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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俭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是立国、立业、立家、

立身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为

世代中国人所崇尚。当前，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的俭约观念逐渐淡薄，社会上出现了享乐主义

和奢侈浪费之风，出现了超越现实、盲目攀比的畸形消费现象。

开展 “俭约云南”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重要批示和云南省委实施细则的实际措施，也是落实节俭养德

全民行动的具体体现，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云南精

神，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兴俭约之风，彰显党的优良之

风，乐俭约、抑奢侈、反浪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资源浪费、

社会资源浪费、自然资源浪费，形成俭约的思想方式、俭约的

生活方式、俭约的工作方式和俭约的生产方式，构建俭约型

社会。

按照 “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历史上俭以养德的著名人物和

动人故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戒奢克俭的优良传统”的要求，

我们组织编辑出版 《俭约故事》一书，汇集了历代先贤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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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的俭约故事，号召全民积极响应倡议，加入到行动中来，

倡导俭约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争做俭约活动的倡导者、宣传

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拒绝奢华，反对浪费，从珍惜每一度电、

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升油、每一粒米做起……传递社会

正能量，进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出 “我爱俭约，俭约

为我”“生活处处要俭约，俭约处处是生活”的社会新风尚。

俭约是一种美德、一种远见、一种境界、一种态度，也是

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与文明握手，向

陋习告别，形成人人俭约、处处俭约的良好习惯，以 “小家”

兴 “大家”，为建设美丽云南、幸福云南做出更大贡献。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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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清俭一生，影响后世

晏　婴

晏婴 （公元前 ５７８—公元前 ５００），

字仲，谥平，又称晏平仲，春秋时期齐

国大夫，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思想

家、外交家。晏婴先后侍奉过齐灵公、

齐庄公、齐景公。作为国君的主要助

手，晏婴节俭朴素，关心人民的疾苦，

最终成为春秋时期有名的清俭典型、一

代名相，影响深远，因而人们尊称他为

“晏子”。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一位朝中大臣去到晏子家，刚好赶上

晏子在吃饭，于是晏子就邀请这位大臣一起吃，只是，饭是提

前做的，且是按一个人的标准做的，结果只能是两人都没有吃

饱，客人饿着肚子，晏子也饿着肚子。后来，这位大臣就把这

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齐景公。

齐景公大吃一惊，说：“不会吧？晏子怎么这么穷？”吃惊

之后，派人送了许多钱、粮食到晏子家，且让人带话给晏子：

·１·



“这些钱、粮食，是专门给您招待宾客用的。”

晏子并没有接受。齐景公又接连几次派人送过去，都被晏

子婉言谢绝。齐景公很不高兴，于是晏子向国君解释：“我家里

并不穷，跟老百姓相比，已经是很富裕了。作为一名大臣，在

为国家办事的同时，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报酬。拿着这些报酬，

去为百姓造福，即是替君主来管理百姓、为国分忧了。倘若要

把君主给他的报酬独自藏起来，那他即使再富裕，也不过如同

一只箱子。等最后他死了，财产就成为别人的了。这种替别人

管理、照看钱财，还把自己劳累的事情，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做

的。所以，我有饭吃、有衣穿，已经很知足了。”

过了段时间，齐景公想看看晏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有没

有改善，就亲自去到他家。刚进门，就赶上晏子正在吃饭。他

走上前，仔细看了看桌上的饭菜，看到的是糙米饭、一盘野鸟

肉、一盘炒青菜。

齐景公忍不住叹气，说：“您吃得这么差，我真不知道，没

有体恤您的生活，让你如此清贫，这是我的过错。”

晏子刚要解释，就被齐景公拦住：“您不要再解释了。上一

次我要给你钱、粮食以及土地，您推了几次不要，这一次由不

得您了。”

“我吃得已经很不错了，”晏子对齐景公说，“现在，不要说

普通的老百姓要饿肚子，即使是士人 （等级比老百姓高的一个

阶层），每顿饭也只是米饭而已，根本没有菜。你看我吃的饭，

已经有了一盘鸟肉，等于士人吃两顿；再加一盘炒青菜，等于

士人吃三顿。我并没有高出普通人的品德、作为，却吃了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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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个人的饭，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说是差呢？”

晏子对齐景公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对额外的赏赐依旧不肯

接受。

晏子的住宅临近闹市，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天晴的时候

又尘土满天飞，房子不高，还有点潮湿。齐景公过意不去，让

他搬到别处去住，至少干燥一点，“您自己挑一处地势高、较清

静、环境好的地方，我给您盖一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没想到晏子再次谢绝，“现在住的房子，一直是我的先人居

