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巡抚—杨汝经 

 
杨汝经[明]，字石夫，东岗镇杨家寨人，幼孤家贫，跟

了睢州一户姓许的人家。得中崇祯九年(1636)河南乡试第二

名举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后恢复杨

姓。崇祯十三年(1640)任井陉道兵备副使。时值明末荒乱，

所辖郡县衰败，百姓逃散，土地荒芜，杨汝经推行寓兵于农

的方法，改乡兵为恳丁，以农正之官监督恳丁进行农业生产，

让他们平时没有军事时拿起农具进行生产，有战事就拿起武

器战斗。真定郡为南北交通要冲，杨汝经命令临大道的县派

遣差役，偏僻的县协助，驿站因此没有受到干扰。后升佥都

御史，巡抚甘肃。上任途中住到林县。听说北京被李自成占

领、崇祯皇帝自杀的事后，打算到南京去投奔明朝的南京政

权，走到山东东明县时，林县的李自成官兵捉住了他的胞弟

杨汝绣和同族兄长杨汝素。杨汝经于是带着壮丁一百余人骑

马返回救人。到达后与李自成官兵激战后被捉。来到县城后，

闯军县官为他松绑，劝他投降，杨汝经宁死不屈。于是又命

一乡绅劝说，杨汝经正色喝叱乡绅，乡绅感到惭愧，怂恿闯

军县官把他投入监狱。又令狱卒劝说，始终没有答应。闯军

县官知道他意志坚强，于是杀死杨汝绣和杨汝素威胁他，仍

然没有投降。最后闯军县官把他杀死在狱中。狱卒被他的坚

强意志感动，收敛埋葬了他。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



朝廷特赐谥号“节愍”。民国十一年(1922)林县政府又把杨汝

经供入乡贤祠堂祀俸。《明史》把他的事迹列入“忠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