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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廉石”

选取三国时代，苏州人陆绩任官广西、职满回乡

时，装石压船的故事。这个故事历史久远，内涵

丰富，且最具盛名，传播广泛，是广西古代廉政故事中

的典型代表。不过，世人皆知“廉石”，却很少全面了解

这个符号的具体建构史和与之相关的系列性成就，结

果就在不同程度上，限定了深入挖掘其内在象征意义

的努力，以及我们对待传统廉政资源的正确态度和利

用方式。



———广西廉政故事的现代阐释
符号与象征



广西远在天南，但资源丰富。特别是岭南文明的整部发

展史中，决计离不开石头的影子和力量。无论是物质生活中

的新旧石器、建筑用材，还是精神信仰中的石刻石像、灵石崇

拜等，它都在岭南人的性格谱系中，潜在地注入了坚硬正直、

忍耐不屈、内敛稳重、纯朴自然等多样元素。所以，一则广西

的石头故事，它大体就是一部广西人的精神史。其中，源自桂

东南玉林的“廉石”故事，就是典型代表，已经让广西的廉政

文化史，淋漓尽致地呈现和作用于整个中华大地。

“以石压船”景观造型

第一辑 “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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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廉政故事的现代阐释
符号与象征

一、“郁林石”

首先，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三国时期来广西任官的吴

人（今江苏苏州）陆绩（188—219，字公纪）。据《新唐书·陆龟

蒙传》记载：“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陆）绩尝事吴，

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

号郁林石，世保其居。”

可见，《新唐书》以官方“正史”的方式，追记了“廉石”的

历史成因，以及它对于姑苏陆氏家族的影响。

这里面，传主陆龟蒙（约 817—881，字鲁望），别号天随

子、江湖散人，后隐居松江甫里，人称“甫里先生”，是陆绩的

后人。作为晚唐时代的农学家，陆龟蒙写有《耒耜经》一书，影

响深远。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与同时代另一位文

学家皮日休（约 833—约 883，字逸少，号鹿门子、间气布衣、

醉吟先生，湖北襄阳人）意气相投，合称“皮陆”。鲁迅先生

（1881—1936）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

小品文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

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

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可

知，陆龟蒙能够被收入官方“正史”，由政府的学者史官帮他

写“列传”，靠的就是他以一个隐士的身份，处江湖之远，依然

“心怀天下”，在中国农学和文学上，做出了不朽贡献。

同时，姑苏陆氏更是个有来头的大家族，他们“世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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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一个关键原因，倒不是喜好苏州园林美景甲于天下，就

赖着不走，而是自从三国以来，陆家拥有一块镇家传魂的大

石头———“郁林石”！这块巨石，从三国时代以来，历经时代的

风雨洗礼和积累建构，已成为姑苏陆氏的总象征。“廉石”的

精神气象及其功能意义，在唐末“一塌糊涂”的乱世中，恰好

就让人看出了弥足珍贵的“光彩和锋芒”。

当然，理当明白的是，陆家人都是苏州的，但这石头绝对

是广西的。借用岭南的石头去铸就家魂，教育出陆龟蒙这样

一些让天下看到希望的后代子孙，那么，追根溯源，完整地呈

现出这则优美的故事，我们还得纵跨三国以来的时间隔膜，

且顺利地越过江苏和广西的空间距离，去做一次长时段、大

区间的历史漫游了。

二、从“孝廉”到“茂才”

惇 脩陆绩的父亲陆康，字季宁，“少 孝悌，勤 操行”，闻名

乡梓，是个很有身份的君子。后来，地方太守李肃（？—192）

贯彻朝廷的“征辟”、“察举”政策，听取民意，向东汉政府推

荐，让他以当地的榜样去做了个“孝廉”。这位李大人是三国

风云人物吕布（？—199）的同乡，两人先是合伙推翻“汉贼”

董卓（？—192），后来却因军事上的失败，闹出矛盾，结果李

大人被吕布依法问斩。当时，大家都为吕布的权势所胁迫，难

得有一个人敢主动出来收尸治丧。只有陆孝廉从别处赶过

来，像是自家死了亲人一样，一个劲地“敛尸，送丧还颍川，行

第一辑 “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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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廉政故事的现代阐释
符号与象征

