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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廉政文化
为转型跨越富民兴陇提供精神动力

———《陇原廉鉴》序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 纪委书记 张晓兰

弘扬廉政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从源
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
六中全会强调， 要加强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 和 《工作规划》，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作出了部署， 提出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 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深入发掘优秀文化资源， 大力弘扬以廉洁、 廉明、 廉正、 廉直
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 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甘肃历
史悠久， 人杰地灵， 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 数千年
来， 广袤的陇原大地孕育了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 其中不乏清官廉
士， 他们或忠于职守、 为政清廉， 或刚正执法、 不畏权贵， 或勤于
政事、 殚精竭虑， 或体恤民生、 为民请命……他们的清廉故事广为
传颂， 他们的精神品格令人景仰。 甘肃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红色
遗迹遍布省内各地， 华池南梁诞生了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陕甘
边苏维埃政府， 会宁见证了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革命
前辈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矢志不渝奋斗的理想信念、 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艰苦奋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
风， 是我们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陇原廉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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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选录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陇原大地或甘肃籍知名人物身上
具有代表性的清廉故事， 在发掘廉政文化资源、 促进廉政文化传播
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 阅读古代
人物洁身自好、 崇尚廉洁、 恪守清正、 刚正不阿的历史故事， 重温
革命先辈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艰苦奋斗、 勤政为民的光辉事迹，
能够给我们心灵以感动与震撼、 启迪与教益。 “秀干终成栋， 精钢
不作钩。” 保持清正廉洁， 既要有远大理想的指引、 良好品德的濡
养， 还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 守土尽责的担当。 党员干部要注重从
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中汲取营养， 大力弘扬廉政文化， 加强从政道
德修养， 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 要志存高远， 始终把党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 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迈
进； 要砥砺品质，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始终保持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
节； 要爱岗敬业， 把精力集中到干好工作、 推动发展、 服务群众
上， 脚踏实地， 真抓实干，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

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了未来五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奋
斗目标、 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 描绘了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宏伟
蓝图。 希望 《陇原廉鉴》 的出版， 能够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 营造全社会崇廉鄙腐的良好风尚， 凝聚全省上下真抓
实干的强大力量， 为全省转型跨越富民兴陇伟业提供精神支撑。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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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耿直的辛庆忌

辛庆忌， 字子真， 甘肃临洮人， 是西汉末年一位 “质行正直”、
有功于国的将军。 他年轻时在其父军中当右校丞。 他父亲辛武贤是
宣帝时期一位英勇善战的平羌将军。 后随长罗侯常惠戍守乌孙都城
赤谷城， 因击退来犯的乌孙敏侯有功， 升任侍郎、 校尉， 屯戍新疆
焉耆。

汉元帝时， 辛庆忌被任命为金城长史， 旋迁郎中， 车骑将军，
调任张掖、 酒泉太守。 因治理有方， 被大将军王凤推荐任光禄大
夫、 执金吾、 右将军等职。

他为人耿直， 刚正不阿。 汉成帝时， 外戚王家掌权， 在朝大臣
都明哲保身， 唯唯诺诺， 成帝老师安昌侯张禹更是为虎作伥， 恣意
妄为。 当时， 有个叫朱云的县令， 出于义愤， 奏请成帝诛杀张禹，
以振朝纲。 成帝听了大怒， 要杀朱云， 朝臣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
朱云辩解。 辛庆忌挺身而出， 并以身家性命担保， 为朱云仗义执
言， 终于免遭杀身之祸。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他身居高位， 从不以
权谋私， 廉洁奉公， 克勤克俭， 对人民宽厚， 疾恶如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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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法制的梁统

梁统， 是西汉、 东汉交替时的一位有见地的政治家、 军事家，
祖籍山西， 西汉时迁居甘肃平凉。

西汉末更始时， 他任酒泉太守。 更始失败， 他与窦融拥兵保
境， 自任武威太守。 后归顺刘秀， 封为宣德将军。 光武八年 （32
年） 随帝征隗嚣有功， 被封为成义侯， 拜太中大夫， 参与朝政。

他总结前汉的历史教训， 结合后汉初年社会不稳定状况， 曾多
次上书， 阐明注重刑法的必要性。 他说： “人轻犯法， 吏易杀人，
臣闻立君之道， 仁者为主， 仁者爱人， 义者正理。 爱人以除残为
务， 政理以去乱为心。” 他认为汉高祖至汉宣帝时国家治理较好，
就是法制完备， 汉哀帝以后， 朝纲废弛， 官吏暴虐， 致使民不聊
生。 因此， 他极力主张加强法制， 治理国家， 但遭多数朝臣反对，
他的主张不但未被采纳， 还把他排挤出京， 出任九江太守。 他任职
期间， 锐意实施法制， 很见成效， 深得百姓拥戴。 其子梁松系光武
帝驸马， 梁商、 梁冀父子是他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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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居延县庭惩污吏

