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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隋翔宇

300多年前，一位名叫杨维乔的监察御史独
自行到了烟台养马岛。

异地为官的他，这次休沐返乡，是慕名而来。
但他所慕之名，非岛上的旖旎风光，而是长眠于
此的同乡先贤。

杨维乔自出仕以来，素为服膺东汉“一钱太
守”刘宠的清廉事迹，仰慕他爱民如子、居官无所
取的高尚品性。闻岛上有刘宠墓，他便欣然前往
拜谒。

静伫墓前，万籁俱寂，唯有海风在耳畔沙沙
回响。杨维乔屏息凝神、心眼合一，努力触碰着刘
宠的廉洁正气。良久之后，他突然开口，高声吟
诵：“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持
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是啊，一钱虽轻，背后却凝聚着百姓的滴滴
心血，做官为政者若无此识，将何以为官？

岛外海天一线、巨浪拍石，岛上“得悟”的杨
维乔跨越千年，与刘宠心神相接。

好官真心护百姓
百姓盛情送好官

刘宠是烟台牟平人，杨维乔生于烟台莱山。
二人家乡近在咫尺，古今相逾千年。

今天的养马岛，刘宠墓早已湮没无闻，故迹
难寻。但他和杨维乔的浩然正气，并未随实物消
逝而有一丝衰减。他们的官品官德，传为美谈，历
久弥新，至今仍砥砺着芸芸后来者。

“一钱太守”刘宠，字祖荣，东汉东莱牟平
人。他出身西汉宗室，是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的
后代。刘肥之孙刘渫受封为牟平侯，刘宠这支便
迁往牟平封地居住。

刘宠幼时，即跟随父亲刘丕学习儒家经典。
刘丕为当时硕儒，品德高茂，学识渊博。清初历史
学家万斯同著《儒林宗派》，将刘丕和刘宠一同纳
入汉儒序列，足见父子二人学识纯熟精深。

通晓经籍的刘宠，才能闻名遐迩，地方以“明
经”的名义举荐他为孝廉，旋即出任东平陵县令。
东汉时的东平陵县，在今天的济南章丘一带。

刘宠生活的年代，已经出现了天下将乱的端
倪。东汉中期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是豪强势力
的肆意膨胀。依靠豪强联盟支持取得天下的光武
帝刘秀，对豪族的诉求听之任之。经百年土地兼
并，东汉中期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地
方豪强仗着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欺男霸女、
鱼肉乡里，官府士绅们司空见惯，要么袖手旁观，
要么沆瀣一气。孤弱的百姓有冤无处喊，有苦无
处言。

刘宠素有“修齐治平”的弘愿，渴望改革积
弊，重兴汉室。上任以后，刘宠出入田间，劝农耕
桑，难得安居。水旱未至，他便定期查看县中各处
水源，组织开挖渠道，灌溉面积逐年增加，因而水
旱无虞。百姓由此富足，户户都有余粮。

刘宠还严加约束游手好闲、不务农作的府县
官员和富家子弟。对于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刘
宠一经查实便严惩不贷。在他治下，豪强敛息，百
姓吐气，盗贼绝迹。东平陵县人人勤于农耕，社会
风气大为好转，以前流亡的百姓也纷纷回乡。县
中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每逢佳节必为之祷告，祈
求上苍庇佑刘宠。

正当此时，一封母亲患病的书简，快马加鞭
送到刘宠案前。侍母至孝的刘宠，虽对百姓有着
无限留恋，却也只能辞官而去。

刘县令要走的消息，犹如巨石投水，一传十
十传百，在整个东平陵县激起层层波澜。几十个

腿脚快的乡亲跑到县衙，拉扯着刘宠的衣袖不忍
他离开。曾受刘宠恩惠的百姓更是顿足捶胸，号
啕大哭。此情此景，刘宠也是感慨唏嘘，却也无可
奈何。

赶来挽留和送行的百姓越来越多，整个县衙
被围得严严实实，无处落脚。随后而至的百姓，只
好拥到街头、挤进巷尾，最后将整条马路全部堵
塞。县吏事先准备的马车无法挪动寸步，刘宠只
得换上便装，悄悄从侧门离开。

