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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清廉”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

今来，许多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清官廉吏受到百姓的崇敬与

爱戴，他们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的故事久久传颂。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及思想家给 “清廉”赋予了丰富的语

义和深厚的内涵: “清”，本义是清白、清廉、清高，“清则无

欲”，寓意朴实无华、表里如一，与 “奢”相对; “廉”，本义

是廉洁、廉明，不苟取、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与 “贪”相

对。不“奢”不 “贪”，是为清廉。史书中频繁出现对 “清

白”、“清淳”、“清正”、“廉明”、“廉能”、“廉洁”等道德素

养和政治品格的推崇，以及对 “清官”、 “廉吏”的褒扬。提

倡为人为官要清白廉洁、清正廉明，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受

贿，拒腐蚀、永不沾，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总结出了深刻的治国安

邦的廉政经验。廉政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原始社

会就形成了朴素的民主监督制度; 到西周时期，“廉”已成为

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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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优劣;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掌控，

巡视监察的内容不仅包括检举查办腐败犯法行为，还将骄躁淫

暴、不孝父母、不执行政令等纳入巡察之列，要求官员清正廉

洁。孔子注重廉政文化和道德修行，提出 “政者，正也。子率

以正，孰敢不正”，重视掌权者自身修养、自律精神对正确用

权的作用，品德良好的官员能将权力运用于为社会和人民谋幸

福。古人认为，“廉者，政之本也”， “官德廉为本”， “公生

明，廉生威”。因此，“欲治国，则必先重吏治; 欲治吏，则必

先重清廉”。管子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

张，国乃灭之。”把“廉”列为维系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四大

支柱之一。 《周礼·天官》明确记载治理官府、考察官吏之

“六计”是: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洁，六曰廉辨。”廉善，指行善举、办善事，善于排解矛

盾，做事善始善终，讲的是思想和行为; 廉能，指做事措施

好、办法佳、魄力足，能贯彻执行好政令，能打开工作局面，

讲的是能力; 廉敬，指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公而忘私、鞠躬

尽瘁，讲的是敬业精神; 廉正，指品行方正、作风朴实、洁身

自守、浩然正气，讲的是人品; 廉洁，指不徇私情、不阿权

贵、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讲的是气节; 廉辨，指明察秋毫、

显微知著、能辨是非、敏捷犀利，讲的是眼光。不难看出，古

代的“廉”不只是今日字典所释 “不贪污、不占便宜”之意，

其原意是比喻有棱角且锋利，引申意为方正、高洁、清白、俭

约、公平、不苟、明察等。“廉”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更是

一种治国思想，把 “廉”提到了立国执政的崇高地位。以这

“六计”为考察标准，对官员的要求可谓完善备至，强调了为

官清廉、“以廉为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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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

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

的标准，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 又如形式多样的廉事、廉诗、

廉文、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这些都贯穿了 “百行德

为先，治政廉为首”的思想。历朝历代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

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涌现了许多清廉守正、严于执

法、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他们有的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有

的一身正气，惩贪倡廉; 有的洁身拒贿，慎独自律; 有的公正

廉明，执法如山; 有的忧国忧民，笃功务实; 有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有的夙兴夜寐、廉洁勤政，抱定 “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有的位卑不敢忘忧国，体

恤苍生，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作为廉

士，不管是为政一方的地方小吏，还是身居高位的朝中重臣，

他们都有着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拒腐反贪、爱民如子的高尚

品德。在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江山社稷的重托，也肩负着黎民

百姓的希望，给封建王朝的腐败官场吹进了缕缕清风，成为后

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尽管由于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清廉不可避免地

带有一定民族的、地域的、阶级的狭隘性，刻上历史与时代的

烙印，但它仍不失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到了近现代，

这种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扬，并被赋予了时代的、全新的内容，

那就是率先垂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1936 年美

国记者斯诺秘密访问延安时，看到毛泽东住处四壁黄土，穿的

是打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南瓜汤; 周恩来睡的是土炕; 彭

德怀穿的是用缴获的降落伞缝制的背心时，他被中国共产党人

的清廉精神感动。他断言，这种作风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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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这种力量称之为 “东方魔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神州大地发生的巨变已经证明: 清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更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是胜利之本。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未来我们要取得更大的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