1973 年， 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汉代张掖郡居延县 （今内蒙古
额济纳旗） 一处古遗址中， 发掘获得了一份汉代居延县府判决一名
贪官污吏的档案材料， 这宗历史案卷已发表， 成为著名的惩腐倡廉
的典型材料。

这份案卷写在 36 枚木片上， 记录了贪官犯罪事实， 附有调查
旁证材料， 系三审供词和最后判决。

事情发生在公元二十七年冬季十二月， 当时正处于王莽乱政刚
平复， 东汉王朝着手全面治理之时， 社会未安宁， 贪官污吏以权谋
私， 奸诈吏民投机钻营之事时有发生。 此时， 驻守在张掖郡居延县
边塞的一位名叫栗君的军侯， 利用手中之权， 背着官府， 暗地雇佣
当地农民冠恩， 由其老婆监督， 从居延县收购一批鱼， 运到今张掖
市贩卖， 获利甚多。 返回居延后， 独霸全部货款， 以势压人， 不付
工钱， 使受雇人冠恩不服， 大胆向县庭和军部告发此事， 于是栗君
以权经商， 官倒经济案被揭露。 在审理此案中， 由于一方是有权势
的军人， 一方是无权无势的地方老百姓， 涉及军民关系， 也涉及地
方政府与边关军府关系， 所以此案审理艰难。 前二审两验， 毫无结
果， 逼迫冠恩三次上诉于居延县， 居延县再次调查审讯， 将案情和
处理意见转呈军府。 由于事实确凿， 军府只好支持县庭判决， 最后
判处栗君 “为政不直” 之罪， 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责令付清冠恩工
钱， 并撤去军侯之职， 降为士卒。

从案卷记录看， 栗君倚仗权势， 不可一世， 但最终还是被绳之
以法。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对违法乱纪、 以权谋私之官吏的惩处是毫
不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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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故里颂张公

张公， 即东汉有名的敦煌人张奂， 他为政清廉， 是清官， 《后
汉书》 中有列传。

张奂， 字然明。 父亲张惇， 为汉阳太守。 张奂青年时代曾拜太
尉猪宠为师， 学习 《欧阳简书》。 中年以后为官从政， 历任议郎、
安定属国都尉、 使匈奴中郎将、 武威太守、 度辽将军、 大司农、 护
匈奴中郎将、 少府、 太常等职。 张氏一生做了许多好事， 有几件事
值得称赞： 一是做官廉洁。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 年） 张奂任安
定属国都尉（约当今民族自治县县长）， 羌人首领送他 20 匹马、 8
件金银器作为礼物， 他如数点收后， 将全部官吏叫到一起， 言道：
“即使马像羊那样贱， 也不让它入我的马圈， 即使金像米那样多，
也不让它入我的怀中”， 言罢令其如数带回， 从此得到了羌人的爱
戴。 二是改革陋俗。 当时武威民间风俗多妖忌， 把凡二、 五月出生
以及和父母出生月份相同的新生婴儿均视为妖孽， 都要杀死。 张奂
上任武威太守后， 采用教育和赏罚的措施， 改变了这种陋俗， 当地
人给他立祠作为纪念。 三是提倡薄葬。 东汉厚葬成风， 郡县豪家大
族， 良田造茔， 黄肠致藏； 多埋刻金镂玉之物， 偶人车马之具； 起
坟造冢， 广植松柏， 大量浪费社会财富。 针对这种坏风气， 张奂在
病危时留下遗嘱说， 我死后不要棺椁， 早晨死了， 晚上埋， 把尸体
放在灵床上， 穿着便服就行了。 他的儿子们按遗嘱办了丧事， 一改
旧风。 他死后葬于何处， 无从知晓。 有人推测出土武威铜奔马的雷
台汉墓可能是张奂之墓， 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张奂之名不仅武威
人称赞， 其故里人也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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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主张以“明选”和考功澄清官风

王符（约 85 年—163年）， 字节信， 东汉时安定临泾（今甘肃
镇原） 人。 著有 《潜夫论》 一书， 凡 10卷 36篇。 他在该书中除严
肃地批评当时的腐败政治以外， 对于察选人才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意见， 值得我们借鉴。