刘宠走后，还有不少百姓滞留县衙不肯离
去。百姓发自肺腑的送行，正说明刘宠在东平陵
县行宽政惠政，百姓心悦诚服以心送之。

循吏当年齐国刘
大钱留一话千秋

后来，刘宠相继担任豫章和会稽两地太守，
治下均有政绩。会稽在东汉尚处化外之地，百姓
朴实拘谨，有的竟然从小到大都没有到过集市城
镇。刘宠之前，官吏们认为老实木讷的他们好欺
负，便征收繁重的赋税徭役。官吏“竞相虎狼，噬
食小民”，百姓不堪其扰，小型动乱屡屡发生。

刘宠上任后，一反常态，凡事“简除烦苛，禁
察非法”，除掉烦琐的规章制度，禁止部属扰民。
郡中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刘宠将
会稽治理得井井有条，惠政直达天庭，朝廷征召
他为将作大匠，执掌宫室、宗庙、陵寝的土木营
建。这是朝廷公认的肥缺，皇帝征用刘宠，正是看
重他为官两袖清风的可贵品质。

送别的队伍照例是连绵不绝，刘宠宽慰众
人，一一答复，大家这才意兴阑珊地离开。

大队伍走后，五六位须发皆白的山阴县老
翁，从山间小道颤颤巍巍走到刘宠面前。老者每
人手捧百个大钱，低头作揖，执意奉上。刘宠低身
下拜：“各位长者，刘祖荣何德何能，敢劳烦如此
盛情？”

老翁哆嗦着摊开双手说：“我们都是山沟里
的庄稼人，苟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郡守啥
模样。以前几任太守，不治生产，搜刮为要。敛财
的官吏白天黑夜从不间断，有时村子里的狗要叫
一个通宵，老百姓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被逼无
奈，许多人逃亡为盗。可自从您到任以来，秋毫无
犯，凡事清净为要，从不扰民害民。如今百姓白天
看不到恶吏，夜里听不见狗叫，全赖您的恩德。我
们逢此清平盛世，平生无憾。现在听说您要离我
们而去，我们心中虽是不舍，却也要特意来奉送，
您一定要收下。”

刘宠慌忙俯身，鞠躬行礼，“这都是我为官的
分内事，哪像几位长者所说的那样？”刘宠数番推
让，老人们却执意相送。眼见盛情难却，刘宠只得
在其中挑了一枚大的钱币收下。

老者走后，刘宠随手将大钱抛入江中，让它
永远留在了会稽郡。据传，原来此水浑浊，刘宠抛
币后竟焕然清澈。后人将此水改名为钱清江，称
呼刘宠为“一钱太守”，怀念他的清廉品德。

刘宠入朝后，历任要职，为国砥柱。灵帝建宁
元年(公元168年)，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见宦
官乱政，心中幽愤，商定除宦者以清君侧。密谋遭
泄，二人无辜惨死。刘宠升任司徒，后任太尉，负
责收拾残局，重振朝纲。他忍辱负重，竭力安抚各
派，力图复兴汉室雄风。但因发生日食，皇帝以为
灾异，便把刘宠当作替罪羊，草草免官。汉室中兴
的努力戛然而止。

刘宠免官后，终老于家，再未对政治有实质
影响。东汉王朝也在灵帝“亲小人，远贤臣”的昏
碌下走向衰亡。

据《魏地形志·牟平》载：“莒岛（即养马岛）有

刘宠墓。”
今天的绍兴钱清镇，便是近2000年前的刘宠

抛币处。这里有一钱亭、一钱太守庙等古迹，古往
今来吟咏怀古者络绎不绝。据说，乾隆皇帝巡视
江南，曾路经钱清江，感慨于刘宠的清廉，欣然命
笔：“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留一话千秋；而今若
问亲民者，定道一钱不敢留。”

辞官建村乱世间
祖辈清廉气铮然

刘宠殁后1400多年的烟台，又出了一位清
官。他便是前来祭拜刘宠的监察御史杨维乔。

杨维乔，字岱桢，号午台，今烟台市莱山区午
台南塂(旧属宁海州)人。杨维乔久宦他乡，平素以
村名自号，正寄托浓浓思乡情。

杨维乔出生于明末清初的一个传统耕读家
庭。在祖父杨燦时，杨家由烟台解甲庄冶头村辗
转搬迁至此，建村午台南塂。

杨燦生活的年代，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杨燦
青年出仕，素有匡扶社稷之志，任过陕西周至县
丞、河南内乡县丞、山西大同府经历司，后升福府
审理。他亲见朝廷政治腐败，用人不察，贪渎贿赂
之风盛行，“庸才居高位，英俊沉下僚”。心高气傲
的他，不愿于俗世共沉沦，便毅然辞官归乡，以教
授子孙耕读为乐。他教授子弟，每每以居官清廉、
扶危济困为要。