命，需要继续发扬清廉精神，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需要树立正

确的清正廉洁观。“清”就是政治清明: 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政治敏锐性，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急

剧转型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冷静对待成绩，清醒分析问题; 要

永远与人民在一起，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

“正”就是正气在身: 做人要正派，办事要公正，从政要走正

道; 要坚持原则、敢于负责，不以私情废公事，不拿原则做交

易。“廉”就是为政以廉: 要坚守信念防线、道德防线、法纪

防线，不用公权谋取私利; 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扎实的措施

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一手抓改革，从源头

上防范用人腐败，一手抓整治，坚决不让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拉票贿选者得利。“洁”就是洁身自好: 要加强品行修养，

培养健康情趣，节制不良欲望，不去低俗场所; 要择善而交，

见贤思齐。

古廉今鉴。本书以中华民族历史为叙述背景，以名垂千古

的清官廉吏的事迹为线索，讲述了从 “夏”至 “清”历代卓

然特立的 44 位历史人物的清廉故事，以史实为依据，真实客

观地展现其人其事，并力求突出知识性、启迪性、趣味性、可

读性。清廉关系个人毁誉、政权得失、国家兴衰，目前反腐倡

廉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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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贯彻落实中央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翻翻咱们的家谱，心灵一定会被老祖宗的

冰操清节触动而震撼。他们是广大党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以德为政的明镜史鉴，是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敬廉崇洁、

立志修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

位观、利益观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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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

　　
禹
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

四千多年前的上古尧、舜时代，出现过一次洪水泛滥的特

大灾难，受灾地区很广，损失很大，情形非常严重。时值尧当

政，即委任鲧作为治水总管，命他设法平定洪水，拯救灾民。

可是鲧忙了九年，毫无成绩。原来他的治水方法主要是积土阻

水，筑堤建坝。因为水势太猛，阻挡不了，所以终于失败。鲧

因此被处死。

尧让位给舜以后，舜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并总

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依据山形地势和河

流位置，全面规划水道，让水由小渠流入江河，由江河再流向大

海。这样有计划地设计、施工治水工程，领导各地百姓同洪水搏

斗，经过整整十三年，终于消除了洪水泛滥的灾祸，取得了成功。

在这十三年中，禹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和辛苦的。许多地方

他都到过，许多工程他都亲自参加。据说浙江的会稽山，就是

因为禹在那里会聚计议过治水工程而得名。黄河的龙门、三门

峡，都是禹领导开凿的。禹也疏导过长江的上游，在巫山，曾

因施工失误，错开了一道峡谷，这 “错开峡”，就成了现在四

川巫山县的一个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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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继承了尧和舜的美德。尧俭朴，古书 《韩非子》说他虽

贵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却住在用参差不齐的茅草盖成的屋子

里，喝的是野菜汤，吃的是粗米饭，身上穿的是粗麻布衣服，

天气冷了加一件鹿皮挡挡风寒，使用的器皿不过是土碗土钵。

舜宽厚，曾几次被继母和同父异母弟弟陷害，险遭命危之灾，

都因贤惠而机智的妻子的巧设计策而逢凶化吉，但当他被大家

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却不计前仇，宽厚地对待了他的继

母和弟弟，使得他的仇人都被感化向善了。禹以德化人，工作

态度严肃认真，私人生活无暇顾及。禹因治水，经常住在低洼

潮湿之地，得了关节炎，走路一颠一跛的，很是吃力。由于长

年受风吹雨淋，在污泥脏水中滚打，他的手掌、脚底都长满了

厚茧，指甲也磨坏了，皮肤晒得黝黑粗糙。 《庄子·天下篇》

用六个字描写禹治水的劳苦：“沐甚雨，栉疾风。”意思是暴雨

洗头，大风梳发。虽是简短的六个字，描写得却很生动。

禹一直到三十岁都迟迟不结婚，过着单身的生活，为的是

集中精力把洪水治好。后来在涂山 （今浙江绍兴县西北）遇到

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心中很是爱慕，可是没有谈上几句话，

就急急忙忙出发视察灾区去了。女娇也敬爱禹，天天盼望再见

到他，好不容易盼来，草草结了婚，婚后才四天，禹又走了。

后来，女娇被送到禹的老家安邑去住。但是，十三年中，禹很

难回安邑。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几次到过家乡，而且曾经三次

经过自己的家门口，还听到孩子正在哇哇地哭，可是都因为任

务要紧，没有工夫到家里去看看。他说： “时间宝贵啊！即使

是短短的一寸光阴，也必须爱惜、争取、利用！”

