，居官宗正，勤政廉明，文行乡闾
表率。”这正是对刘春一生刚正不阿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原重庆市巴南区作协主席）

我第一次看到佛光是1980年。那年四川省邮电
局组织员工业务培训，结业后，我同宜宾的几个同学相
约登峨眉山。第一天遇雨住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
已是阳光普照。登记住宿时，服务员说：“今天有可能
出现佛光。”我们问：“在哪点？”她答：“舍身崖。”于是，
我们一行6人带着干粮直奔舍身崖去。当天下午5点
左右，太阳从背后斜射过来，眼尖的同伴指着崖下道：

“佛光，佛光！”我们都涌向崖边，只见崖底显现大半个
五彩光环，映出一个人影在里面。人们都想沾沾“福”
气，于是自觉排好队轮流在佛光投射的位置站一下。
我站过去，举手挥了挥，崖底的光影也出现了手臂舞动
的影子。几个香港游客特别激动，他们举着相机连连
拍照，激动得手在微微颤抖。

44年后的今天，信息高度发达，让南川马嘴风吹
岭云瀑广为传播。作为南川人，我总想看看家乡的这
一自然奇观。

5月12日下了一天的雨，天气预报第二天是晴天，
于是相约几位朋友起早驱车前往马嘴。还没到目的
地，远远就看见一条宽大的白瀑从高处倾泻而下，我似
乎“听见”轰隆隆的响声。青山、白瀑、蓝天三色合一，
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静止的山，广阔的天，护卫着白
云翻滚而下，时而还划出一条条浅沟，蔚为壮观。

那掷地铿锵的“响声”不就是白云在纵情地欢愉
吗？我想借用南川诗研会周英泽会长的词来展现云瀑
的美丽与壮观：“万马奔腾啸九天，狂潮怒卷隐晴川。
弥空幻影云霄灿，一地清芬玉水环。花烂漫，蝶翩跹。
游人舞醉杜鹃山。佛光辉映无穷碧，原野欢歌伴紫
烟。”

这时，手持长枪短炮的游客各显其能，对着瀑布一
阵猛拍。有几位游客，还是前一天晚上开车赶过来
的。问他们为何，回答就几个字：“难得一见，很值！”

在我的眼里，这岂止是云瀑。它是诗人心中一首
首壮丽的诗篇；是歌唱家唱出的一曲曲天籁；也是画家
笔下纯净的色板；更是将军战场指挥千军万马的情景
再现。

经乡人指点，我们决定上龙岩城看看是否别有洞
天。龙岩城是抗蒙名城，与合川钓鱼城互为姊妹城。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攀爬，“蟠龙寨”三个字赫然出现在
眼前，这是进入龙岩城的唯一门洞。跨进寨门，有一顺
卧巨石，三面悬空，长八米、宽三米，犹如蛟龙吐出的信
子。站在上面可极目远眺：哇！一片茫茫云海就在脚
下，真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一位朋友说：“我属猴
的，正好在上面翻筋斗。”另一位朋友接话：“这样的仙
界，西游记没在这里拍摄天宫戏，实在可惜！”

我们正沉浸在欣喜中。“彩虹，彩虹！”有人望着崖
下大喊。我探头往崖下看去，一个大半圆的光环正映
在崖底。一圈淡黄色拥抱着金光，外面是一个五彩光
环向外放射着璀璨。我道：“这是佛光，不信你举手挥
挥看。”那人举起右手挥了挥，下面的光影也跟着舞动
起来。“我看见佛光了，我看见佛光了！”那人激动得跳
了起来。我一把抓住他，生怕他摔下悬崖。其实，能在

家乡看见佛光，我的内心也无比激动。于是，在场的人
都自觉地轮流走过去，在佛光里挥挥手。让佛光普照，
众生皆悟。

佛光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阳光照射在云雾表面时
而形成的圆形彩虹。这种现象通常在云海的边缘，由
阳光斜射在细小水滴上而形成。因需多种要素同时出
现才能显现，所以人们很少见到佛光。

峨眉山有佛光是众所周知的，南川金佛山上的佛
光也曾有人看见，但在这里看见佛光，据我所知还是第
一次。据说有佛光的地方就有福气。南川已有两地显
现佛光，这是南川之大幸，也是南川旅游发展宣传的一
种良机。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出生在明代巴县的贤臣刘春
明朝四川唯一的榜眼

□刘凡君

刘春(1459～1521年)，字仁仲，号东川，巴县柳市里（今重庆市
九龙坡区华岩镇）人，祖籍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在其父严格培养
下，从小磨炼意志，勤学苦读立志成才。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弘治四年(1491年)，升翰林修撰。曾多次出
任乡试、会试和殿试考官。明武宗即位(1506年)，升学士，官拜吏部
尚书，又改礼部尚书。一生平步青云，荣登仕途，进入官场，不受贿，
不行贿。清正廉洁，光显乡里，成为明代贤臣。

又见佛光 □陈培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