据杨燦后人杨明政介绍，杨燦为官清正廉
洁，铁面无私。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涯，他不贪不
占，仅靠俸禄来维持生计。“平时仅蔬食，菜羹，面
无忧色。”

弃官回乡后，时人猜测他的清廉也许是徒有
虚表，沽名钓誉，肯定隐匿了丰厚家资而不外露。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即使他的亲人，也在流言蜚
语浸染下乱了方寸。杨燦闻听到这些传言，看着
众人眼神有异，举止奇怪，便知晓了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为表清白，他激愤地在神牌前立下毒誓：

“若有积金在手，或一两或千两，或偏长子，或偏
幼子，伏乞尊神将，将燦生前或遭众分尸千断，死

后还遭万劫地狱，更将所给银钱之人，一并照前
报应。”

杨燦的誓言泣鬼神感天地，众人赧然。他清
廉为官的风范，成为一则传说，为后辈树立了做
人行事的标杆。

杨燦重视家教，杨氏子嗣多半成才。据杨氏
族谱显示，杨燦的十二个孩子中，三个是生员；二
十五个孙子中，一个翰林、一个县令、一个监生、
十个生员；曾孙六十三人中，五个举人、两个贡
生、十个监生、九个生员；玄孙一百多人中，两个
考中进士，三人得中举人，两个贡生、七个监生、
二十二个生员。

居官莫道一钱轻
尽是苍生血作成

二十五个孙子中，有一个便是杨维乔。他自
幼聪颖，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考录进士，择优
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广西、浙江两道监察
御史，分巡河东盐政，由监察御史转口北道（今河
北张家口及周边一带）参议，旋升道台，司度支，
后兼山西布政使衔。

杨维乔未出仕时，便立志激浊扬清、荡涤贪
腐。任职期间，他抚恤幼孤，爱民如子，深得民心。
一次休沐归乡，闻听养马岛上有刘宠墓，便乘兴
而往。在刘宠墓前，杨维乔慷慨赋诗，作《题莒岛
汉刘宠墓》，诗云：“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
作成。向使持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杨维乔这样说，也这么做。为百姓申冤，杨维
乔以身犯险，在所不辞。任职口北道期间，有一
年，风涝虫三灾并起，地方灾情连绵不断，又赶上
了闹春荒，百姓饥寒交迫。无粮可食的农民，只好
以树叶、树皮和观音土度日。杨维乔亲自到灾区
察看，望着百姓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惨象，他心
中煎熬似火烧。

回到府衙，杨维乔立刻拟就折片，上奏朝廷，
汇报口北道灾情。康熙帝接奏折后，当即下诏拨
粮救灾，拯黎庶于水火。每逢灾荒，虽是平常人家
饥寒交迫的苦日子，却也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

大好时机。当时有一位冷姓同僚，私下与杨维乔
商议，打算在粮食里面掺沙石，克扣倒卖赈灾粮
食，从中渔利。杨维乔认为为民父母官，平时要体
恤百姓，危急时刻更要奋力救民，绝不能做这种
伤天害理、欺君害民的龌龊事。他坚决拒绝了同
僚的要求，并决定上奏朝廷，揭发此事。

哪知冷姓同僚碰壁后，怀恨在心，他联合几
个同伙，恶人先告状。他们诬陷杨维乔借放粮之
机，在粮中掺沙，坑害百姓，趁机发财，弄得民众
怨声载道。康熙帝误信谗言，以假为真，龙颜大
怒，一道圣旨，判处杨维乔死刑，立即执行。

杨明政说，关于杨维乔的获救，村里流传着
这样一则传说：杨维乔处斩那天，天空彤云密布，
狂风不止，飞沙走石，似乎上苍都为他鸣不平。杨
维乔乘坐囚车，披头散发，被押往法场。赶赴京师
的口北道百姓一溜两行，个个头顶一箍香，长跪
于法场，哭声震天。一时间众烟袅袅，随风飘往紫
禁城的上空。康熙帝见此，惊问其故，左右大臣含
糊答复。康熙帝派人查明原委，才得知个中真情。
他立即传旨赦免杨维乔，派人火速缉拿冷姓奸
臣，并当场问斩。

