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州台江国货西路有个公
交站，站名叫“安淡”。这是个地
名，安淡属于台江茶亭街道。

这么安静淡定的地名，是怎
么来的？

一种说法是，明朝时，有位出
生厦门安海的许姓将领，率领军
队在福州沿海驱逐倭寇。胜利
后，就在河口打铁垱这里定居下
来。许将军和族人渴望和平安定
的生活，就取“安淡”作为地名。

还有一种说法，在《闽都别
记》中，称安淡为“下郑乡”。从
《闽侯（福州）街市图》看，1913年
以后，安淡这个地方，还称“下郑

中乡”。按理说，这里可能是姓郑
的氏族落脚的地方。如果是“下
郑”，那似乎还有个地方是“上
郑”，但没有。地图标明“下郑中
乡”，相应还要有“前后乡”或“上
下乡”，但都没有。这个“郑”的出
处也尚未找到。

安淡，民间原先称“下郑”“下
淡”。福州方言，“郑”和“淡”谐音，
可能就转化了。而“下淡”和“安
淡”音也比较近，可能又转了一回。

安淡称乡，实际是村。曾经
称“洋”。洋，在福州还指成片的
田地。著名的有台江十八洋，至
今留有“洋头口”地名。

有人将台江十八洋名称详细列
出：浦东洋、浦西洋、斗池洋、西洋、上
河洋、下河洋，洋柄洋、双埔洋、长汀
洋、帮边洋、荷泽洋、斗池头，坡尾洋、
安淡洋、浦尾洋、水松洋、双浦洋、加
洋。其中就有“安淡洋”。

十八洋，地处闽江下游北岸低
洼处，过去大部分是水田、池塘和
沼泽，有十八个村落散布其间。如
一处水泽连天，农民除种植水稻
外，还在池塘里养鱼种荷，被称为

“荷泽洋”，后来成为“荷泽村”。
安淡，比较安静淡然。但历

史上，也小小“出名”过。
那是1936年4月11日，当时

福州影响力最大的官办市民小报
《小民报》，在其“福州公案”专栏
上，刊登八卦新闻，标题为：健安
车馆一幕喜剧，童子急于赚钱被
诱受辱，失踪6日被父寻获，风流
车夫罪应加重。说的是洋头口成
华鼓店学徒陈能启，年17岁，是下
淡乡人，忽然失踪等等情节。那
下淡乡就是现在的安淡。

台江民间传说，有名叫邹文
的御医，随从闽越王郢的第三子，
号“白马三郎”的，在鳝溪射杀恶
鳝时也遇难，死后成神并屡屡显
灵，被奉为医官尊王，以后在安淡
建庙供祀，香火鼎盛，成为福州唯

一的医官尊王庙。
民间还传说，1948年6月，台

江遇大水，把茶亭街最有名、最大
的“一团轩”茶摊整座冲走，漂向安
淡村。最后在安淡村的一座寺庙

“六将厅”前被几棵大榕树挡住。
如今的茶亭公园、儿童公园

所在，就是过去安淡村的大小池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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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区有多处“状元峰”，但
题有“状元峰”摩崖石刻的似乎仅
有两处：其一在鼓楼区的于山，另
一在长乐区的首石山。后者曾是
长乐人心中的神石，岿然屹立，气
势雄伟。有谶云：首石山鸣出大
魁。据说，明永乐十年（1412）、十
六年（1418），首石两度山鸣，长乐
人马铎、李骐相继夺魁，故名之。

据统计，长乐历史上曾出过
11名状元，马铎无疑是其中最具传
奇色彩的，民间有不少关于他的传
说。笔者多次造访马铎故居及其
后人聚居地马厝村，并有幸一睹
《长乐马氏族谱》，结合文献，另辟
蹊径，作如下考证。

关于马铎家世

马铎（1368—1423），字彦声，
号梅岩，长乐大宏里岭前（今潭头
镇岭南村）人，明永乐十年状元。
大宏里原名钦平里，唐咸通十一年
（870），里人林慎思中博学宏词科
第一，故改名。同里出两状元，实
属罕见。

