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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廉吏于成龙清官廉吏于成龙————

闽省两司闽省两司（（二二））

□□ 闫卫星闫卫星

整顿官场
按察使的另一项重要职责，

就是监察管理官吏，奖励推举清
官廉吏，剔除惩办贪官污吏，澄
清吏治，提高效率。但当时是特
殊的战争时期，大量的公务还要
依赖现有的这批官吏，不可能真
正地进行清理整顿，于成龙就采
取了一种“有礼有节”的整顿方
法。他发布了《严戢衙蠹檄》，指
出：

衙役犯赃，首严功令。本司
法纪攸司，剔蠹除奸，尤为急务。

说自己上任以来，就开始留
心 察 访 衙 役 犯 赃 这 一 地 方 流
弊。调查的结果是，福建全省向
来是“丛奸薮恶”，地方上的恶棍
全藏身于衙门之中，这些人“巨
猾老奸，机深术巧”，用花言巧语
和微薄小利蒙骗诱惑长官上钩，
取得长官信任，然后官吏勾结，
坑害百姓。愚昧善良的百姓十
分畏惧这些人，而狡诈的百姓则
与衙蠹们勾结，再去坑害其他良
民百姓，地方上的风气就这样败
坏了。

于成龙声称，自己已经察访
到了很多具体的事实，他举例：
采买军需时采买军需时，，这些人会在其中滥这些人会在其中滥
加杂派加杂派；；征调差役时征调差役时，，这些人会这些人会
卖富差贫卖富差贫，，从中取利从中取利；；处理诉讼处理诉讼

案件时，他们会唯利是图，是非
颠倒。自己本应当立即指名锁
拿 这 些 衙 蠹 ，揭 发 参 劾 这 些 贪
官，但考虑到地方连遭战乱，法
纪废弛，对犯法的官吏也没有三
令五申，及时教育，所以这次姑
且从宽处理，既往不咎。希望这
些官吏“痛改前非，洗心易辙，奉
公守法，保守身家”，表明如果他
们怙恶不悛，继续作恶，那自己
绝对不会“宽假”，官员要以“贪
纵揭参”，衙役要以大法重处。

于 成 龙 这 是 一 种“ 敲 山 震
虎”的手段，话说得很重，但处理
很轻，也可以说是“先礼后兵”，
重在警告。

他还发布了《申饬招格檄》，
规范了司法文书的格式，要求文
书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方便
案件的复查和上报。

于成龙自己的“提刑按察使
司”衙门，和别的衙门一样，也存
在着“衙蠹”的问题。他在监察
别的衙门时，自己派下去的差役
也常常恐吓下级，勒索财物，为
非作歹。下级各衙门因此也产
生抗拒心理，不能很好地执行于
成龙的命令。

于 成 龙 发 布 了《申 饬 差 扰
檄》，一方面指出由于各级官吏

玩忽职守，不能很好地完成朝廷
紧急公务，自己不得已才派差役
前去催办。这样做，是为了避免
各级官吏因为迟误公事受到“参
罚”，并不是想让差役们去骚扰
地方。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按察
使衙门的差役有违法犯罪行为，
以前的事情查无实据，可以既往
不咎。以后，若再有类似事件发
生，下级官府可以“据实具文”，
将犯法差役押送回按察使衙门，
依法重处。如果下级官吏“投鼠
忌器”，不敢对上级差役下手，也
可以密信揭发，由按察使衙门另
派差役捉拿追究。如果下级官吏
既不敢公开查究，又不愿密信揭
发，而是隐忍不报，那一定是自己
有把柄捏在了差役手中。于成龙
说，对这种情况，自己一旦查出，
就会以“委靡无能”“揭报”该官
吏。最后他说：“法在必行，务各
恪遵。本司将以此觇该府之风力
才干矣！”意思是，揭发上级差役
的事情确实很难办，但我会借此
考察你们的胆魄和能力。

于成龙是精明厉害的官员，
他明白这种事件中的的““狗咬狗狗咬狗””
成分成分，，下级官吏和自己的差役下级官吏和自己的差役，，
都会存在问题都会存在问题，，所以双方都要敲所以双方都要敲
打。

