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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震：口碑载道的镇国将军
□首席记者 张广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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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震的人生基调，几乎从出生起就已确定：

他会成为一名武将。
在孟津县城关镇牛步河村，68岁的许孝裕

拿出厚厚的许氏家谱，家谱中收录有张文为许震
所撰的墓志铭，里面记述了许震的生平。

公元1425年，许震出生于山东一个武将世
家。他的曾祖父名叫许复初，是元末明初人，曾
在攻打元军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许复
初积劳成疾，其军职先后由儿子许云、孙子许胜
承袭，许家迁到了河北永清。

许震深受家庭影响，自幼熟读兵书，弓马娴
熟。许胜是许震的伯父，他年老无子，去世后便
由许震承袭军职。年轻的许震开始了戎马生涯，
不久即在著名的“土木之变”中崭露头角。

所谓“土木之变”，是蒙古瓦剌贵族也先对明
王朝发动的一场战争。瓦剌即西蒙古，当时实力
比较强大，常骚扰明王朝的边境。明英宗正统十
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也先以求娶明朝公主
被拒为借口，兵分四路南下进攻。

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年轻气盛，经不起宦
官王振苦劝，决定御驾亲征，迎战瓦剌大军。明
军行至大同，发现形势不妙，便向土木堡（今河
北怀来东）仓皇撤退。王振与明英宗夜宿土木
堡，不料半夜被瓦剌大军包围，明军全军覆没，
王振被杀，明英宗被活捉，这就是“土木之变”的
经过。

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朝廷，有人主战，有
人主降，最后以大臣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
风。于谦建议另立新君，断绝也先以明英宗来要
挟明王朝的念头，同时调集各地兵力，奋力抗击
瓦剌大军。

这使也先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第二年，他又
率军攻打明王朝，却屡吃败仗，只好将明英宗送
回，主动议和。许震此时只有26岁，在击退瓦剌
大军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为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
了基础。

出身武将世家
曾历“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时，于谦等人拥立了新君
朱祁钰，他是朱祁镇同父异母的弟弟。

前后不过一年，明英宗回来了，这可怎么办？
朱祁钰十分烦恼，干脆将明英宗软禁起来，在南宫
一关就是7年。

公元1457年年初，30岁的朱祁钰病重，有人
趁机将被软禁的朱祁镇解救出来，朱祁镇再次登
基，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钰不久病死，因他在位
8年，年号一直为“景泰”，人们便称他为景泰帝。
瓷器景泰蓝的得名，也和这个年号有关。

重登帝位的明英宗没有闲着，下令逮捕了兵
部尚书于谦，将其处死，许多与于谦亲近的官员也
受到牵连。许震则因抗击瓦剌大军时表现突出，
被调到河南任军政管事，驻守洛阳。

公元1458年，许震举家离开河北永清，来到
河南洛阳，“初居洛阳城北门里”，后移居牛步河
村，遂为这里的许姓始祖。

驻守洛阳期间，许震以仁恕之心待人，维持
一方安宁，使得“军民悦服，士官推重，僚属敬
仰”，口碑非常不错。明宪宗成化七年（公元
1471年）秋，巡按到洛阳视察，见官员们一致称
赞许震，便向朝廷递了奏章，许震很快升职。没
过多久，朝廷又命许震兼守南阳、信阳等地。许
震做事踏实，不辞劳苦，每到一处都能得到人们
的赞誉。

公元1485年，年满60岁的许震卸任，在牛步
河村安享晚年。不过，只要朝廷征召，他仍会挺
身而出，为国解难。比如在他68岁那年，四川匪
首杨一龙作乱，朝野人心不安，许震奉命前去平
乱。他恩威并施，很快瓦解了叛军的战斗力。

“许震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不过他的功绩在那
里摆着，朝廷都看得到。”许孝裕说，公元1505年，
许震被封为镇国将军，当年十一月因病去世，葬于
瀍河北岸邙山之阳。如今每到清明节前，不少许
氏后人都会去上坟，“一般有五六百人”。

举家迁居洛阳
被封镇国将军2 3 墓葬曾被盗掘

至交撰墓志铭

许震是谁？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这位明代的镇国将军家住洛阳，葬在邙山，是孟津县城关镇
牛步河村的许姓始祖。他与洛阳人张文同朝为官，结为至交，连墓志铭都是时为监察御史的张文所撰。

500多年前，他们经历过怎样轰轰烈烈的人生？
许震与张文（上）

今天的牛步河村有许震纪念碑，不过，许
震的墓并不在村中。前段时间，我到村中寻
访许氏后人，66岁的许广池冒雨带我去看许
震墓。

“许震墓在西边的邻村，我们叫‘镇国将
军坟’，以前人们都知道，现在不太好找了。”
他说。果然，我们走过一段泥路，又问了在雨
中刨花生的两个村民，才在一个土坡下的桃
林中找到一通墓碑，上书“明镇国将军许公威
九之墓”，字迹已有些模糊。

据许氏家谱记载，1933年，许震墓曾被
盗掘，还好墓志没被盗走，“启读之，始知震祖
为迁河南洛阳牛步河之始祖也”。这方对许
氏后人意义重大的墓志，由“文林郎监察御史
伊西张文撰写，文林郎侍经筵福建道监察御
史嵩南李兴书丹，中顺大夫湖广右布政使洛
阳毕孝篆盖”。这三个人都是洛阳人，其中张
文更是许震的至交。

据张文的后人张尧安说，他通过张文的
墓志及其他史料得知，许震81岁那年被封为
镇国将军，奉诏巡按浙江，当年十一月病逝于
浙江富阳。那时张文正在杭州巡查盐法，听
到噩耗后立即赶往富阳，帮助处理后事，并护
送许震的灵柩回了洛阳。

许震的子孙泣请张文为墓志撰文，张文
以自己“素为公所知，而知公者亦莫如文也”，
遂答应下来，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明代镇国将
军许震的第一手资料。

今天的许震墓不见墓冢，仅余的墓碑也
因损坏而修补过。至于那方墓志，据许氏家
谱记载，当时仅将文字抄录，之后又将其放回
了墓中。

张文去世后葬在伊川，至今墓碑仍
在。作为明代重臣，他的人生际遇，我们下
篇再叙。

“土木之变”形势图（资料图片）许震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