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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

创新。”①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为人、做官、理政等方

面的丰厚精神滋养,我们从典籍、方志及阆中学界的研究成果中,收集整理

与阆中相关的历代官员事迹资料,编成了 《阆中历代贤官良将》一书,作为

我市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参考读本。

二、阆中历史悠久,是历代王朝统治西南一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兵

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史载两千多年来有姓名的官员很多。我们秉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 “于史有据、于今可鉴”的标准,选择汉代至清末一些历来公

认的贤官良将,将他们的事迹加以通俗地表述,分为清正廉洁、循良善政、

爱民恤困、尽职报国、忠孝仁义五个篇目,分别按时代顺序编排。

三、历史上许多好官堪称是德、能、绩兼优的全才,如北宋宰相陈尧佐、明

代五省总制任维贤、清代分巡川北兵备道黎学锦等,既清廉正直、忠孝仁义,又

循良爱民、政绩卓著,把他们列入五个篇目中的哪一篇都可以,但碍于既定的编

目,只能择其最突出的方面列入一篇,这并不影响对他们事迹的全面介绍。

四、所有编入的官员在其姓名前都冠以官职。鉴于古代官员一般不能在

乡籍所在地任职,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来阆中任职的 “父母官”,无论之

后升迁为多高的职务,只冠以在阆中所任的较高官职。如元代南阳人畅师

文,莅阆任 “东川枢密院保宁府都事”,又升为 “承制政同知保宁路事”,以

后调走官升 “佥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拜监察御史”,则按在阆较高职

务,标名为 “元·保宁路同知畅师文”。二是籍贯是阆中、在全国各地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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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的讲话。



的乡贤,则冠以一生中的最高官职。如北宋阆中籍状元陈尧叟,从初授中央

机构小官 “光禄寺丞、直史馆”,后调地方、回中央历经多次升迁,官至

“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还加虚衔 “检校太傅、开府仪同三

司”,则按最高实职,标名为 “宋·宰相陈尧叟”。

五、历代有任武职的将官,刚正忠勇,在当时的战事中立下功勋,甚至

壮烈献身,历代列为 “忠烈”而受到表彰甚至崇祀,史册有载。这中间有维

护国家统一、抗击侵略和平叛战争中的英雄,如在新疆、西藏平息境外势力

支持的叛国集团而立功的清代蒙应瑞、张朝良等,自当列入书中;此外,也

有如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张宪等;还有在镇压农民起义 (如太平天国、捻

军、白莲教等)中立功或殉职的金玉麟、马德昭、王万钊等。这几种情况属

于国内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社会背景和

发生原因,于今史学界有很多争论,不好作武断的政治解读。从历史的眼光

看,他们当时是出于 “忠君”和对国家稳定、百姓安宁尽责,并无谋私的动

机和表现,所以有选择地列入书中。

六、忠孝仁义,是古代官员修身、养德的基本要求,古代 “为官之道”的

核心内涵。到今天,其积极的方面,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继承和弘扬的传统美

德。所以择其典型者,专列一篇。而据史志记载,有些已具当官资格的贡生和

取得初步功名的生员,他们虽还不是官员,但作为官员的后备军,与官员一样

要求自己崇德守节,有令人感动的突出表现,特作为此篇的附件列于最后。

七、为增加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对阆中历史文化的了解,在介绍有些资

料较详的人物时,不仅叙述了相关篇目主题的事迹,对其他方面的才能和贡

献也连带作了考述。如介绍蜀汉巴西太守张飞时,不仅详述了他 “虎臣良

牧”的政绩功业,对人们感兴趣的张飞书法等也作了介绍。

八、为方便读者阅读,所有古地名在其后括号中标注了今地名或所在位

置,如广东香山 (今广东中山)。各朝代年号纪年,按有关规定以括号标注

公元纪年,如明天启元年 (1621)。文中对各朝代官职、有关重大事件和人

物以及不易理解的词语,作了注释。

编 者

201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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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

们最深厚的文化实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① 源远

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和宝贵的精神品

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党和人民思想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古

代廉政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

和社会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的历史,了解

古代廉政文化,考究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

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共阆中市纪委为搞好

廉政教育,组织编写了 《阆中古代贤官良将》一书,并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廉

政教育参考读本。这是深入贯彻习总书记指示,弘扬传统文化基因,以本地

历史人物为镜子,借鉴历史经验,反思过往得失,从古人 “官德修养” “为

官之道”的启示中,深化理解新时期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

一种新思路、新措施;是探索搭建 “古为今用”的廉政文化教育新平台,落

实党的廉政建设目标要求的一种新尝试、新举措。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

的。

阆中作为古代巴蜀重镇,建县两千三百多年,曾为巴国都城,后历朝为

郡、州、军、府、道、镇治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阆中任职和阆中籍

在外地任职的各级官吏中,不乏清廉勤政的贤官良将。本书根据史志,选列

自汉代以来的116位官吏,从清正廉洁、循良善政、爱民恤困、尽职报国、

忠孝仁义五个方面,分别介绍他们修身、从政的事迹,较全面地展现了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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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好官重孝廉、崇节俭、存敬畏、遵法度的历史形象,展示了代代相传的贤官