鬼门关前逃出生天，并没有消磨杨维乔的浩
然正气。官复原职后，杨维乔继续革除积弊，抑制
豪强。恰有京中的权贵，遣其家人，趁着山西大同
一带闹饥荒的机会大贩人口。当人贩子回到张家
口时，杨维乔将所贩人口全部扣留，交由地方设
法抚养。秋收以后，又将他们送回原籍，人贩子受
到重惩。

杨维乔的这一举动，虽极得民心，却又开罪
了权贵。权贵联合他人诬陷杨维乔贪赃枉法。杨
维乔再次被逮捕入狱，屈打成招，在狱中整整度
过了17年。

刑满释放的杨维乔，被折磨得已是皓首苍
髯。经过众同僚的力谏，杨维乔的冤案得到平
反。康熙皇帝召见了蒙受冤屈的杨维乔，对他
的清廉刚正大加褒奖，有意加官晋爵委以重
任。奈何杨维乔两次蒙冤入狱，已看透世态炎
凉，对仕途心灰意冷。他跪谢隆恩，恳切地
说：“臣现已年迈，力不从心，不能再任高职
了，恳求陛下让我告老回乡。”康熙只好应
允，令地方官员一路迎送，提供便利。但杨维
乔清廉自律，坚辞圣意，只骑一驹，私下启
程，一路寻访民情，知民疾苦。杨维乔丝毫不
惊动官府，地方官员皆迎一空。

杨维乔回乡以后，召集族中子弟，教之读书
习文。杨氏家族因而得功名者众多，南塂也被称
为“宁海州科举第一村”。

耄耋之年，他悠闲自得，缄口不谈朝政之事。
平时他热心为乡里百姓排忧解难，博得乡民交口
称赞。

今冶头村西有一座石桥，相传他的书房就在
桥畔。他曾作《石桥诗》云：“结庐傍石桥，溪畔柳
千条。岸上新琴谱，瓮头旧酒瓢。久贫人事少，多
病壮心销。老大便宜处，十年不早朝。”全诗用词
清丽，悠然自得中透着一股羲皇上人式的洒脱。

他的诗集有《闲闲吟》《屯具斋诗稿》，现今都
已经遗失。

在他第二次被逮捕时，宣化府（今河北张家
口）人感念他的恩惠，为他建立了生祠，定时祭
拜。他出狱后，曾致信当地，请求将生祠改为乡贤
祠。杨维乔卒后，又崇祀于宁海州乡贤祠中。

杨维乔逝世后，被葬于冶头村的店后一带，
墓前立碑，却是极为普通的石碑。

然而，他的故居、墓地、祠堂，今已不复存在。
杨明政说，到了“文革”时候，乡村兴起平坟，

杨维乔的坟墓也未能幸免。村人把坟扒开，发现
里面有一块青石碑，四五十厘米见方，内有篆字，
乡人不识，冶头人遂将灵柩深埋。

杨维乔为官时，曾为爷爷修有牌坊一座。这
块牌坊，也在1966年10月被拆。当时正在搞“破四
旧”，村里有几个跟风的人向村支书提议把牌坊
拆掉。村支书畏于形势，不得不从。于是几个年轻
人带头拆掉了牌坊。后来这几位带头拆牌坊的年
轻人全都患怪病死去，年纪也都不大。村人论及
此事，至今犹感敬畏。

今日的南塂村，已成为一处拥有一千三四百
户人家的城郊社区。记者在村委会大院里，随机
询问了几位老人，他们对杨维乔的事迹基本已没
有了记忆，甚至连杨维乔是谁也不知晓。

生时为民，死后民忘，刘宠和杨维乔大概也
希望这样。

■ 政德镜鉴┩捣等

刘宠和杨维乔，两位烟台籍父母官，虽时代相隔千年，坚守清廉操守却殊途同归。刘宠离任，两袖清风，不肯取民一钱钱；杨维乔居官，不畏权贵，

不惜身陷囹圄，数度为民请命。据传，乾隆皇帝曾为刘宠点赞：“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留一话千秋。而今若问亲民者者，定道一钱不敢留。”

刘宠与杨维乔：居官莫道一钱轻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古代官场，大小官员们犹如棋盘上的一颗
颗棋子，如果一直不动位置，总是不大合适的。政
声佳的要提拔，官声差的要处罚，总之都要靠动
一动来彰显朝廷的意志、选才的取舍。

