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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孙京信

在平度北郊20公里，有一处名叫茶山的秀丽
山丘。它北接大泽，东邻崮山，蜿蜒起伏，姿态万
千。缘山径逶迤前行，至山丘半腰处，可见一座石
亭。石亭灰柱青瓦，下遮一眼古色古香的水井。古
井又名状元井，其源为汩汩山泉，其内则茂草深
深。井口数米外，立有一通碑额为“流芳百世”的
石碑。

相传这口古井，是北宋真宗年间科举状元、
参知政事蔡齐少时钟爱之物。他为布衣时，曾结
庐山丘之上。每日朝阳升起，他先汲水洒扫，再静
心读书，终金榜题名。石碑镌刻的文字，多已磨灭
难识。但历代士子百姓取水祈福的盛况，仍能从
残存字眼中依稀可见。

“蔡齐蟾宫折桂后，皇帝赐他跨马游街的待
遇。后世状元游街，便从这里开始。他顶着状元光
环出仕，为官兢兢业业，怜悯百姓、平反冤狱、赈
济灾民，深受爱戴。”平度市文化馆原副馆长陈传
瑜说。

蔡齐的事迹、状元井的传说，犹如洁白灿烂
的晶玉，融入平度百姓的血液中、记忆中，相传千
载，绵延不绝。

儿有大志，宜善视之
蔡氏一族，原居于河南。“在河南巩义市芝田

镇，有一个叫蔡庄的村落，它就是蔡齐的祖籍
地。”平度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高瑞吾说。

原籍中原腹地的蔡氏一族，缘何辗转远徙，
来到千里之外的胶东滨海？这和蔡齐曾祖父蔡绾
的仕宦经历密切相关。

五代十国时，蔡绾经朝廷委派，赴胶水（今平
度）任县令。当时天下扰攘，乱军盗贼肆虐，生灵
涂炭。蔡绾在平度“专门崇尚道德教化，不执着于
严刑立威”。春种秋收的二季，他都要依循农田巡
查一番，勉励督促百姓勤于农桑。

蔡绾在平度九年，“憔悴，瘦癯，黎黑，胼胝”，
劳累辛苦甚至超过了普通百姓，有上古良吏的风
采。当时天下纷争，蔡绾保境安民、劝课农桑，让
平度百姓享受到弥足珍贵的和平岁月。所以当他
受命离任时，百姓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将官道
围堵得水泄不通。他们或沿路而跪，或环绕在侧，
嚎哭不止，诉说不舍。蔡绾看到百姓情真意切，老
泪纵横之余，决意迁籍平度，后世便以此为家。

蔡绾为官清廉，勤于治民，疏于理财，不置产
业。他教育子侄辈，为人做事当洁如美玉，清清白
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后世子孙爱好修身为文
者众，都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养。

蔡绾次子蔡邻，毕生隐居丘园，以研读儒家典
籍为乐。蔡邻之子蔡梦说（蔡齐之父），同样博通经
史，善于诗文，是宗族里文学素养较高的成员。

成于斯、长于斯的蔡齐，也受到氤氲家族诗
书氛围的熏染。

年方总角，蔡齐便能作技惊四座的诗歌，显
露出不凡的文学天赋。外加他相貌奇伟，眉毛和
眼睛宽阔耸立，见过他的人都暗暗称奇。

天有不测风云，蔡梦说离世后，蔡家拙于理
财的弊病开始暴露，家境一落千丈，蔡齐只好到
彭城（今徐州）依附外公刘氏。

当时的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状元李
迪，正在徐州任知府的副手——— 通判。他掌管一
州的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此外，李迪对文教
也极为热衷，常于公务之暇巡查书院、访求名贤。
一次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蔡齐所作的诗歌，忍
不住赞叹道：“此子有大志向，将来必有所成，应
该好好对待他。”

34岁的李迪，刚刚状元及第，意气风发。17岁
的蔡齐，已凭借过人才华，给这位状元郎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

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巧合和奇妙。十年后，蔡
齐将沿着李迪曾走过的道路，成为真宗大中祥符
八年（公元1015年）的状元。