服礼”，妥善料理好李大人的一切后事。

汉灵帝刘宏（156—189 旻）登基初年，扬州刺史臧 接着又

举荐陆康为“茂才”（即“秀才”），并委派他去做高成县（今河

北盐山）的县令。就当时东汉政权的疆土范围来看，高成县是

北部的一个边疆小县，不大为人重视。往届县令从来就不把

它放在心上，政务多半敷衍了事———“令户一人，具弓弩，以

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边防之事，

形同虚设，一如儿戏。

陆茂才到任后，有步骤地开展“理边”：一是既然北境无

事，空费财粮，那么就奏请“皆罢遣”，免除役使，解放百姓；二

是“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边境之地出现了少有的和平之

局。于是，州郡长官一致举荐，让他又连续去做了武陵（今湖

南常德市一带）、桂阳（今湖南郴州）和乐安（今山东高青县）3

个郡的太守。陆康走南闯北，东进西突，“所在称治，后拜庐江

太守”。

不过，当时在位的汉灵帝不是什么好家伙。史书称这位

皇帝曰“灵”，倒不是说他如何能成了百姓心中“灵验”的神

仙，而是在他死后，大臣们集在一起，总结讨论其“乱而不损”

的一生所给出的一个谥号。意思就是说，这个败家子在世时，

朝廷“乱”搞一气，既淫乱好色，又贪财乱政，差那么一小点，

就把刘家的天下搞砸。例如，中平二年（185年），他借口铸造

用于护守帝王陵墓的铜人，要求增收天下田赋，每亩比原来

多收 10钱。结果诏令一出，各级官僚借机巧为加派，弄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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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铜人阵

百姓贫苦不堪。

当时，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陆康很是气愤，马上写

下一份《谏铸铜人》的折子递上去。奏折的第一段说：

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

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

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

感动。

首先就老实不客气地给汉灵帝上了一堂“管理课”———

历代王朝出现一治一乱这种截然相反的结局，关键就在于君

王能否把握住自己的内心和欲望。接着，陆太守话锋一转，直

接说到汉灵帝的头上来了：

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

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

第一辑 “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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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为下属，陆太守一接到朝廷命令，就悲痛得失

去了方向和主张呢？

原因就是，汉灵帝不好好遵守与百姓的约定，抛弃“十一

而税”（即十分之一）的老规矩，一意孤行地“聚夺民物，以营

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维持死人之礼而夺

活人之食，践踏天下，动摇了国本。所以，眼看着大汉江山就

要“树倒猢狲散”了，怎不叫人悲从心来！于是，他警告皇帝：

“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但被财色冲晕了头的汉灵帝，不仅不理睬这些善意忠厚

的建议，反而当一批佞幸小人跳出来，去诬陷陆康“援引亡

国，以譬圣明”的时候，他就以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将陆康

收入“槛车”，打入大牢候斩。所幸后来得到侍御史刘岱（？—

192，字公山）的拯救，陆康才算保住小命，被革为平民，返回

乡里。事后多年，才“复征拜议郎”。

接着，汉献帝刘协（181—234）上台的东汉政权，更是气

息奄奄。建安元年（196年），一代枭雄曹操（155—220）“挟天

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从此，天下大乱，刘氏成了曹家“表

演唱戏”的政治傀儡。陆康任职庐江太守，一方面，冒着危险

再三“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保证皇家的物资需求；另一

方面，一举攻克“庐江贼”黄穰和“江夏蛮”联合在一起的 10

余万大军，扫荡境内的土匪势力，稳固外围，勤勤恳恳地做好

本职工作。不过，他内心最担忧的一件事，是要提高警惕，密

切防范袁术（？—199，字公路）集团近在眼前的膨胀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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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狡诈的袁术屯兵于寿春，常以“部曲饥饿”为名，派

人到陆康那里，请求“委输兵甲”，要强讨些粮料物资。明知袁

术图谋不轨，野心勃勃，陆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一万个

不予理睬。但这样一来，它也为袁术制造事端，提供了方便借

口。于是，袁术命令大将“小霸王”孙策（175—200，字伯符）率

兵围城，掀起地方军事冲突。双方这样前前后后地对峙了两

年，最终，庐江失守，年已 70高龄的陆康，亦以身殉国。

三、“怀橘敬母”

以上重温陆康的历史，目的就是为了明白造就清廉之士

的育人环境，以及其日后铸就“廉石”的精神元素与符号部

《怀橘遗亲》

第一辑 “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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