所以官员们的离任交接，便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并衍生出涵括广袤的“离任文化”。翻开浩瀚
典籍，数千年里的各色官员离任，为我们上演了
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清官离任，百姓依依不舍、哭声震天；贪官走
人，百姓欢呼雀跃、诅咒谩骂。孰清孰贪，恋谁厌
谁，一目了然。

例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刘宠离任东
平陵县，“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
归”。

刘宠后任会稽太守，离任时几位头发斑白的
古稀老人从山中走出来，手捧百钱执意赠送。刘
宠盛情难却之下取其一枚，后抛至水中，留下“一
钱太守”的美名。

百姓对循吏的不舍和留恋，从送别中可见一
斑。

如果说刘宠离任，老人赠金，尚属有意为之。
那有时清官离任，无意之间也会留下名垂青史的
典故佳话。据《新唐书·崔戎传》，崔戎任华州刺史
时，与民休息，秋毫无犯，百姓因而乐足，咸称戎
德。这在藩镇割据、动乱频仍的中晚唐，显得尤为
难得。崔戎爱护百姓，百姓也真诚拥戴崔戎，把他
当作民之父母，顶礼膜拜。

后来朝廷调崔戎任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

职。华州百姓闻听崔大人要走，成群结队跑到府
衙，竞相痛哭，苦苦挽留。为了不让崔戎离开，有
的百姓顺手就把他的靴子脱掉，有的则把他的马
鞍扯下，大家挡着道舍不得让他离去。

有些经过兵燹之灾的年长百姓，甚至对前来
宣布诏令的使臣下跪请愿，要求代为转达百姓心
愿，恳请将崔大人留在华州。使者见此感人情景，
满口答应。但崔戎却极力阻止，认为为官者应以
朝廷诏命为重，不能轻言抗命。没想到这几个百
姓竟大无畏地说：“留公而天子怒，不过斩我二三
老人，则公不去矣。” 百姓不惜身死而留崔戎，
可见对崔戎恩德感怀之深。崔戎无奈，只得星夜
骑快马出城，百姓发觉后追赶不上方才罢休。

崔戎人虽走了，但被扯掉的官靴却留了下
来，成为百姓的念想。他们将“神物”供奉起来，建
堂立庙，定期祭拜，以表怀念。后世称此靴为“遗
爱靴”，把它作为勤政爱民的一种象征。

随着沽名钓誉的官员越来越多，“脱靴”慢慢
变成了例行程序，“遗爱靴”也越来越泛滥。

如果是清官廉吏要走，百姓自然要拦轿脱
靴。但一些贪官，也竞相效仿起来，以“不交接”相
要挟，强迫几个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
脚，百姓脱掉官靴，拿到靴子的民众再用个装裱
华丽的“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让进出的
市民观瞻。

“脱靴”从无心之举变成有意为之，原有的
韵味褪去，变得真假难辨了。

但百姓发自肺腑的告别，总能在俗套的“脱
靴”上焕发不一样的风采，演绎一抹与众不同的
感动。

如清康熙年间，松江人民送别某知县离任。
因其政德卓著，爱民如子，百姓簇拥脱靴，把酒恸
哭，不忍离别，县官亦为之大哭。蜂拥而上的百
姓，先后脱去知县的四十余只官靴。待知县走后，
松江人如丧考妣。可见为官者若真的为百姓谋
福，老百姓还是很记情的。

再如清乾隆年间的张京，丁酉年（公元1777
年）中举后任诸城县令。史载，他“甫莅任，遇蝗
灾，旱甚，京设局收蝗”。后来诸城遭遇干旱，张京
闻听城南有龙潭山，在山上祷告求雨每每灵验。
为了百姓苍生，张京步行前往百余里外的龙潭
山。也许是诚心感天动地，张京还未返城，瓢泼大
雨便降临诸城。第二年春天，临近的州县受旱绝
产，唯有诸城大丰收。

张京在诸城力行宽简之政，以教化为重。琅琊
书院坍塌许久，他倡导乡民募捐重新修葺，还延请
名师前来讲学，诸城的科举考试成绩蒸蒸日上。

张京“为政尚宽，讼狱不留，刑不滥用，竹笞
不过二十”。但他的宽仁并非泛爱，“不宥奸究，故
盗贼敛迹”。前任县令刘建为官严厉，张京为政慈
爱，百姓称他们二人为“刘父张母”。