状元给驺，自（蔡）齐始也
与李迪不同，蔡齐状元及第后，享受到更为

隆重的礼遇，并开创了后世状元极为看重的仪
式———“跨马游街”。

蔡齐高中状元，是内在学识和外在品貌的双
重结果。

但在应试之初，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小
插曲。

起初，州府向礼部报送本土才子的名册，胶
东将蔡齐列为士子头名。蔡齐却郑重其事地写信
给礼部，举荐同乡史防为第一，自己则甘居次席。

于功名利禄的谦逊礼让，一直贯穿蔡齐为官
做人的始终。

宋代考取功名，需要各地举人先在礼部参与
“省试”，通过者方能参加殿试。大中祥符八年，是
科举“糊名法”第一次在省试中实行。试卷卷首的
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被封住，防止评卷
官徇私舞弊。

“糊名法”施行后，真宗高兴地对宰相王旦
说：“举人似乎非常害怕糊名考试，但有才艺的却
因公正而异常欣喜。”

糊名法让才学出众者，得以脱颖而出。德才
兼备的蔡齐自然顺利地通过省试，进入了殿试环
节。

当年的殿试考题，是真宗亲自出的难题、怪
题。他从西汉政论家贾谊的《治安策》中，撷取“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
危处则危”一段话，让士子们论述“置器”的重要
意义。

通过省试的士子，都是一方英伟之士，论述
阐发自然为其所长。要从仿如璀璨星河的卷牍中
露出锋芒，难度可想而知。

真宗读到蔡齐的文章，有“想让快倾倒的大
厦得到安稳，工程非常巨大”的句子时，高兴地对

身旁的宰相寇准赞叹：“得人矣。有安天下之意，
此宰相器也。”

当时凡是中进士名次靠前的，皇帝都要召
见，经过亲自提问，面试他们的相貌、谈吐和才
质，多番考察选拔再钦定第一。

蔡齐仪态俊伟，是远近闻名的大帅哥，当日
衣冠又风采卓绝，犹如鹤立鸡群一般。真宗亲自
策问，认为他举止端重、进退有法，没人能胜过
他，便钦点为状元。

当年一同登第的，还有名臣范仲淹，以及他
作品《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还包括王安石
的父亲王益。

26年后，范仲淹为这位同年状元写下了一篇
声情并茂的墓志铭。回忆当年科考接受真宗面试
考察时的情景，范仲淹仍然服膺蔡齐“堂堂伟伟，
进退有法”的卓荦风采。

在这篇墓志铭里，范仲淹赞叹蔡齐为官“以
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在这里，范氏“忧乐”思
想已具雏形。五年后，他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
将它扩散阐发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

也许真宗太过喜爱蔡齐的文采风流，夸耀之
余还嫌不足，又打破陈例，让禁军金吾出七位侍
从，为蔡齐在汴梁大街开道护卫。城中百姓闻听
新科状元是个英俊才子，争相涌上街头，一睹他
的真容。再看蔡齐，乘高头大马，着御赐锦袍，配
状元红花，执丝制软鞭，享受着众人的艳羡和欢
呼。

此后，高中状元、跨马游街，成为古代士子渴
望的无上殊荣。

使百万口活而不饥
状元头衔的兴奋感消退后，就要正式踏入仕

途生涯，接受命运的折磨和考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仕途的坎坷和挫折，淬

炼着一个人的品性和操守。意志薄弱者容易随波
逐流，意志坚强者才能初心坚守。

蔡齐很快就遇到了一项挑战。在中央任职不
久，他被派往兖州任通判，协助知州王臻管理一
州事务。

王臻性情急躁，治民严急，把苛察作为首要。
他虽然惩治了许多不法之徒，却也牵连了不少无
辜百姓。

蔡齐上任后，以“宽柔”治理州务，与王臻一
张一弛，以求公允。他裁损苛政，平理积狱，许多
冤屈的百姓得以平反昭雪。

第二年，蔡齐调任潍州通判，接手繁琐的税
务案件。有人被告发曾伪造税印牟利十余年，此
案先后牵涉数百人。蔡齐调查了解后，不免为案
情重大而心惊胆战。他认为：“从百姓处盘剥利
益，导致百姓无处可逃，大概是律法催生奸民，这
其实是为政者的过失。”他将此案缓为审理，最后
减免死罪十余人，其他人则无罪释放。潍人都感
激地说：“公德于我，使我自新为善人。”

