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柳州办理完赴任手续，接下来
就要赶往目的地罗城县了。这种偏远
地区，官方修建的驿道驿站不太完善，
于成龙一行人只能凭着大概的方向，
一边走一边问，越走越艰难。进入融
县地界，听说融县的沙巩与罗城接壤，
于是又找路赶到沙巩。到了沙巩，仍
是无路可循，不知道罗城在什么方向。

这时候，于成龙遇见一位“许乡
老”。于成龙向许乡老仔细盘问，方才
知道对面的大山就是罗城县境道对面的大山就是罗城县境。。主仆主仆
六人费尽力气爬上山顶六人费尽力气爬上山顶，，向罗城境内向罗城境内
眺望眺望。。这一刹那这一刹那，，倔强的于成龙彻底倔强的于成龙彻底
后悔了后悔了。。王吉人的忠告忽然涌上了心王吉人的忠告忽然涌上了心
头头，，再也挥之不去再也挥之不去。。我们借用我们借用《《水浒水浒
传传》》的一个情节的一个情节，，这情形真好比是林这情形真好比是林
教头进了野猪林教头进了野猪林。。

罗城县境内罗城县境内大小山峦起伏林立，
看上去像营阵一样。满目都是茂密
的蒿草，看不见人行的道路。用于成
龙自己的话说是：“山如剑排，水如汤

沸。”主仆六人应该是放声大哭了一场
吧。于成龙在《治罗自纪》中写道：“哀
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
矣！”

于成龙想，罗城边界可能真的人
烟稀少，到了县城附近，应该会繁华一
些吧？不如就进去看看。一路斩草而
行，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抵
达罗城县城。用于成龙后来的话说
是，“可怜黄茅，直抵城下”。从边界到
县城，都是一样的荒芜。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池，周长
二里有余。进城之后，也是一片狼藉，
房屋虽然有不少，但十室九空，残破不
堪。数了数，住在城里的只有六户人
家，全都是走不动道的老弱病残。

一行人灰心丧气地寻找住宿地。
终于，眼前一亮，看见了一座关帝
庙。啊，这也是咱山西老乡啊！关老
爷是山西解州人，从宋朝以后一直受
到朝野崇拜，明清时代崇拜更甚，到

处都建有关帝庙。又是“他乡遇故
知”，不如就先住到关老爷家里吧。
关老爷的部将周仓，据说是山西平陆
人，也是老乡，仆人们就把于成龙的
床铺安置到周仓神像的背后。于成龙
是有宗教信仰的，到此免不了向关老
爷和周将军上三炷香，拜上几拜，请
求支持保护。

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到县衙上
任。这座可怜的县衙是前任知县修建
的，简陋得如同农舍一般，周边都是茂
密的竹林和杂草。没有大门、仪门、两
墀，迎面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间堂屋。
东边一间是宾馆，西边一间是书房，中
间是审案办公的大堂。大堂背后有
门，通向后院。后院也有三间草屋，是
知县的宿舍，连围墙都没有。一些传
记资料说，这座官衙好像处在原始森
林，大白天都能看到老虎、猿猴等野生
动物跑来跑去。北方人初到这种地
方，还不被吓个半死？？

罗城自从上一任知县逃走罗城自从上一任知县逃走，，一直一直
处于无政府状态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县衙里应该还有但县衙里应该还有
逃不走的本地衙役在看守逃不走的本地衙役在看守，，等等待新任
老爷。于成龙简单地办理了上任手
续，让为数不多的几户罗城人知道新
任知县于老爷到了。然后就着手料理
自己的生活，，把后院的三间草房修理把后院的三间草房修理
修理修理，，勉强住下勉强住下。。没有做饭的锅没有做饭的锅，，就在就在
城里找了一口破瓦罐城里找了一口破瓦罐，，挖了个地灶挖了个地灶，，先先
凑合用着凑合用着。。

于成龙到此还是后悔不迭，不断
发出哀叹：

“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
来哉！”

心情不好，病势自然越发沉重。
五个仆人一路辛苦跟来，本来想着除
了工钱，到县里还能有些赚钱的机会，
谁想到罗城像活地狱一般，不是人待
的地方，大家自然也是满腹的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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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绝地以后，于成龙曾经到罗城的城隍庙里真
诚祈祷，说自己平生没有做过一点亏心事，希望城隍老
爷能保佑他平安离开罗城。而且，一向虔信宗教的于
成龙，认为自己赶上这么一个极坏的运气，皆因前世的

