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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铜梁

清官廉吏于成龙清官廉吏于成龙————

合州新生合州新生（（二二））
□□ 闫卫星闫卫星

查采楠木

清廉风范

于成龙曾经撰文说，合州人口非常稀少，而水陆
交通繁忙，过往的官吏客商众多，这就造成了合州衙
门公务的忙乱。

于成龙上任后，对衙门事务简化革新，裁撤了多
余的差役，取消了轿夫车夫，拒绝了上司的摊派，减
免了对过往官吏的接待。一切以省事节俭为上，受
到了张德地巡抚的表扬。

在拒绝摊派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事件。重庆知
府曾经要求于成龙定期为他提供鲜鱼，于成龙写信
说明合州的艰苦情况，请求知府大人从今以后不要
再提类似要求，知府也没有责怪或刁难于成龙。这
件事于成龙虽然办得十分大胆，但重庆知府对此格
外宽容。合州确实是穷苦不堪的地方，在这种条件
下，于成龙拒绝上级摊派，做得相对容易一些。

当时官府的事务不是太多，运水搬柴等家务事
有仆人代劳，于成龙的日子过得比较清闲，经常有时
间读书饮酒。只有采办楠木的那一百多天，十分辛
苦，除夕夜也在深山破庙里度过。

过往的官吏见到于成龙的状况，大都叹息不已，
不好意思打扰。上级则觉得于成龙是好官清官，赞
美他“清操毅敏”“刻苦矫厉为良吏”，一半是夸奖，一
半是同情。下级属吏和老百姓见了于成龙，经常是
哭泣诉苦，也不讲究上下尊卑的礼节。这些情况，都
让于成龙感到精神轻松。

于成龙总结说，他在罗城和合州，都是“居极苦
之地而不为苦者也”。

于成龙曾经给上司写过一份
《规划铜梁条议》，畅谈了自己对合
州下属铜梁县的治理计划。其中
有些内容可能已经付诸实施并见
到效果，有些内容则因为于成龙任
职时间短，可能只有头绪，并未真
正见效，留待后任官员继续实施。
这份计划书，被上司采纳上报后，
也很有可能成为朝廷恢复荒残地
方的新政策，它的价值意义绝不限
于合州一地。《条议》如下：

（一）招徕流民

于成龙分析了明末战争以来，
当地百姓的流亡不归情况：有的是
逃到少数民族地区，被当地土司扣
押为奴，不能返乡；有的是逃到外
地，做了外地人的佃户，暂有生计，
不愿返乡；有的是在原籍曾经为人
奴仆，欠人钱财，不敢返乡；有的是
试探性地回家看看，立即被官府强
行纳入户籍，征粮征税；还有的人
没回来，名字已被官府记录在册，
定下赋税。这些情况都影响到流
民的返乡。

于成龙的对策是：多贴告示宣
传朝廷招抚流民的优惠政策，允许
流民返乡后投亲靠友，寄名亲友户
籍，满三年生活安定后，再行立户
纳税。让本地百姓多加宣传招徕，
务使流民乐意返乡。

于成龙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
最大，他到合州一年之后，合州户
口就增加到了一千以上。

（二）保护“流寓”

所谓“流寓”，就是从外地逃亡
来到合州的人口，对应的是“土著”
居民。

本来朝廷有政策，允许“流寓”
人口占据空房荒地，只要插上自家
的 标 志 ，官 府 即 承 认 其 永 久 的 产
权。但本地人常会欺负外地人，插
标占产时他们不作声，等外地人把
房子修好了，田地整好了，他们才
出面声称这原是自己亲戚某家的
产业，托自己照管，别人不能侵占
等等。争夺不已，闹得外地人不敢
居住耕种，人心惶惶，想离开合州。