王符生活的年代， 正是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争相夺权时期。 由
于政局不稳， 王朝先后经历了章、 和、 殇、 安、 顺、 冲、 质、 恒等
八帝， 社会危机， 政治局势不稳。 表现在官场上选人用人更是歪风
四起， 流毒难于遏止， “多奸谀以取媚， 挠法以便佞”， “面誉我
者为智， 谄谀己者为仁”。 为此， 他从维护东汉王朝统治的立场出
发， 提出 “明选” 和 “考功” 以澄清吏治。

王符认为， “国家存亡之本， 治乱之机， 在于明选”。 又说：
“选举实， 则忠贤进； 选举伪， 则邪党贡。” 那么， 王符为什么有此
议论呢？原来， 当时的选士之制是征辟察举制度， 是以乡党请
议———即每月的月初进行评论人才的 “月旦评” 为根据的。 但是，
乡党请议之权完全操纵在豪门大姓的手里。 于是， 请托交行之风，
行贿受贿之风， 充斥于朝野。 那些强宗的子孙， 当涂之昆弟， 也都
一个个鱼跃龙门， 高官得做， 骏马得骑。 当时到处传唱着： “举秀
才， 不知书， 举孝廉， 父别居” 的俚语， 正是这种选举带来的弊
端。 由于选举以钱为贤， 以媚为能， 以家世阀阅作为依据， 使得真
正有才能的人反而 “钳口结舌， 括襄共默”。 为此， 王符大声疾呼
要实行 “明选”， 提出统治者要有 “得贤之术”。

王符的 “得贤之术”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 “表小以厉大， 赏
鄙以招贤”， 即不避寒门庶姓， 通过充分的议论， 敢于选拔有真才
实学的人； 二是用其所能而避其所短， “苟有大美可尚于世， 则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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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行小瑕， 曷足以为累乎？” 三是赏罚分明而有信， 如若有功不赏，
有罪不罚， 甚至 “劝善惩恶， 诱进忠贤， 移风易俗之法术也”。 他
认为， 如果这样做， 就能改变 “虚食重禄， 素餐尸位” 的腐败现
象， 收到善人 “乐其政”， 邪人 “悔其行” 和群臣 “兢思其职” 的
社会效果。 王符还认为， 一个好的执政者， 不仅要实行 “明选”，
还要不时地对下级进行 “考功”。 他说： “官长不考功， 则吏怠傲
而奸宄兴； 帝王不考功， 则真贤抑而诈伪胜。” 换句话说， 对于下
级要经常 “忧之， 劳之， 教之， 诲之”， 使其易短为长， 变劣为优，
绝不可放任自流， 不闻不问。 只有 “慎微防萌， 以断其邪”， 才能
将那些邪念恶迹消灭在萌发的状态之中。 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说：
“善不可放任自流，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希望执政者要特别重视防
微杜渐和循循善诱的教育工作。 另外， 王符还提醒人们， 在考察下
级的是非功过时， 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敷衍了事， 而是要在 “必
察” 上下工夫。 他说： “众好之， 必察焉！ 众恶之， 必察焉！” 用
现在的话说， 评价下级的好坏， 靠的不是耳朵， 不是光听汇报， 而
是眼睛， 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 王符的 “明选”、
“考功” 思想以及方式方法， 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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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这一名言， 最早见于东汉王符 《潜夫
论·明暗篇》。 文中说： “君子所以明者， 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 偏
信也。”

及至唐代， 一代名臣魏征亦曾多次引用此成语以劝谏唐太宗。
这里摘引 《资治通鉴》 “唐贞观二年 （628 年）·春正月条” 所载
如下：

上问魏征曰： “人主何为而明， 何为而暗？” 对曰： “兼听则
明， 偏信则暗。 昔尧请问下民， 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 舜明四目，
达四聪， 故共、 鲧欢兜不能弊也。 秦二世偏信赵高， 以成望夷之
祸； 梁武帝偏信朱异， 以取台城之辱；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 以致彭
城阁之变。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 则贵臣不得壅蔽， 而下情得以上通
也。” 上曰： “善！”

另据 《贞观政要》 亦有类似记载：
贞观二年， 太宗问魏征曰： “何谓明君， 暗君？” 征曰： “君

之所以明者， 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 “《诗曰》： ‘先民
有言， 询于刍荛……’ 故人君兼听纳下， 则贵臣不得壅蔽， 而下情
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嘉其言。