禹治水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件了不起的工程，成为我国古代

人民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时代，鲁国昭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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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元前５４１年）时，当时的一个名叫刘定公的人还说：

“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意思是说，禹的功

劳实在太伟大了，他给后人的德惠影响深远。假如没有禹，我

们早成为鱼虾了。史学家们还考证，在我国古老的铜器铭文

里，也有关于禹治水的记载，说他是 “平水土定九州的人”。

禹为百姓勇于吃苦，公而忘私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称

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禹的

清廉为民精神，永远被后人传颂着，成为我国人民优秀传统美

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我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关

于禹的遗址。河南开封有 “禹王台”，传说他曾在治水时住过

这里；禹县有 “禹王锁蛟井”，相传禹曾在此降服兴风作浪的

蛟龙。浙江绍兴有 “禹庙”和 “大禹陵”，传说他晚年在此大

会诸侯，在这里去世。此外，现在山西省的河津县还有 “禹门

口”、夏县有 “禹王城”，相传禹曾在这些地方凿山治水等等。

这些遗址，都说明了人们对这位上古时期治水英雄的怀念和尊

敬。１９世纪初的法国学者雷缪塞这样惊叹地说：大禹治理了两

条大河，这两条大河的宽度以及流速相当于美洲那些大河的宽

度与流速，大禹还把成百条小河流的水引入１０万平方公里以

上的广阔土地。这一壮举，使这位著名的汉学家称赞中国人是

“一个一向培植和尊重知识的民族”。

禹的重大功绩不仅在于治理洪水，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

乐业，更重要的是结束了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

态，创造了 “国家”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在各诸侯的拥

戴下，五十三岁的禹正式即王位，以安邑 （今山西夏县）为都

城，国号夏。夏禹王是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的伟大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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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尹
帝王之师，乐道守义

伊尹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有名的贤能良相，帝王之师，商王

朝的开国元勋。关于他的身世，古籍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有个采桑女子在一次采桑时，从一棵空心桑树的树洞里面发现

了一个婴儿，就把他献给了部落首领，部落首领让他的厨师抚

养这个孩子，同时派人调查这个孩子的来历。原来这个孩子的

母亲居住在伊河上游，怀着这孩子时，曾梦见一位神仙告诉

她： “看到石臼出水时，赶快往东一直跑，千万不要回头看。”

第二天，她看见石臼真的出水了，就告诉了乡亲们，大家一同

向东跑，一直跑了十里地左右，因担心乡亲们的安危，她忍不

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身后一片汪洋，她居住的村子早已被洪

水淹没了。由于违反了神的告诫，她的身体化成一棵桑树，她

生下的婴儿就在这棵空心桑树的树洞中。婴儿因出生在伊水

边，所以起名为伊，尹是官名，相当于宰相。这虽是个神话传

说，但反映了伊尹幼年不寻常的经历，折射出他不寻常的一

生。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医

药、烹调、农业生产技术改良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

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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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治国之道。他曾躬耕于田野，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终生对