于成龙的对策是：严格执行朝
廷的有关规定，保护“流寓”权益，
插标占产，永为己业，不许本地人
争夺。

（三）奖励垦荒

铜梁县过去编户二十六里，
赋银二万二千余两。现在只有
三 十 九 户 ，赋 银 三 两 一 钱 左

右，还有大量的荒田没有得
到开垦。百姓们垦荒的积

极性不太高；又担心朝
廷 清 丈 田 亩 ，已 开 垦

的田地也不好好耕
种，生活贫困得很。

于 成 龙 建
议，要积极鼓励
百 姓 垦 荒 ，经
常派人查访，
勤劳耕织的
家 庭 要 奖
励 ，懒 惰
懈 怠 的

家 庭 要 处 罚 。 管 得 紧 了 ，查 得 严
了，生产也就搞上去了，百姓的经
济生活必然会有起色。

（四）加强教化

于 成 龙 说 ， 铜 梁 县 以 前 是
“人文礼仪之邦”，经过 20 多年的
战 乱 ， 逃 出 去 又 迁 回 来 的 百 姓 ，
大部分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反而
沾染了许多兵营习气，不知道“孝
悌忠信”，只知道酗酒放肆，为非作
歹。地方上虽有乡官，但起不到教
化作用。

于成龙建议，各乡设立“乡约”
一名，每月初一、十五，向百姓宣讲
康熙皇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教
百姓们“礼让为先，勤俭为本，戒游
逸赌饮”。如果有不听“乡约”约束
的，可以报官追究。

清 代 康 熙 皇 帝 的《上 谕 十 六
条》内容为：①敦孝弟以重人伦；②
笃宗族以昭雍睦；③和乡党以息争
讼；④重农桑以足衣食；⑤尚节俭
以惜财用；⑥隆学校以端士习；⑦
黜异端以崇正学；⑧讲法律以儆愚
顽；⑨明礼让以厚风俗；⑩务本业
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
告 以 全 善 良 ； 诫 匿 逃 以 免 株 连 ；
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
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五五））裁撤驻防裁撤驻防

战 争 年 代 ，铜 梁 县 城 曾 经 驻
兵，逃兵骚扰百姓，久为一害。后
来大军迁移，逃兵扰民现象也消失
了。和平后，铜梁县城一度“有官
有印”，所以派了三十多名官兵驻
防，但因为县里人口实在太少，知
县官被裁撤，县城的驻兵却一直留
了下来。这些兵卒因管理不善，纪
律很差，经常酗酒闹事，骚扰百姓。

于成龙认为，县城只有八九户
居民，用不着三十多名官兵保卫，
乡下居民零散，一向也没有盗贼祸
害 ，所 以 应 该 裁 撤 掉 这 些 驻 防 士
兵。

在另一篇文章中，于成龙出于
保卫地方安全的目的，建议提督不
要裁撤驻防合州城的 500 名官兵，
这又是另一层利害关系了。

（六）保护孤寡

战争年代，青壮年男子死亡很
多，留下很多孤儿寡妇家庭，生活
艰苦。铜梁地方有一种陈规陋习，
说“夫死妻必嫁”，不支持寡妇守
节。社会上更有一种欺负孤寡的
现象，把嫁寡妇当做生财之道。

有些人，替邻里操办丧事，自
己出一点钱，然后不急于讨要，过
上一年两载，本利相加，逼迫寡妇
用再嫁的方式来还债，自己赚取彩
礼。还有人给官府行贿送礼，打着
官府的旗号，逼迫寡妇再嫁，从中
牟利。

于成龙自己是主张寡妇守节
的 ，但 也 容 忍 青 年 寡 妇 的 再 嫁 行
为。作为地方官员，他是从民间实
际出发，保护寡妇孤儿的权益。他
建议，如果有公婆、叔伯主婚的，官
府可以允许寡妇再嫁。如果家里
没有长辈亲人，则听取寡妇本人的
意见，愿守者守，愿嫁者嫁，街坊邻
里不得替寡妇做主。他说，这样可
以使“生者安心，死者瞑目”。

康熙七年康熙七年（（公元公元 16681668年年））冬天冬天，，于成龙接到一项于成龙接到一项
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带领几名得力部属带领几名得力部属，，离开合州离开合州，，到彭水到彭水、、武武
隆隆、、南川等县的原始森林中查采楠木南川等县的原始森林中查采楠木。。