为 了 解 决 办 事 效 率 和为 了 解 决 办 事 效 率 和““ 衙衙
蠹蠹””滋扰问题滋扰问题，，于成龙还发明了于成龙还发明了
两种新方法两种新方法。。第一种是第一种是““风火雷风火雷
三催号票三催号票”，”，设计了风设计了风、、火火、、雷三雷三
种号票种号票，，一种比一种紧急一种比一种紧急，，用于用于
催办公务催办公务。。如果如果““雷票雷票””发下发下，，公公
务还不能如期完成务还不能如期完成，，那就要派差那就要派差
役捉拿相关人员问罪役捉拿相关人员问罪。。这种方这种方
法法，，免不了仍要派遣差役免不了仍要派遣差役，，即使即使
是奉公守法的好差役是奉公守法的好差役，，到了下级到了下级
地方地方，，也会有得到一番接待也会有得到一番接待，，花花
地方上许多钱地方上许多钱。。于成龙考虑到于成龙考虑到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设计了一种木签又设计了一种木签，，
在木签上注明期限在木签上注明期限，，随公文发往随公文发往

各地各地，，这样就不必派遣差役了这样就不必派遣差役了。。
木签一到木签一到，，说明事件紧急说明事件紧急，，必须必须
按期完成按期完成。。办事的办事的““经承经承”，”，完事完事
后拿着木签到省交令后拿着木签到省交令。。如果如果““事事
已妥当已妥当，，不烦驳诘不烦驳诘”，”，该该““经承经承””可可
以 法 外 从 宽以 法 外 从 宽 ，，不 受 追 究不 受 追 究 。。 如 果如 果

““苟且塞责苟且塞责，，仍不能完结仍不能完结”，”，要对要对
““经承经承””进行进行““责惩责惩”，”，还要派差役还要派差役
押回去重新办理押回去重新办理。。如果地方官如果地方官
府收到木签府收到木签，，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到期不到期不
报报，，就要选派差役星夜锁拿办事就要选派差役星夜锁拿办事
的的““经承经承”，”，并以并以““违玩职名违玩职名””罪揭罪揭
报该地方的长官报该地方的长官。。

笔者阅读这一段记载笔者阅读这一段记载，，感觉感觉

于成龙所做的按察使工作非常
复 杂 、麻 烦 。 当 地 官 场 风 气 不
正，效率不高，但又军情紧急，有
大量的军需事务要办。于成龙
既要考虑如期完成公务，又要防
止贪官污吏们从中作弊，还要设
法为地方上减轻负担，只能是绞
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惨淡经
营。他的风火雷三票和木签制
度，到底起到多大的效果，我们
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于成龙
做得很努力，很尽心，对得起自
己的“天理良心”，也对得起国家
和百姓。

提高效率

古代战争时期古代战争时期，，敌对双方的将敌对双方的将
士们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杀来杀去冒着生命危险杀来杀去，，难道难道
就只为赚几个军饷就只为赚几个军饷，，领几个赏领几个赏，，升几升几
级官级官？？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战争是他们发横战争是他们发横
财的机会财的机会。。他们不但会毁坏百姓的他们不但会毁坏百姓的
田园房舍田园房舍，，抢劫金银细软抢劫金银细软，，还会奸淫还会奸淫
妇女妇女，，掳掠人口掳掠人口。。这是战争的潜规这是战争的潜规
则则，，谁都没有办法彻底治理这个弊谁都没有办法彻底治理这个弊
病病。。不让士兵抢劫不让士兵抢劫，，士兵们就没有士兵们就没有
打仗的积极性打仗的积极性。。

康熙十八年前后的福建省康熙十八年前后的福建省，，大大
兵云集兵云集，，掳掠现象十分严重掳掠现象十分严重。。耿精耿精
忠叛军进攻浙江忠叛军进攻浙江、、江西时掳掠了大江西时掳掠了大
量的人口量的人口，，康亲王的八旗骑兵在进康亲王的八旗骑兵在进
军过程中军过程中，，从耿精忠手里抢回一批从耿精忠手里抢回一批
人口人口，，又免不了再掳掠一批人口又免不了再掳掠一批人口。。
这些被掳掠的人口这些被掳掠的人口，，按照不成文的按照不成文的
规定规定，，属于将士们的私人财产属于将士们的私人财产，，是给是给
将士们做奴婢用的将士们做奴婢用的。。这些将士们行这些将士们行
军打仗军打仗，，没有多余的口粮给奴婢们没有多余的口粮给奴婢们，，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管理奴婢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管理奴婢，，所以所以
他们便会将奴婢就近出售他们便会将奴婢就近出售，，换成钱换成钱
财带回家乡财带回家乡。。