若论姓氏源流，长乐岭南马氏
源自陕西扶风。东汉伏波将军马
援有四兄弟，二哥叫马余。

五代时，马余的后裔辗转迁至
南唐属地饶州乐平（今江西景德镇
市乐平），繁衍五世，时值北宋，马
夔移居福州东门，为入闽始祖。马
夔的孙子马师高赘婿长乐岭南何
氏，遂入籍长乐。马师高务农持
家，生2子，其一名夫记，字时初，仍
姓马，娶武状元陈良彪的侄女为
妻，家业始得壮大。陈良彪是长乐
史上唯一的武状元，马家与之联
姻，得以重新步入士族行列，从此
书香缭绕、门第生辉。

马时初的6个孙子都相当了
得 ，其 中 3 人 同 登 宋 咸 淳 间
（1265—1274）进士，分别为马廷
龙、马廷杰、马廷钧。马廷钧即马
铎的高祖，马铎是他的四世孙。令
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史实，仅
见于《长乐马氏族谱》及马铎的墓
志铭、行状，却失载于各版《福州府
志》及《长乐县志》。同宗的饶州乐
平马氏，倒是在宋淳祐七年（1247）
出了个进士马廷鸾，官至宰相。

如此看来，马铎也算家世显

赫。
马廷钧之弟马廷得四世孙马

镛，即马铎的同辈族弟，迁出长乐
岭南。明宣德（1426—1435）初年，
其子马渭又在四都嵩平里（今长乐
罗联）安家，即今天的马厝村。马
镛七世孙马思理，字达生，号还初，
天启二年（1622）进士，马厝人，曾
任乌程知县，官至南明隆武朝礼部
尚书，后绝食殉国（《明史》却载“尚
书曹学佺、通政使马思理等自缢
死”）。同朝的礼部侍郎黄起有
（《八闽通志》作者黄仲昭曾孙）为
马思理写传记，称他为“永乐状元
铎公之七世孙”。

如今，岭南马氏已日渐式微，
多已外迁至长乐罗联马厝、玉田桃
源等处。马厝是其中最大的一支，
传承、赓续了状元文化，著名的《马
铎代驾郊天图》即收藏于此。

“马乐”“一母孕两状元”
之谬

民间传说马铎原名乐，为避永
乐帝讳，改名铎，《长乐县志》及《长
乐马氏族谱》并无此记载。马铎胞
弟名镇，另有族弟名镛（马厝祖），
族谱所载同辈人名讳皆为“钅”偏
旁，这似乎是国人取名的传统惯
例。再比如马铎的 3个孙子绳、
绎、纯，皆为“纟”偏旁。难不成因
马乐一人避讳，所有不相干的兄弟
都跟着改了名？

更重要的是，古人主要是避皇
帝的名讳，未有避年号一说。更何
况明朝的避讳制度相较前朝及之
后大兴文字狱的清朝宽松多了。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本名中带“元”
字，也没见明朝官修的《元史》把

“元”字给改了。明人沈德符的《万
历野获编》更举了个明显的例子：
明朝皇帝朱允炆年号“建文”，“音
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而且未
回避他父亲朱标的谥号“懿文太
子”；朱允炆的儿子名字也未回避

“文”字。官家尚且如此，遑论山高
皇帝远的长乐岭南马氏。

另一所谓“旷古之奇”的传说
更是从明朝一直流传至今，即长乐
状元马铎、李骐是同一生母。此说
最早可能见于明万历年间王世贞
撰写的野史《皇明奇事述》，说是长
乐马某娶妾，生了儿子马铎，正妻
妒忌她，容不下妾。妾，即马铎生
母，索性离开马家，改嫁同邑李氏，
又生儿子李马。李马即后来的李
骐。书中说这是福建晋江人王怀
中所言。

成书于万历末年、刊印于崇祯
初年的《闽书》，是福建现存的最
早、最完整的省志。《闽书·英旧志》
载：“李骐，字德良，马铎之异父弟
也。其母将生，梦故夫入室，遂名
以为‘马’。”明显又附带了玄奇色
彩。作者何乔远也是晋江人。

同一时期，焦竑的《玉堂丛

语》，冯梦龙的《古今谭概》也提到
“一母孕两状元”之说。但公认的
史实是，书中掺杂不少野史成分，
并不足为信。即使是作为省志的
《闽书》，也被《四库总目》批评为
“援据多舛”。

