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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茄苳旌忠廟       第二首籤詩故事： 正德君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灣灣曲曲水環流       帝子西湖覔勝遊       歌管音聲江上鬧       十分美景說杭州

　

         武宗即正德君，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他一生嬉游無度，好大喜功，貪戀酒色，即位之

初，宦官劉瑾、谷大用等就專陪他嬉鬧游玩，以致他不恤國事，宗社几墟。他在位的年代

里，地方加重征斂，百姓苦不堪言，而一些藩王也勾結宦官，豢養敢死之士，陰謀篡位，

所以他登基才五年，就爆發了河北劉六、劉七的農民起義，直逼京師。其時安化王朱真 番

也伺機以討伐劉瑾之名起兵謀反。此後劉瑾被處死，安化王的判亂和劉六、劉七的起義雖

然都被鎮壓下去了，但武宗並沒有改過遷善，依然耽樂嬉游，親近群小，重用佞臣錢寧、

江彬，甚至自署官號，出游山西太原、大同和陝西榆林、延綏等地，所到之處動眾費財，

民不堪擾。

　　正德十四年春，已兩巡西北的武宗在佞幸江彬的慫恿下要去南京、蘇杭、湖廣繼續尋

花問柳。那時，江淮一帶正鬧飢荒，武宗南巡的詔書下後，百姓都怕受到騷擾，紛紛挈妻

攜子外逃躲避，備受流離顛沛之苦﹔而江西南昌的寧王朱宸濠久蓄逆謀，佞臣蕭敬、太監

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宸濠暗中串通，朝中局勢被手中握有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

兵權的統帥江彬所左右，忠臣受到排擠，眼看大明江山即將土崩瓦解，宮中百官焦慮萬

分，紛紛上疏諫阻武宗南巡。狀元出身的翰林編撰舒芬最先聯絡同僚崔桐等七人聯名上

疏，其言辭尤為激切：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聖嗣未育，既無太子臨朝，又無親王監國，萬

一不測，為禍不淺，堪可憂也！且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禍，今復南巡，恐百姓盡皆逃

竄！臣深知言出禍從，順旨則立可顯達。但義激于心，為國家和萬民計，謹冒死直諫！

　　黃鞏是一個勤政愛民、憂國憂民的好官，他在為地方官時，就以誠治民，先百姓之憂

而憂，他有首《四月二十三日得雨》詩寫道：

　　一春苦旱達三月，祈禱彷徨走萬家。

　　忽送雷聲山下過，隔林飛雨入廉斜。

　　此詩寫出他和百姓一樣對春旱得雨的喜悅心情。後來他在入京途中看到赤地千里、民

不聊生的慘象，不禁對武宗置國家社稷安危於不顧，不體恤百姓，而沉迷於嬉游發出了概

嘆：

       滾滾紅塵里，憑誰賦遠游﹔垂楊低拂馬，溪竹暗鳴鳩。

       春事將無及，民勞尚水瘳﹔浩歌知更苦，回首漢東樓。

　　當他借閱了翰林編撰舒芬的疏稿后，覺得此疏尚沒有把勸諫武宗不要南巡的道理講透

徹，生怕武宗不會醒悟過來，於是又獨自冒死向武宗上了《六事疏》。

【參 考 資 料】： ◎《前明正德白牡丹傳》第四十三回：揮金銀眾女感恩，受封誥二姬應

夢。                                                              ◎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通俗演義、大明正德皇帝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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