后张京为解救无辜者忤逆了上司，被撤去官
职。

张京一心护百姓，百姓世世念张京。他离任
时，“饯送数十里不绝，并有送至省垣者”。诸城百
姓在苏轼喜雨亭旁立了一座生祠纪念他。张京离
任的“脱靴”处，也被百姓安置在了东门外。自五莲
山及收蝗虫的地方，皆有生祠。琅琊书院前有五公
祠，祀苏公轼、杨公继盛、刘公建及张公京、周公
某。咸丰五年，司寇王琦庆，为张京请祀名宦祠。

此情此景，至今忆来犹让人动容。
对清官，百姓念念不忘；对贪官，他们则以独

有的智慧予以辛辣讽刺。
明嘉靖年间，昆山县令杨廷桢千里为官只为

钱。他把昆山一地搅得鸡犬不宁，百姓难有一日安
宁。听到杨廷桢即将离任，当地绅民送匾一块，上
书“天高三尺”。杨廷桢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乡
绅对自己政绩的颂扬，便满心欢喜接受下来。后来
还是一位同僚点破其中玄机，“杨大人，天高了三
尺，是因为地低的缘故啊。百姓这是在说你把昆山
地皮刮低了三尺。”杨廷桢闻之气急败坏，却又无
可奈何。

又如署名“乐天大笑生”的明朝谐谑书《解愠
编》中载：“一仕官贪墨甚，及去任，仓库为之一空。
可他还不满足，寻来一把折扇，将当地山水画于其
上。其民作德政谣讽刺：‘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币民
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此等充满了劳动人民智慧的讽刺，可谓入木
三分。

相较于“一钱之赠”“遗爱靴”等特色送行，当
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官员立碑，记载他们的政德官
声。

清官离任时，乡绅们向百姓摊派若干的钱粮，
请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显
要的地方。例如西晋大臣羊祜离世后，襄阳百姓便
在他生前爱游览的岘山立起德政碑。

可后来形势变化超出了百姓预料。即使是“刮
地三尺”的贪官，离任时也要看到德政碑树起才肯
罢休，否则便借故拖延不走。到了唐朝，为了杜绝此
类陋习，政府下令不许再立德政碑，私自立的碑不

仅要拆毁，相关责任人还要受一百大板的刑罚。
规定在严格杜绝的同时，也开了一个可商

量的小口子。如果该官员爱民如子，老百姓坚决
要求立碑，可以逐级上报，由礼部允准。可多层
审批、拖延，往往旷日持久，无法配合官员离任
时的气氛，德政碑再也无法兴盛。

德政碑衰落了，“万民伞”便代之而起。相较
德政碑，万民伞成本更低、意味更浓。百姓送“万
民伞”，象征着官员一地为官，如巨伞一样佑护
着老百姓，为草民遮风挡雨。官员收到的万民伞
越多，便表示百姓越是感激。“万民伞”既能表达
对清官的敬意，又可以速成，无需经过繁琐的审
批手续，于是很快流行开来。

但凡事总是物极必反，清官离任百姓自发
送伞。可贪官离任，如果无人送伞，岂不是大大
伤了脸面？所以他们也会想法设法弄点万民伞
装点门面。

其实古往今来的著名廉吏，往往离任时
“一身轻松”，不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装点之
物，他们的清廉和爱民，就萌发并植根于百姓
的心间。

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江
苏涟水县）。临行前，米芾特将笔墨置于水池洗
清，以示“来去清白”。他除了随身携带几件衣物
和文房四宝外，未带走涟水一草一木。但他走
后，当地人将他洗笔墨的水池整修一新，命名为

“廉池”，至今仍引来无数游客景仰。有人触景生
情赋诗一首，表达对米芾“轻松离任”的景仰：

“米公洗墨净心灵，清气盈身任远行。多少华园
无觅处，廉池日日溢丹青。”

明代大清官海瑞，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百
姓誉为“海青天”。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家家
户户在门前供桌上摆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颂
扬他“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没有了笨重的

“德政碑”、作秀的“遗爱靴”和虚华的“万民伞”，
一碗清水一面明镜更让人动容。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一面明镜，而群众送
行的反应，就如同“晴雨表”，度量着为官者的政
绩名声，折射着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抛离
天花乱坠的送别程序后，浮现出来的“政声人去
后，民意闲谈中”方为官德真谛。

·相关阅读·

古代官员离任衍生出“离任文化”。清官卸任，百姓难舍，产生“遗爱靴”“万民伞”“德政碑”等千古佳话。久之，，贪官也竞相效仿，

以“不交接”相要挟，强迫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脚，百姓脱掉官靴，用“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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