作为福建省的按察使，于成龙
并没有权力过问军营里这些陈规陋
习，也没有权力向康亲王或者其他
长官建议禁止掳掠、释放奴婢。但
是，一向讲究“天理良心”、爱民如子
的于成龙，又不可能不关心这批被
掳掠为奴婢的平民百姓。

怎么办呢？于成龙只能尊重当
时的潜规则，拿钱把这些人赎买回
来。于成龙自己手头不富裕，官府的
经费又不能动用，他采取了募捐集资
的办法，动员号召当地的官绅富户，
慷慨解囊，凑集银子，到兵营里头去
赎人。于成龙再利用自己按察使的
身份，和将士们讨价还价，尽量降低
价格，用有限的银子，多赎几个人出
来。他儿子于廷元也跑前跑后，帮着

老父亲做善事老父亲做善事。。总督姚启圣是个著总督姚启圣是个著
名的富户名的富户，，在解救奴婢事件中在解救奴婢事件中，，也出也出
了很大的力量了很大的力量。。

这样的事情其实史不绝书。春
秋时期，贤臣百里奚被掠为奴，秦穆
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买回来；三国
时期，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掠为
妻室，曹操花重金把她赎回中原；唐
朝初年，太宗李世民曾经动用国库
钱财，从自己士兵手里赎买战争掳
掠人口；安史之乱时，名臣颜真卿曾
经派侄子到敌占区赎买被掳掠的亲
友和僚属。

这次，于成龙主持赎买的奴婢，
和自己全无亲友关系，都是浙江、江
西、福建等地的平民百姓。他要让
这些人摆脱奴婢命运，骨肉团聚，享
受天伦之乐。于成龙经手赎买回来
的奴婢有几百人，他还给这些人发
放必要的路费，送他们回家。有很
多被掳掠的少年儿童，赎买回来后
没有亲友来认领，自己也没有能力
回家，于成龙就暂时把他们收养在
自己的官署中，把官署变成了临时
的学堂。于成龙每天回到后堂，孩
子们围着他要吃的，要玩的，非常热
闹。每凑够一船的人数，于成龙就
送走一批孩子，直到把所有的孩子
都送走。

这件事不是于成龙一个人能
完成的，但他出面组织募捐，安排
遣送，费尽了千辛万苦，确实是做
了一件很大的善事。当时的被掳
人口远远超过数百名，于成龙的筹
资能力有限，不可能全部赎回。其
他的人，有一部分被自己的亲友赎
回，另一部分就被转卖他方，终身
为奴，沉沦苦海。

慈悲的于成龙大人，对此只能
是流泪叹息了。

布 政 使 衙 门 的 全 称 是“ 承 宣 布 政 使
司”，布政使为从二品官，年俸一百五十五
两，俗称“藩台”“藩司”。其主要职责是：

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
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
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
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
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

也就是考核官员、考试、财政等地方事
务。下设经历、都事、照磨、理问、库大使、仓
大使等属员。于成龙于康熙十八年十月下
旬到任，第二年二月就调走了，为期很短。

藩司职责

解救奴婢

康熙十八年（公元 1679 年）又是朝
廷考察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于成龙的
考核评语按惯例是由福建总督和巡抚来
撰写的。

当时的福建总督是姚启圣，巡抚是
吴兴祚，这两位都是清代著名的封疆大
吏，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就表彰过姚启圣
的事迹。他们两人对于成龙印象很好，于
成龙上任仅仅几个月，就做出了很大的成
绩，确实是福建省最清廉也最有能力的官
员，于是就推举于成龙为“卓异”，这是于
成龙平生第三次得到这个荣誉。

吴兴祚给于成龙的评语是这样写
的：

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申冤
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

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
遍济病囚医药，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
口，资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
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上报朝廷后，康熙皇帝的圣旨是这
样回复的：

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
异。

在史书的记载中，于成龙是康熙十
八年九月被举为“卓异”，并且当月被朝
廷提拔为福建布政使。

布政使管一省财政，在战争时期也
全面管理军需，既是个非常劳累的活儿，
也是个大大的“肥缺”，贪污腐败的机会
非常多。于成龙保持了“天下第一清官”
的美名。

三举“卓异” 后人拍摄的有关于成龙的影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