“一母孕两状元”之说从明至
清，不断添油加醋，到了后期竟成
了正儿八经的志怪小说。如清道
光年间吴炽昌的《客窗闲话》中的
《王梦蛟》一文。

综上所述，“一母孕两状元”仅
是发端于好事者的传言而已，并无
真凭实据，质疑声历来不绝于耳。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自幼
便耳闻传言。他在研考马铎、李骐
的墓志铭后，感叹道：“然则二人，
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说？”

清顺治初年，福建按察使周亮
工曾专门委托长乐知县吕鸣纯查
询此事，邑中前辈的回答是：“无
之”“两家后人亦云世俗谬传”。

沈德符一定没有考察过《长乐
马氏族谱》。谱中保留了状元李骐
写的《故修撰马公行实》，这是马铎
长子马昕委托李骐写的父亲的行
状。文中，李骐回顾了马、李二人
的深厚情谊，“余与公居同里，学同
业，而官又同寅”，又特地提到“公
同母兄弟二人，镇其一也。”这个

“镇”，正是行状中描述的马铎手足
情深的胞弟马镇。或许，当时便已
有相关流言，李骐想借此澄清事实
吧。毕竟，生母再嫁，无论何时都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更何况礼教森
严的封建社会。也难怪马氏族谱
斥流言“大伤风化”。

再看马铎、李骐的墓志铭。
马、李的墓志铭分别由杨士奇、杨荣
撰写，二杨与杨溥并称正统朝“内阁
三杨”，权倾一时。马铎“母卓氏，生
母林氏”（亦见于族谱世系图及《永
乐十年进士登科录》），李骐“嫡母叶
氏……继母黄氏”。李的生母即嫡
母叶氏，马的生母林氏在马出仕前
便已离世，绝非同一人。

同为长乐状元的马铎、李骐
确有相似之处，只因姓名中皆有

“马”字（李骐原名李马，御赐改名
为“骐”），便被好事者牵强附会出
了绵延数百年的故事，倒也堪称
传奇。

见义勇为的马状元

马铎生于明洪武元年（1368），
见证了明朝国势的渐长。他天资
聪颖，博学通经，人称“马五经”，但
直到年过不惑才以贡生的身份中
应天府乡试第18名，次年会试第
40名，状元及第时已45岁，授翰林
院修撰。

永乐帝两幸北京，皆命马铎留
侍监国以辅佐太子朱高炽。朱高
炽就是后来的明仁宗，他经常对侍
臣杨士奇说：“马铎，可谓质实无伪
者矣。”杨士奇也评价马铎“为人耿
介，伉直无崖岸”。

或许正因为“质实”“伉直”，马
状元始终未能在封建官场获得真
正的提拔重用，终其一生仅停留于
修撰（从六品）一职，仅在官缺时两
次署理翰林学士，一次署理南京国
子祭酒。

有一次，永乐帝自北京派人赐
予南京国子监御制书籍，国子监师
生们欲往谢恩。此时，国子祭酒一
职空缺已超过1个月，群龙无首，
恰逢马铎前来署理。初来乍到、风
尘仆仆的他收拾行装就准备率众
人偕行。众人善意劝阻，纷纷要奉
送差旅费。他婉言谢绝：“铎乃用
此烦劳诸君耶？！”这个差旅费称为

“道里费”，本是明朝官员上任时的
路费津贴，其“质实”可见一斑。

生活中，马铎乐于助人、古道
热肠。其墓志铭及行状均提到一
件鲜为人知的事：马铎在南京曾构
筑一室，名为“东阜小楼”，楼前不
远有一水池，深可数尺。某日，马
铎隐隐听到池中有人声，便命仆人
前往探视，竟发现有人在水中挣
扎，几近溺毙。他急忙救人出水，
为之换衣、喂食、熬药，“其人赖以
全活”。马铎本人却“绝口不谈其
事”。不知他是否见于典籍的唯一
的一位见义勇为的状元？

任劳任怨12年后，永乐二十一
年（1423）六月初六，修撰公马铎病
逝于北京翰林院官邸，享年56岁。
永乐十年探花王钰为他致哀辞。

遗憾的是，浩瀚的官修《明史》
竟找不到马状元的蛛丝马迹，倒是
民间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仍在广泛
流传，比如“一日君”“代驾郊天”。

□访古探幽 ■林小龙 文/图

状元马铎家世与生平再考

□闽都地名趣谈 ■林山 话说“安淡”

▲《永乐十年进
士登科录》记载的状
元马铎三代履历。

◀长乐首石山
状元峰摩崖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