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初政坛的知己之交
——于成龙与陈廷敬的真挚情谊

□ 闫卫星

双壁同辉：三晋沃土育双杰

6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蔡晓霞 校对 刘挺

社会专刊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文 史2025年 6月 4日 星期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一代廉吏
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溘然长逝，享年
六十八岁。于成龙的离世，犹如一颗巨
星陨落，令朝野上下悲痛不已。康熙帝
听 闻 噩 耗 ，深 感 惋 惜 ，下 诏 表 彰 他 为

“天下廉吏第一”，并追赠太子太保，谥
号“清端”。

作为于成龙的挚友，陈廷敬更是悲
痛万分。他对于成龙的一生功绩和高尚
品德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为了缅怀
这位志同道合的老友，陈廷敬亲自为于
成龙撰写了《于清端公传》。在这篇传记
中，陈廷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详细记述
了于成龙从出仕之初的广西罗城知县，
到历任多地官员，直至最终成为两江总
督的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他着重强调了
于成龙在每一个任职岗位上，如何以清
正廉洁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
重困难，为老百姓谋福祉，为朝廷尽忠职
守。通过细腻的描写与真挚的情感表
达，陈廷敬将于成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地
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后人得以更深入地
了解这位廉吏的伟大之处。

陈廷敬为于成龙撰写传记，不仅是

出于个人之间深厚的友情，更是对其一
生功绩与精神的高度认可与传承。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于成龙的事迹
与精神得以流传后世，成为激励后人廉
洁奉公、勤勉为民的精神动力。这一举
动，也从侧面反映了陈廷敬对于友情的
珍视，以及他对正义、廉洁等高尚品质
的执着追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于成龙与陈廷敬之间的这种真挚情谊，
宛如一股清泉，润泽着人们的心田，成
为历史长河中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于成龙与陈廷敬，这两位清初康熙
年间的杰出人物，虽出身不同，人生轨
迹各异，但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相遇、
相知、相交，共同书写了一段精彩绝伦
的传奇故事。他们的交集，始于早年的
求学渊源，在保定会面中初绽光芒，在
同朝为官的岁月里相互砥砺、携手奋
进，通过子孙姻亲关系得以延续与升
华，于成龙去世后陈廷敬的深情缅怀更
是为这段情谊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又令

人动容的句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
是个人之间的友情，更是一种基于共同
理想、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在清朝
初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始终
坚守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以天下为己
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安居乐
业殚精竭虑。他们的事迹与精神，不仅
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朝廷树立
了良好的典范，推动了政治的清明与社
会的发展；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在追求正义、廉洁、为民服务的道路上
奋勇前行。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于成
龙与陈廷敬的形象依然光耀千秋。他
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清正廉洁、忠诚担当、为民谋福的品
质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应当从他们的
事迹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和弘扬他
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清初康熙年间，三晋大地钟灵毓秀，孕育出两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于成龙与陈廷敬。于成龙，出生于山西永宁州
来堡村（今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以其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奉公的品行，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陈廷敬，诞生于山西泽州

（今晋城市阳城县），在朝堂中枢纵横捭阖，历任四部尚书，位极人臣，是康熙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二人虽年龄相差二十一
岁，但同乡之谊使他们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入探究二人的交往，宛如揭开一幅生动鲜活的清初政治人文画卷，既能洞察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能领略两位贤能之士
的高风亮节与家国情怀。

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出
身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饱读经
史子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理念深深扎根于其心中，为其日后的仕途生涯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于成龙的科举
之路颇为坎坷，迟至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
才考中副榜贡生（举人副榜），此后多年未能在
科举上更进一步。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已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怀着“此行绝不以
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踏上出
仕之途，出任广西罗城知县，从此开启了波澜
壮阔的为官生涯。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自幼
聪慧过人，展现出非凡的学习天赋。他成长于
文风鼎盛的泽州陈氏家族，家族中诗书传家的
氛围浓厚，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陈廷
敬勤奋好学，学业精进，顺治十五年（1658年），
年仅十四岁的他便考中举人，次年又高中进
士，赐名廷敬，开始步入仕途。其早期求学经
历使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培养了深厚的文
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因在任上政
绩斐然，被康熙帝破格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为
掌管京畿重地的封疆大吏。此时的于成龙，秉
持一贯的清正廉洁作风，大力整顿直隶官场积
弊，打击豪强恶霸，安抚百姓，一时间直隶境内
吏治为之一新。然而，其刚正不阿的行事风格
也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
酪”，面临诸多阻力与困境。

