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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笔者在方山县一收藏爱好
者手中发现一本木刻版的《从政遗规》，其中
选录了“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所作的《亲民
官自省六戒》，其版本和刊印时间需进一步考
证。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
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
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
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
世、教育等方面的着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
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

《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
规》。

陈宏谋是清代雍乾时期有名的封疆大
吏，曾在地方上从政三十余年，历任十二省二
十一职，做过知府、驿盐道、布政使、按察使、
巡抚和总督等职，其任巡抚时间之长，是整个
清代无人可比的。美国学者罗威廉教授称他
是“18世纪清帝国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因
为“陈宏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任上骄人
的政绩，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官员的典型意义，
以及他对经世之说的阐释。”

《从政遗规》是陈宏谋编辑的《五种遗规》
中的一种，成书于乾隆七年。该书分上下两
卷，采录了宋代到清代几十位政治家和学者有
关从政的言论和事迹，加上他本人的按语编辑
而成。他说自己编辑这部书的目的是“惟奉兹
古训，随时考镜，转相传布，以此自勉，即以此
勉人。”希望从政者“推心、理之相同，以尽治人
之责，而又参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则宜民
善俗，或有取焉。”为达到这个目的，陈宏谋在
编辑《从政遗规》时，主要选录了居官怎样清廉
公正，怎样审理公务无误，怎样处理上下级关
系，怎样动用刑法得当等内容，这些内容反映
了当时中国一批正统精英的从政思想。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谥号“清端”，清
代永宁州来堡人，生于方山县来堡村。作为
廉政、勤政、善政的典范，他在任职 23 年间，
兴复罗城、再造合州、黄州缉盗平乱、福建平
冤、直隶赈灾、两江治吏的事迹令人称颂，被

“三举卓异”，康熙皇帝称他为“天下廉吏第
一”“古今廉吏第一”。

据史料记载，清两江总督于成龙提出的封
建官吏道德修养的六条标准，被称为“亲民官自
省六戒”，其内容有“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
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亲民官自省六戒》的制
定，使得当时江南江西（今江苏、江西、上海、安
徽等地区）的政治局面弊绝风清。康熙二十三
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在他生命将息之时，仍流
着泪向幕僚们重复着“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
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 （闫卫星）

本报讯 近日，由柳林县妇联和柳林贺昌中学
联合举办的 2018 年度第一期巾帼读书会圆满结
束。

本期读书会读的是周鼎文老师的著作《读懂
孩子》，（周鼎文老师是亚洲系统排列大会主席，道
石教育创办人，生命教育导师）。读书会是纯公益
性质，每周一期，共分十期读完整本书，成员均来
自全县各行各业爱学习、好读书、有自我成长意愿
的 21位女性朋友，本期读书会得到了贺昌中学的
大力支持，特别是贺昌中学的柳桂英老师倾注了
许多的心血、时间和精力，把自己多年所学知识毫
无保留地无偿奉献，这份大爱让所有读书会的成
员感动并感恩！

读书会采用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上读书、

提问、答疑、讨论；线下做体验，谈感受、做分享；每
一位成员在这里不仅收获了如何读懂孩子，让孩
子们更快乐地学习、成长？更重要的是让她们明
白了如何以家童系统排列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孩子学习问题背后的
原因，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庭的支持下，更好地投
入学习和成长中。

大家感觉到本期读书会呈现以下三大亮点：
一是时间紧、效率高。从 4月 1日第一期开班

以来，每周都如期举办，主讲老师、助教老师，负责
主持、唤醒的各位老师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
但大家克服了好多困难！一步步扎扎实实的认真
对待每一期读书会，圆满成就了读书会按进度如
期完成。

二是选好书，书好读。本期读书会选择了一
本通俗易懂又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家庭的
书，深得读友们的喜爱，因此大家在读的过程中觉
得轻松快乐，又便于实操，感觉收获满满！

三是看见爱，懂得爱。本期读书会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就是体验，许多道理当我们只是听过了
就忘记了，但当我们体验了，做过了，我们就理解
了，就看见了，就懂得了！

柳林县妇联刘彦主席送给全体读书会成员们
八个字“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一方面从理论上内
化于心，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外化于行。希望读书
会长期举办下去，引领和带动柳林更多的妇女姐
妹们走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让更多的孩子在有爱，
懂爱、和谐的家庭中健康成长！ （本报通讯员）

闲桑梓已半载，鲜亲友
以同游；徒读书以消遣，俟时
机 乎 无 筹 。 感 宗 悫 [2] 之 破
浪，慕冠军 [3]以封侯；梦五柳
[4]之采菊，随六一 [5]以泛舟。
超万物以凌云，与世事乎无
愁。

于 是 戊 戌 槐 月 [6]，时 和
景明，天朗气清；原丘郁茂，
百花争荣。杜鹃振翅， [7]

哀鸣；胜溪澹澹，林海莹莹。
偕友同行，且看且聆，甚是逍
遥，聊以娱情。

而乃纵览泠水，喜望北
川 [8]。 仰 观 羽 鼓 ，俯 察 鳞
潜。蔷薇邀宠，松柏欲怜；
野芳发而情浓，佳木秀而意
绵。既而和风轻拂，翠叶藏
欢；红旗猎猎，白云盘盘；胜
水柔波，吻岸嬉玩；青杨垂
柳，私语闲谈。蒹葭 [9]采采，
荷叶团团，蜂忙蝶舞，夏意
满 园 。 乐 在 其 中 ，载 笑 载
前。