住，我觉得很不错。”然而，齐景公也有自己的办法，在晏子出

使晋国时，派人拆了这所房子以及隔壁邻居的房子，在此扩建

成新居，比以前好了很多。晏子回来，赶紧去拜谢齐景公，接

着又去重建了邻居的房子，请邻居搬回来。

有一次上朝，齐景公看见晏子的座驾很旧，拉车的马又老

又瘦，就暗地派人给晏子家里送去一辆新车。晏子回到家，看

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车，更气派的是拉车的四匹马，都是

清一色的枣红色高头大马。晏子便知道，这肯定是齐景公派人

送来的，立即返身上车，叫仆人赶着新车跟在他后面，把新车

送回去。

齐景公看到晏子把新车送回来，非常不高兴，说：“您不接

受我送的新车，以后我也不坐车了。”

晏子说： “我不能和您比。您派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应

该，也需要给百官做个节俭的榜样。您坐华丽的车是国家礼仪

的需要，如果我也坐华丽的车、驾车的也是高头大马，那百官

就会跟着我学，我就没有办法管教他们，也无法禁止他们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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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了。”

晏子终究没有接受齐景公给他的车和马，依旧坐着那辆破

旧的马车出门。

晏子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致力于节俭，用心辅助了多个国君，

受到了齐国人民的敬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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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俭典范，终成大家

墨　子

墨子 （公元前 ４６８年—公元前 ３７６

年），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 （今

河南商丘）人，出生在宋国 （今河南商

丘，一说鲁国，今山东滕州），是战国

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

军事家。

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

“兼爱”“非攻” “尚贤” “尚同” “天

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交相利”等观

点，后来其弟子收集其语录，完成 《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一书中体现的墨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广为流传的 《千字文》中便记载了出自 《墨子·所

染》中的 “墨悲丝染”的故事。到了清朝，随着诸子学的兴起，

学者对墨子思想的研究又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战国时期，奴隶主、王公贵族们去世后，要老百姓为他们

营建工程浩大的坟墓。棺材外面用很大的木椁，还要捆三层牛

·５·



皮。死人穿着非常讲究的衣服。一起陪葬的还有玉器、丝织品、

饮食用具等种类繁多的珍贵器物，所以地下要修建巨大的墓穴

来埋葬这些东西。

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墨子反对奴隶主、王公贵族的奢侈

浪费，尤其在埋葬方面，提出 “节用” “节葬”的主张。他说：

“人们穿衣服是为了御寒，夏天防暑热和雨水；制造车船是为了

便利交通。”所以，他坚决反对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任何浪

费。关于埋葬死人，他说：“一个人死了，有三寸厚的木板做棺

材，就可以了；人死了，不要赤身裸体，有几件衣服穿着就够

了；埋棺材的墓地，能埋住棺材，不要让尸体的臭味飘散出来

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埋得跟小山一样，那样既浪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侵占了耕作的土地，还形成了奢侈之风，不

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更不利于百姓生活的改善。”

作为节俭的倡导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和他的学生

们一生都在践行这样的理念与信念，过着简朴的生活，以粗布

短衣、麻鞋木屐作为自己的日常穿着。墨子不仅是节俭的典范，

还是伟大的工程师与发明家，与同时代的鲁班齐名。他亲手制

造百姓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具，他精通机械制造，尤其是擅长

制造防御战争中的守城器械，最有名的就是历史上的典故 “墨

子救宋”，让鲁班甘拜下风，也使得楚国最终放弃攻打宋国。

墨子的思想和言论，被其门徒编成 《墨子》一书传世。这

是一部流芳百世的巨著，是墨家学说的精华之作。墨子的基本

主张是：反对剥削，崇尚劳动；反对以强欺弱，主张兼爱、非

攻；反对儒家礼乐，主张节葬、节用；反对世卿世禄，主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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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尚同。于是，在墨子晚年，儒墨得以齐名。他去世后，墨

家弟子仍 “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所以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

家，但 “儒墨显学”则是百家之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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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子：以俭为荣，影响朝野

季文子

季文子 （？—公元前 ５６８年），姬

姓，季氏，谥文，史称 “季文子”。

季文子从公元前６０１年至前５６８年

共在鲁国执国政 ３３年，辅佐鲁宣公、

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为稳定鲁国

政局，曾驱逐公孙归父出境。他虽执掌

着鲁国朝政和财富，大权在握，却一心

安社稷；他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

于家。 《史记》中评价：在他当政时，

“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在 “礼崩乐坏”

的春秋时代，身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的季文子为什么能够做到

清廉节俭？“再，斯 （或作再思）可矣（《论语·公冶长》）。”孔

子如是回答。

孔子在设坛讲学的过程中，曾以孔文子、子产、臧文仲等

享誉一时的人物说事，季文子也在其中。显然，孔子是要以这

些人物的事迹来教导自己的学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建立像季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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