与此同时，陈廷敬在朝中已崭露头角，担
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深受康熙帝赏识，时
常参与朝廷机要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康熙二
十年（1681 年），陈廷敬因公务前往保定，与于
成龙得以首次会面。这次会面，虽无详细史料
记载，但可以想象，两位来自山西的同乡，在异
地相逢，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朝廷殚精竭
虑，心中定是感慨万千。于成龙向陈廷敬倾诉
了在直隶任上的种种艰辛与挑战，陈廷敬则凭
借其在朝中积累的政治经验，为于成龙出谋划
策，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建议与思路。二人就吏
治整顿、民生改善等问题深入交流，彼此观点
契合，对对方的才能与品德均赞赏有加。此次
保定会面，让于成龙与陈廷敬建立起了深厚的
情谊，他们惺惺相惜，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挚
友，在为朝廷效力、为百姓谋福祉的道路上相
互支持，携手前行。

保定会面之后，于成龙与陈廷敬在
各自的仕途上继续奋进，且时有交集。于
成龙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等要职，始终坚守
廉洁奉公的原则，将“天理良心”作为为
官行事的准则，所到之处，皆以雷霆手段
打击腐败、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生
产，深受百姓爱戴，其“清廉”之名传遍
大江南北。陈廷敬则在朝廷中枢不断升
迁，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又拜文
渊阁大学士，成为康熙皇帝的重要智囊与
股肱之臣。他在朝廷中致力于整顿吏治、
改革科举制度、编修典籍等事务，为清朝
的政治稳定、文化繁荣贡献巨大。

在朝堂之上，于成龙与陈廷敬虽分
工不同，但目标一致，皆为国家长治久

安与繁荣昌盛而努力。每当朝廷讨论
重大政策时，二人常常意见相合，相互
呼应，共同为正确的决策发声。例如，
在讨论地方治理与官员考核制度时，于
成龙凭借丰富的地方任职经验，提出诸
多切实可行的建议；陈廷敬则从朝廷全
局出发，对这些建议进行补充与完善，
使其更具可行性与系统性。他们的协
作，为朝廷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提供了
有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朝
政治的良性发展。

此外，当于成龙在地方任职中遭遇

困难或受到不公正的弹劾时，陈廷敬总
会挺身而出，在朝中为其仗义执言。他
深知于成龙的为人与能力，坚信其是一
位难得的贤能之臣，不应被无端诋毁。
同样，当陈廷敬在朝廷中推行改革举措
面临阻力时，于成龙也会以自己在地方
的影响力，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支
持，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改革理念，为陈
廷敬在朝中的工作减轻压力。这种相
互砥砺、相互支持的关系，不仅体现了
二人之间深厚的友情，更彰显了他们为
国家、为民族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成龙与陈廷敬
之间的情谊不仅在他们自身的交往中
愈发深厚，更延伸至两家的子孙后代，
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两家的关系从地缘
上升为血缘，情谊得以进一步升华。陈
廷敬之子陈壮履与于成龙之孙于准结
为了儿女亲家，自此，陈于两家紧密相
连，成为休戚与共的家族。

这种姻亲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
巩固了于陈两家之间的友好情谊，使两

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
加频繁与深入。在官场中，两家子孙相
互扶持，共同为维护家族荣誉与国家利
益而努力；在生活中，彼此往来密切，分
享家族琐事与生活感悟，亲如一家。另
一方面，于成龙与陈廷敬作为两家的先
辈，皆以清廉刚正、忠君爱国而闻名于
世，他们的高尚品德与卓越成就，成为
两家子孙学习的楷模与榜样。通过姻
亲关系的纽带，两家的优良家风得以相
互融合、传承发扬，激励着后世子孙在

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秉持先辈的精神，
坚守正道，奋发有为。

从康熙朝开始，历经雍正、乾隆两
朝，陈于两家的这种友情与姻亲关系延
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两家子孙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
他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为家族争光，
更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例
如，于准在仕途上继承了祖父于成龙的
遗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陈廷敬的后
人也多在官场、文坛等领域有所建树，延
续着家族的辉煌。他们的存在，不仅是
于陈两家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清初政
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保定会面：惺惺相惜之始

同朝为官：相互砥砺与支持

子孙姻亲：情谊延续与升华

深情缅怀：陈廷敬为故友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