已而夕阳在山，人疲鸟
倦，未及美泉，心有不甘。穷
胜溪之源头，望龙山 [10]之峰
巅。徐行阴翳，神怡色虔，闻
白 鹭 之 戏 水 ，目 乌 鹊 之 盘
旋。极闲游之至乐，虽烈日
而忘返。弹锦瑟之妙手，咏
夏日之碧莲。挥翰墨以奋
藻，吟诗书以知贤。苟纵心
于物外，则荣辱之忘言。

注释：
[1] 胜溪湖：位 于 孝 义

市区西北，由胜水等河流汇
注而成，为当地著名风景名
胜区。

[2] 宗 ：字元干，南阳
人，我国南北朝时期刘宋将
领。悫年少时，叔父炳问其
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成语“乘风破浪”即源于
此。

[3] 冠军：西 汉 大 将 霍
去病封冠军侯。霍去病，河
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少
年英雄，西汉名将，官至大司
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

[4] 五柳：即五柳先生，
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

[5] 六一：即六一居士，
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号。

《六一居士传》中谈到：“吾家
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
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
有棋一局胆而常置酒一壶，
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间，
是岂不为六一乎？”

[6] 槐月：即农历四月。
[7] ：即黄莺。
[8] 北川：即 孝 河 北 源

兑镇河，古称胜水、北川。
[9] 蒹葭：即芦苇。
[10] 龙山：即 金 龙 山 ，

位于孝义市高阳镇临水村
南，胜水从其北麓山脚东流
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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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读书线下体验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柳林县妇联首期巾帼读书会圆满落幕

《从政遗规》露面 选有于成龙《亲民官自省六戒》
系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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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民与最亲，莫如州县。
近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为何
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噫，吏治日坏，
如倒狂澜，何时止乎？用是偶采成言，兼参时弊，陈列六
则，朝夕省观，自为猛惕。徜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
殃及之矣。谨列如下：

一曰勤抚恤：州县之官，称为父母，而百姓呼为子
民。顾名思义，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
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乎至诚。保民者，亦当规其
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盖无伪，则有实心。纵
力有不及，与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于万分中体认
一分，亦百姓受福处也。昔阳城云：“抚字心劳。”知抚字
必从心出。由心而发，随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
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
几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鱼，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杀伐。
况人为万物灵，其肌肤手足，悉胞与也人不幸而涉词讼，又
不幸而于词讼中受刑罚，虽十分不可宽，必须求一分稍可
宽处。此吕叔简《刑戒》内，所以有“不轻打不就打”之说
也。至于囹圄福也，昔言已及。当思入此者，皆无知小
民。或有冤枉，极可哀痛，自然稍加体念。若徒任意禁狱，
与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肤，供长吏
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孙，定遭奇祸。是不可不戒。

一曰绝贿赂：为贫而仕，虽乘委吏，止为禄养。未尝
于禄养之外，有别径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为幕
夜，杨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凛矣。昔人云：“士大夫若
爱一文，不值一文。”又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试
思长吏于民，论到钱处，亦何项为有名乎？夫受人钱而
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
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

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应办正额，尚且难应，未知私派从

何起也？不过频年来，军需紧急，如解马、赔马，与兵马
行粮草豆，冲途供应，动以千百，无计可支。胡有派之民
间，俟日后销价给发者。如近来行粮价值，檄行刊附由
单之末，以防发给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县，为
先取民而后发价矣。不知先取后发，虽至公无私，小民
之揭借，其利已经数倍。况长吏派一钱，则胥吏派数钱，
况长吏派一斗，则胥吏派数斗，有极不堪命者乎？何如
稍那正供，现价现买。而即力请上台，迅速开销。并由
单价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于不得已中，求一
分担当，即人民利益处也。”至于任意苛敛，种种诛求，乘
机自利，不啻为盗取人，定然自有后祸。是不可不戒。

一曰严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额赋。此外分厘，非可
苟也。近来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绝火耗。上之所以
严州县者，可谓周且密矣。夫为州县而受上之禁饬，即
使无弊，自好者尚觉汗颜。至为州县而并禁饬之不灵，
徜有自欺，则有心者将视为何等乎？古人云：“钱粮一
节，若肯请减，其善无量。”今钱粮不能减，而去其钱粮中
加增之弊，亦与减钱粮仿佛。况鸠形鹄面，衣食啼号，此
等困苦小民，犹欲阴收其膏血。纵令安然无事，满载还
家，后日亦必生流荡子孙以覆败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节俭：天生财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
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继。徜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
心术之萌蘖也。无论暴殄固犯谴呵，即费用必思取给。夫
长吏近民，虽自己足食，尤当思民之无食者；自已披衣，亦
当思民之无衣者。推此一心，纵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
受，而犹欲起侈丽之想乎？郑侠语人云：“无功于国，无德
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何异？”夫衣食甚细，而至以盗相
推。此充类至尽，唯恐长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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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亲民官自省六戒 （全文）

□ 清·于成龙

《从政遗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