“恶业”，是遭到报应了。所以，他要“立意修善，以回天
意”。而“立意修善”，就要从罗城的治理开始，就要从

“爱民如子”开始。
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边荒州县，“天朝大官”一般

都采取“盛气凌人”的统治风格。也就是要端起官架
子，拉起面孔，拍响惊堂木，让人充分感受到“天朝”的
威严，产生恐惧的心理。这样的官，老百姓确实会感到
害怕，同时也可能服从，但却会疏远他。时间久了，老
百姓发现县太爷——这头“黔之驴”——并不是天上的
神仙，他判断官司有时会糊涂，面对金钱有时会贪婪，
面对百姓造反会吓得瑟瑟发抖。这时，那虚假的官威
很快就会化成泡影。

于成龙是另外一套风格。他待在自己的破衙门
里，不喜欢穿官服戴官帽，不喜欢摆官架子，成天不是
烧火做饭，就是读书喝酒，很像一个普通的平民老头
子。罗城县的老百姓有时到官衙里来欣赏这头外地来
的“大熊猫”，于成龙便和颜悦色、比比划划地和老百姓
聊天，和老百姓交朋友。于成龙说的是吕梁山里的永
宁方言，百姓们说的是罗城县的民族语言，双方要充分
沟通，还真是很困难。但凭借着手势、眼神、笑容，总算
是能够做一点沟通。百姓们多多少少也能懂一点汉
语，衙门里的差役也有懂民族语言的，时间久了，于成
龙和百姓的沟通，也就没有大问题了。沟通好了，罗城
县的公务慢慢也就容易办理了。

清官廉吏于成龙——

得力罗城（二）

□ 闫卫星

于成龙卧病在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他虽然是
老爷，到此时也只得饱看仆人的冷脸。仆人们对于成
龙的照料当然还算是周到的，只是都没有好心情好脸
色，整天落泪想家。一个多月后，于成龙病情好转，逐
渐恢复了健康，但五个仆人却又病倒了，一个个面黄肌
瘦，如同寺庙壁画上的饿鬼。不久就病死了一个，其他
几个越发地惊恐不安。

到了康熙元年（公元 1662年）正月，仆人们开始闹
情绪，要求于成龙放他们回家。于成龙想了想，自己运
气太差，流落到这么个地方当官，仆人们有什么罪过，
凭什么要连累他们呢？不如就放他们逃生去吧。这时
候，有一个名叫苏朝卿的仆人义正词严地表示：“若今
生当死于此，回去亦不得活。弃主人流落他乡，要他们
何用哉！”

于是，苏朝卿就留下来侍候于成龙，其他三人领了
些盘缠，急急地逃回家乡去了。

这时候，于成龙再一次后悔了。只有一主一仆，在
罗城县实在是没法生活，更不要说好好当官治民了。
他向上司写了一封公文，请示道：“边荒久反之地，一官
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意思是你放我们活着回家
吧，但上司没有答复。

三名仆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山西永宁，向少爷于
廷翼汇报了罗城的情况。廷翼也真是孝顺，又花钱雇
了四名仆人，让他们到罗城侍候于成龙。这四名仆人
走了几千里路赶到罗城，没几天就病死了三个，剩下一
个也发疯了，成天狂呼乱叫，闹着要回家。这可把于成
龙难住了，病仆一个人是走不回家的，得让苏朝卿陪着

走，但苏朝卿走了，自己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成龙征询
苏朝卿的意见，苏朝卿以前说过大话，这时候其实也早
就想家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去。

于成龙长叹了一声，发放盘缠，让苏朝卿带着病仆
回山西去，只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罗城。

这时候的于成龙，真是可怜到了极点，无奈到了极
点。白天，要自己洗衣，自己煮饭，为了方便，经常只吃
一顿饭，闲了才吃两顿。晚上睡觉时，为了防备盗贼和
野兽袭击，头下枕一口刀，床前插两支枪。也许嘴里还
要念一点观音弥陀、《太上感应篇》，请神灵多多保佑
吧！这哪里像是在做官做老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鲁
宾逊”了。

此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兵法又说，“置之死地而后
生”。命运把人到中年的于成龙抛弃在这么一个随时
都会死亡的绝地之中，同时也把他放在了“天下第一廉
吏”的起跑线上。人生的道路，该往哪边走，就看于成
龙的了。

不死即逃

荒草遍地

立意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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