当时当时，，朝廷要重修北京紫禁城朝廷要重修北京紫禁城，，需要大量的巨型需要大量的巨型
木料木料，，生长于四川等地深山老林中的楠木生长于四川等地深山老林中的楠木，，是首选的是首选的
优质木材优质木材。。这项采办工程这项采办工程，，由四川巡抚张德地全面由四川巡抚张德地全面
负责负责。。可能是由于金光祖十分看重于成龙的才能可能是由于金光祖十分看重于成龙的才能，，
两人的上下级关系一直处得不错两人的上下级关系一直处得不错。。于成龙的好几篇于成龙的好几篇
建议文章建议文章，，可能都是写给他的可能都是写给他的。。这次有重大任务这次有重大任务，，他他
便遴选抽调于成龙去负责勘查工作便遴选抽调于成龙去负责勘查工作。。

于成龙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后于成龙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后，，只带了只带了
两名书吏两名书吏、、两名皂快两名皂快、、一名门子一名门子，，冒着冬月严寒冒着冬月严寒，，前往前往
林区林区。。这期间这期间，，他给张德地巡抚上了一封他给张德地巡抚上了一封《《查采楠木查采楠木
详详》，》，谈到四川战乱之后谈到四川战乱之后，，百姓惊魂未定百姓惊魂未定，，采办楠木的采办楠木的
大事要严防扰民大事要严防扰民。。冬月严寒冬月严寒，，森林之中寒冷更甚森林之中寒冷更甚，，四四
川百姓一向不准备皮袄棉衣等御寒衣物川百姓一向不准备皮袄棉衣等御寒衣物，，也缺乏防也缺乏防
御猛兽的兵器御猛兽的兵器，，采木大事采木大事，，尽量不要征调普通百姓尽量不要征调普通百姓。。
另外另外，，他还谈到他还谈到，，进入林区进入林区，，需要当地文官带领差役需要当地文官带领差役，，
准备斧头钩镰等工具准备斧头钩镰等工具，，斩木开路斩木开路；；需要当地武官带领需要当地武官带领
兵丁兵丁，，准备枪炮刀枪准备枪炮刀枪，，抵御猛兽抵御猛兽。。深山老林深山老林，，出入不出入不
便便，，也需要准备帐篷也需要准备帐篷，，就地住宿就地住宿。。自己官小自己官小，，不方便不方便
指挥当地官员指挥当地官员，，希望巡抚直接下达相关命令希望巡抚直接下达相关命令。。其实其实，，
这次采木工程这次采木工程，，朝廷本有严旨朝廷本有严旨，，不许惊扰百姓不许惊扰百姓，，只由只由
地方文武官员带领差役士兵去办理地方文武官员带领差役士兵去办理。。于成龙是出于于成龙是出于
爱民的目的爱民的目的，，向巡抚再次强调一下而已向巡抚再次强调一下而已。。

于成龙负责的是最艰苦的勘查工作。在当地向
导的带领下，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寻找尺寸合适
的巨木，插上标志，然后详细写明木料的地点、尺寸、
运输路线、距离等，快马传递给巡抚，由巡抚另派人
核查，确定后再命人采伐运输。

于成龙在寒冬腊月进入森林，除夕夜就在彭水
县林区的一座破庙中度过，忙到春暖花开，总共干了
100多天。好多工作其实都是白辛苦，找到了木料，
张德地派人一复查，说是不合用，还得继续找，不能
拿尖细的木料敷衍塞责。张德地还安慰鼓励于成
龙，许诺说，如果找到了适合皇宫大殿的栋梁之材，
他一定向朝廷保举叙功。这话倒是真的，替皇上家
里办事，回报自然是非常丰厚的。

在林区过新年时，于成龙曾经写下一首七律，感
叹自己的官场辛苦：

驱驰王事入彭川，旅舍神宫辞旧年。
七载罗阳梅弄影，三冬蜀道柳含烟。
石龟负气星文粲，林鸟声催草木鲜。
忽忆家乡思对镜，明晨霜鬓独凄然。
于成龙的勘查工作做出了成绩，找到了足够的

合用巨材，事后果真被张德地巡抚保举叙功。康熙
八年，他接到了朝廷新的任命，调到湖广黄州府任同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