劳动人民充满深情，出于对劳动人民的质朴感情，出于对社会

现实的深入了解，伊尹十分希望能够有一个像尧舜那样的贤明

君主出现，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人民带来幸福安定的生

活，他自己也十分向往尧舜的治国之道，逐渐滋生了为天下百

姓谋福利的强烈愿望。

伊尹 “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如果不合乎道

义，哪怕是一点小东西也不会给别人，也不会向别人要一点小

东西。成汤 （商朝开国君主）听说他很贤明，便派人带着币帛

去召他为官，他却不动声色地说： “我为什么要接受汤的聘礼

呢？何如我现在这样身居田野之中，由此以攻习尧舜之道为

乐？”成汤亲自去聘请他，伊尹深受感动，遂答应了请求。当

伊尹到达商的都城亳 （今河南商丘）时，成汤为伊尹特意举行

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虔诚地向伊尹请教治国安邦的计谋。

伊尹为了使自己的劝告和说法有感染力，经常亲自安排

鼎、俎一类的炊具，以高超的烹饪技术为成汤做出一道道别具

风味的菜肴，并借成汤品味之机，给他讲许多治国安邦的道

理，从五味调和、荤素搭配、凉菜热菜调配、四季饭菜不同、

五谷的妙用、田野各类植物的妙用等，讲到君臣相处、君民关

系、国家关系、治国方略等国家政务大事。伊尹说：要想成就

王业，“不可强为，必先知道”。意思是要顺应形势的发展，就

要先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久而久之，成汤认识到他的才能非

凡，对他越来越信任，最终让他做了自己的老师和左右手，全

面参与国家各个方面的管理，和自己一道治理整个国家。孟子

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以尧舜之

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可见伊尹是我国第一个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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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师，伊尹教给成汤谋划灭夏的方略和治国驭民之道。

伊尹取得了成汤的完全信任后，果敢地担负起全方位辅佐

成汤治理商国的重担。他为政十分干练，处理政务有条不紊，

治理国家像他做饭菜一样井然有序，任何事情都做得十分圆满

周到，游刃有余。由于他为政治国十分高妙，治理一个偌大的

国家，如同煎一条小鱼一样简单，后人对他的为政艺术万分钦

佩，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典故。

商国当时只是夏王朝的一个属国，成汤开始并没有灭夏之

意，得到伊尹这位大贤人后，就把他献给夏桀。因为夏桀荒淫

残暴，成汤想以伊尹的贤明来辅佐他，使他改恶从善，可是夏

桀根本不听伊尹的意见。商国在成汤和伊尹的合力治理下迅速

强大起来，这时的夏王朝，则更加腐败，为救民众于水火之

中，伊尹佐商伐夏，彻底推翻了夏王朝的残暴腐朽统治，建立

了繁荣强盛的商王朝。伊尹也因此成了灭夏建商的开国元勋，

成为名垂青史德耀千秋的治世名相。

成汤死后，伊尹辅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由成汤

之嫡长孙太甲继位。传说，太甲不遵守成汤的大政方针，为了

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

之地桐宫，并著 《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

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

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

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

认识了自己的过错，终于悔悟，改恶从善了。太甲说： “天作

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逭。”意思是天降的灾祸尚可躲避，

而自己所犯的罪孽，则是无可逃避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

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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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

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

了清明的局面。

伊尹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百姓利益出发，不畏人言，不怕

被世人诟骂猜忌，果敢放逐太甲，教导太甲，令其悔过，在其

悔过后又迎还太甲，还政于太甲，其胆识谋略、政治威望、人

格魅力可见一斑。正是因为伊尹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良好的

道德操守、无私的精神品格，毫无篡位之心，他的所作所为才

能够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他的这一系列富有伟大政治家

胆略与崇高精神境界的作为，更加增添了他的精神魅力。

伊尹主张 “居上克明，为下克忠”。做国王的要始终如一

地注意自身道德修养，使自己 “时乃日新”，处于时时追求新

的状态中。他还强调 “任官唯贤才，左右惟其人”。主张尊贤、

用贤，用人适当。他强调 “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做大臣

的要上对天子负责，下保庶民安定，并视此为大臣之职。苏东

坡著 《伊尹论》称赞伊尹是 “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

夸赞伊尹不以私利动心，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

故临大事而不乱”。

由上可见，伊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贤相，不仅授

成汤以帝王之术，辅佐成汤建立商朝，取得天下，而且对不守

成汤法度，胡作非为的太甲的教育，也是卓见成效。伊尹当了

商朝几个国王的相，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多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基础，被后人尊为 “元圣”，是名副其实的乐道守义的帝王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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