良将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其中廉洁勤政的官吏素材、典型事

例、英杰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养料,正是我们反腐倡廉应从中汲取的宝

贵思想营养。

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廉政教育要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持续深入地进

行。百官廉,百姓安。本书通过挖掘和展示具有浓郁地方气息的清廉文化,

可以更好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遵规守纪、警钟长鸣、清廉为官;

可以更好地引导全社会共同弘扬包括清廉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愿这本书能在廉政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让

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代代传承弘扬,让清廉文化之风吹遍全社会,让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之花遍地盛开!

中共阆中市委书记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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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

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①

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文化,认知和体会古人的为官之道,

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很有好处,应是必修之课。

官员是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主事者,是国家的代表、社会的脊梁、老

百姓的主心骨。一个时代官风正,则民心顺,有了贤良的好官,才能稳定安

宁、发展进步;一个部门或地方有了好的官员,才能风清民淳,兴盛繁荣。

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了好官,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有 “靠头” “盼

头”。贤官良吏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也许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表述,但有

基本的共同点,强调为官者要在忠实于统治者的前提下,做到清廉、公正、

勤政、爱民。清廉者才能真正做到公正、公平,也才能勤于政事、为民造

福。清正是基础,为民是根本。有官员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

红薯。”一心为民做主的好官,必定是清正廉洁之官。从古至今,老百姓最

爱清官、好官,最恨贪官、赃官。古代百姓对官员的愿望和期盼,与朝廷对

官员的要求在客观上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今天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

仆,党和国家对干部的要求,都是从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的,与

人民群众的期求完全相同。

“治国即治吏,治贪先治官。”雍正皇帝这句话,道出了历代有作为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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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和思想家的共识。出于维护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的需要,历朝统治者不

仅十分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而且对官员的修养、德操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官员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进行严格地规范。

阆中道台衙门仪门与大堂之间,有一座 “公生明”石牌坊,朝大堂那一

面,刻有宋朝大文豪黄庭坚书写的官箴 《御制戒石铭》。在衙门中竖起这样

一个牌坊,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得从 “官箴”说起。

“官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道风景。箴,意为告诫、规劝。官箴是

统治者对官员的要求、警诫,其实就是对官员们提出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要

求。“箴”作为古人修身治事的思考与总结,逐渐演变形成了一种 “座右铭”

式的文体。可以说,官箴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官箴文化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已有 《虞人之箴》,秦代云梦竹简中载有

《为吏之道》,汉朝制定有 《司空箴》《尚书箴》《廷尉箴》等数十种官箴;唐

太宗李世民曾亲自撰写 《百字箴》,其 “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取本分

之财”“戒无名之酒”等内容至今读来仍令人精神一振,感人至深。唐以后

出自今四川的 “戒石铭”,更成了宋以后历朝皇帝明令必须刻于官衙,让官

员天天看得见的铭文。

五代十国末期,后蜀孟知祥称帝,给曾经患难与共打江山的功臣们待遇

宽厚。而这些将相官吏并不满足,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堪言。后主

孟昶继位后,为整饬吏治,于广政四年 (941)亲撰二十四句 《颁令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以此诫谕地方官要爱护百姓,不做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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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宋太祖灭掉后蜀,俘虏了后来变得骄奢淫逸的孟昶。鉴于前蜀、后蜀政

治腐败的历史教训,宋太宗将孟昶的二十四句 《颁令箴》缩写为四句十六

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 (983),将这十六字颁示天下,作为全国各级官

员的官箴。至南宋绍兴二年 (1132),高宗赵构又将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书

写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令刻在大石头上,立于衙署大堂前,这十六

个字被称作 《御制戒石铭》。到明朝,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将 《戒石铭》

刻碑竖立于进入大堂的甬道中,使官员进出熟视,铭记不忘,并建亭保护,

故有 “戒石亭”之称。清代沿袭明制,因在通道中立石进出不便,令改为牌

坊,在坊额镌刻黄庭坚所书 《戒石铭》,称为 “戒石坊”。官员进出或坐堂理

事,抬头可见牌坊十六字铭文,以提醒其秉公办事,若徇私枉法,天理不

容。

明代刻于碑上的戒石铭 清代戒石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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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书 《御制戒石铭》

宋代倡导修身为本,除皇帝命令刻十六字戒石铭作官箴外,还出现部门

和地方的各种官箴作品。吕本中所撰 《官箴》以 “清、慎、勤”三字,以为

当官之法,直接影响到明清。清康熙皇帝把这三字作为钦定官箴颁行。乾

隆、嘉庆时期著名学者赵翼在 《陔余丛考·清慎勤匾》条中记载: “各衙署

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

川北道署二堂悬有清慎勤匾额

清代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段官箴,当推连平颜氏三代①相沿推崇的三十六

字箴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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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愠,廉则