“兼听则明”， 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以分清是非； “偏信则
暗”， 就是只听信一方面的话， 往往会受到蒙蔽。 魏征为了向唐太
宗说明这个道理， 曾在问答中列举出历史上许多值得借鉴的史实。
“上古之人曾说过， 凡事都要征求割草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 在尧
和舜当政时期， 广开四方之门， 招揽天下的贤人， 为的是看见民间
的疾苦， 听见民间的呼声， 做到下情上达， 天下无壅塞。 由于执政
者对天下的大事无不知晓， 像共工和鲧这类奸佞小人， 再巧言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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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有市场； 秦二世幽居深宫， 亲近小人而疏远百姓， 偏信宦官
赵高， 结果出现了 ‘指鹿为马’ 的怪事， 直到天下大乱还不知道；
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 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 终于困饿而
死； 隋炀帝偏信唯诺取宠的虞世基， 使得天下大乱， 国破身亡。 照
此说来， 人君只有广泛地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使下情能够上达，
大臣要想堵塞或匿情不报也是不可能的。” 唐太宗不愧是一代明君，
对于魏征的这番议论铭刻于心。 他认为， 自己身处九重之内， 难于
遍知天下之事， 也就不能独断天下之务。 为此， 他曾提出了 “君臣
共治天下” 的主张，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其一， 实行轮流值宿制度。 他明令要求： 凡在京城任职的五品以
上官员， 都必须轮流值宿于中书内省， “问以民间疾苦， 政事得失。”

其二， 实行 “五花判事” 制度。 举凡军国要务， “皆委百官商
量， 宰相筹划”。 在草成制赦之书以后， 要经中书侍郎、 中书令审
查， 再送门下省， 交由给事中、 黄门侍郎驳正。 层层负责， 署名画
押， 然后才颁令施行。

其三， 奖励谏诤。 唐太宗指出： “人心所见， 互有不同， 苟论
难往来， 务求至当， 舍己从人， 亦复何伤。” 意思是上疏诤谏和在
朝廷上互相辩论答难， 为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即使是最后服从于
他人的正确意见， 也不会丢面子的。 唐太宗极为重视谏官的人选，
并提高他们的品级地位， 规定凡宰相们入朝议政时， 谏官必须随叫
随到， 以便及时评论得失。

兼听， 能够避免主观片面性； 偏信， 容易受到蒙蔽欺骗。 只有
兼听才能集思广益， 把各种内容不同、 性质相反的意见吸收上来，
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分辨是非， 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曾说： “唐朝人
魏征说过：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也懂得片面性不对。 可是我
们的同志看问题， 往往带片面性， 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毛
泽东选集》 四卷合订本第 288 页） 因此， 魏征提出的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这一句话， 已经成为从政者以及一切人们生活和工作的
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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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家财三十万万

梁冀 （？—159 年）， 字伯卓， 东汉安定乌氏 （今甘肃平凉西
北） 人。 官至执金吾（掌管京都治安）、 大将军。 他被抄家时， 除
府第、 田园等不动产外， 仅金银珠宝、 缣帛丝缟以及当铺、 酒馆所
藏财宝等项， 经拍卖可得钱 30 万万。 据载： 桓帝 “收冀财货， 县
（悬） 官斥卖， 合三十余万万， 以充王府用， 减天下税收之半”。

那么， 梁冀这些家财是怎样得来的呢？
梁冀的父亲梁商， 是顺帝时的大将军。 他的一个女儿和妹妹，

被立为顺帝的皇后和贵人。 梁冀虽说其貌不扬， 山字肩， 鹰鼻深
目， 说话口吃， 却因裙带关系由黄门侍郎擢升为执金吾、 河南尹
（畿辅地区最高长官）， 最后亦继任大将军。 梁冀还有一个妹妹， 又
被立为桓帝的皇后。 于是， 梁氏一家， 无男不官， 无女不贵。 略而
计之， 他家前后有七个人封侯， 三个皇后， 六个贵人， 两个大将
军， 尚公主 （即娶皇帝女儿为妻） 三人， 还有卿、 将、 尹、 校凡
57 人。 真可谓门第显赫， 权威莫贰。 梁冀就是利用这种裙带之便，
假公济私、 安插亲信、 贪赃枉法、 鱼肉百姓， 从而攫取足以 “减天
下税收之半” 的不义之财。 这里， 仅列举数项如下。

封邑食租

按以往惯例， 列侯受封最多不过一万户。 梁冀的封邑有三万
户， 封邑内德租税均归梁冀享用。 他的妻子孙寿， 被封为襄城君，
也破例地得到阳翟县封地， 每年收入可达五千万， 较诸皇子每年的
收入还多一倍半。 更有甚者， 梁冀还强迫封地周围的平民百姓数千
人， 以 “自卖人” 的身份成为他家的奴婢童仆， 以供剥削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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