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此箴还有无极县郭允礼等多个版本,但以连平颜氏所持版本义理词句最

为严饬畅达。颜氏三代训诫相传,出仕以此箴为圭臬,置于座右,时时警醒

自励。这三十六字是古代官箴中的杰出代表作,它提出了以 “公廉”为核心

的做官准则,也涉及了 “明”“能”“严”“威”等古代官员的行为要求。其

中 “公生明”三字作为官场箴规最为精紧之语,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

末,清代被刻在戒石坊的南额,戒石坊也被称作 “公生明牌坊”。阆中的川

北道署将颜本三十六字官箴刻在道员休憩和待客的三堂墙壁,同时还刻有清

代三朝名臣孙嘉淦题于直隶总督府的 《居官八约》:

川北道署三堂壁上悬挂的三十六字官箴和四十二字 《居官八约》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

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这四十二字的意思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骄傲

自大;权势不可争夺;功劳不可显露;办事兴利除弊不拖泥带水;语言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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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不说空话套话;不攀附权贵结党营私;勤俭节约保持清正廉明。 《居官

八约》短短的四十二字,却概括了事君、共人、避争、藏功、止事、简言、

守独、清廉等内容,被看成是为官做人的八项基本原则,有清一代被奉为官

箴,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孙嘉淦是康、雍、乾三朝敢言直谏的名臣,一生正直清廉,敢于直言争

辩,上疏直谏,驱邪扶正。他无论居住乡间,还是任职朝中,都能至诚待

人,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清官。

阆中这个山川形胜、人文化成的礼义之地,从秦以后的川北首县,到历

代郡、州、军、府、道、镇治所,宋末一度为川陕宣抚处置司指挥中心,清

初二十年为四川省会,世世代代有多少才杰名士来阆中做官,又有多少阆中

英才俊彦离开家乡到各地任职,在历朝官箴的教育、熏陶下,这中间确实涌

现出不少贤官良将。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各自时代、环境的制约,也许他

们当时的主观追求、实际作为和客观效果,比如涉及忠君与爱民、孝道与仁

怀、维护统治秩序与平定内乱等问题,与我们今天的思维观点和行为方式已

不多一致;甚至今天的人们针对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还有不同的见解和不休的

争议。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背景下,他们主要的一面,毕竟

是以清正的操守,坦诚的襟怀,上报朝廷,下恤黎民。有的廉洁勤政,政绩

卓著;有的爱民恤困,忠勇报国;有的精忠至孝,行仁取义,演绎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故事。我们爬梳史志,摘录阆中古代贤官良将的珍贵史料,汇编成

册,为今天肩负时代重任、肩负党和人民重托的各级干部和各行各业的仁人

志士,提供一个为人做官的历史参照,一个体会古人思想行为、理解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研究为官之道的通俗读本。愿今日思考如何做人、如何为官,

能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从而净化心灵,升华精神,谱写为事业

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新篇章。

应当说明,因为时代久远,资料匮乏,考证困难,以及认识的制约和水

平的限制,编者不可能将浩如烟海的史料找尽读完,也不可能将各自的理解

和研判完全包容汇集。所选的内容不仅难免有知之者详、未知者略,还难免

有遗珠之恨。所载的人物事迹也许会有不同看法,甚至还难免有一些缺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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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错误。这些,还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理解并予批评指正。

注：  

①连平颜氏三代:指清代广东连平县名仕显宦颜希深、子颜检、孙颜伯焘

与颜以燠,时称 “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其中颜希深,历官至云

南巡抚,卒于任上,诰授光禄大夫 (正一品);子颜检,历官至直隶总督,诰授

荣禄大夫 (从一品);孙颜伯焘,历官至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 (从一品);

孙颜以燠,历官至东河总督,诰授资政大夫 (正二品)。颜氏显赫家声,名列当

时全国著名的二十八世家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 “清正廉洁、亲民爱

民、忠贞爱国”的精神惠泽后世,尤以 “清正廉洁”为最大亮点。

②颜氏相沿推崇 “三十六字官箴”:官箴碑文的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

山东巡抚年富,继而是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 (号贞庵主人)。之后, “三十六字

官箴”便鲜为人知了。直至清代乾隆十八年 (1753),颜希深任山东泰安知府

时,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明孝宗弘治十四年 (1501)顾景祥所刻的 《官箴》

碑文,感受颇深,遂将此碑重刻,并附以跋文,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

铭。清嘉庆二十年 (1815),时任盐运使的颜检,依照其父颜希深泰安石刻拓

本,重新刻石并跋其后,镶嵌在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道光四年 (1824),时

任延榆绥道道台的颜伯焘,把其父颜检所赠之官箴拓本并自己写的一篇跋文,

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 (字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同年农历十月,张

爱涛在继顾景祥、颜氏三代之后,作跋立碑。这就形成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

藏的官箴石碑。颜氏三代践行并传承、传播 “三十六字官箴”,功不可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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