怜悯善待百姓，蔡齐始终如一。后来他得罪
太后，仕途受挫，被贬为密州知州。知州任上，蔡
齐也没有一丝消沉。当年密州大旱，蔡齐免除公
田地租数千石稻谷，又请求朝廷减免徭役赋税，
松弛盐禁政策，让百姓能够通过贸易换取食物。
经他积极赈济救灾，因灾死亡人数微乎其微，当
地人感恩戴德地说：“使吾人百万口活而不饥者，
蔡公也。”

北宋时，黄河开始进入泛滥活跃期，沿岸百
姓深受水害荼毒。当时有大臣认为应堵塞决口，
蔡齐却认为：“水性向下，黄河以北地势卑下，顺
其水流来疏导，可以让澶、滑二州没有壅溃的隐
患，当地百姓也能安然无恙。”皇帝听从了蔡齐的
意见，澶、滑之地果然不再受泛滥之苦。

后来有南海交趾（今越南）酋长虐待部落百
姓，八百多部众请求归顺宋朝。宋仁宗将此事下
发廷议，多数人认为“叛蛮不可纳，宜还其部”。只
有蔡齐认为，他们为免于酷刑千山万水投奔求生
而来，定然不会归去。如今荆湖之地有闲田，如果
让他们自营生路，可以让他们安定下来。如果放
任回去，他们必然散入山谷，变成盗贼，成为地方
安定的后患。但廷臣并未听取蔡齐的意见。果然，
蛮人很快作乱，杀死将兵十余人，宜、桂以西皆陷
入恐慌。过了许久，变乱才平息下来。

晚年的蔡齐，因受两位宰相的政争牵连而外

任颍州。颍州任上，蔡齐已至人生暮年，百病缠
身，但爱民怜民的初心未曾改变。他去世后，故吏
朱寀自河南赶往颍州料理后事。颍州的小吏百姓
看到朱寀，泣不成声地带着他，指着蔡齐曾涉足
的地方说：“这都是蔡公的遗迹啊！”蔡齐虽死，百
姓犹号泣思之。百姓的怀念和悲伤，皆源于蔡齐
实仁行恩，百姓受惠无穷。

以恩废法，如朝廷何
对黎民百姓，蔡齐总是一副怜悯爱护的热心

肠。但对达官贵族、外戚权贵，他却不卑不亢，毫
无怯意。

真宗晚年，蔡齐因惩治贪官得罪了朝中的用
事高官。从地方调往中央几个月后，因权臣从中
作梗，他一直得不到皇帝的召见。后来，还是真宗
自己想起了这位曾被赏赐跨马游街的状元郎，将
他召入殿中，询问治国大事。

仁宗刚即位时，朝政大权操控在宰相丁谓的
手中。他结纳同僚，排挤寇准，打击异己，渐有朋
党之势。他想将蔡齐收入门下，便许以知制诰的
官职来拉拢他。

在宋代，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位置清要。一
个士大夫能成为知制诰，不仅意味着成为皇帝近
臣，而且也得到士大夫精英认同。在他人眼中的
香饽饽，蔡齐却坚辞不往，弃之如敝屣。

寇准在丁谓“处心积虑”的打击下，罢黜官
职。蔡齐感叹道：“我受先帝知遇之恩，以至于此。
怎么能接受权臣胁迫？得罪他们，不是我所畏惧
的。”

外戚钱惟演谄附丁谓，二人朋比为奸，在朝
中迫害忠良。寇准本为国家重臣，在澶渊之盟中
曾立有大功。但钱惟演进入枢密院后，尽力消除
寇准的影响。蔡齐对仁宗说道：“寇准，是社稷之
臣，忠义闻于天下。如今遭受如此待遇，怎能让天
下人信服？”丁谓知道后，对蔡齐恨得咬牙切齿。

不久，丁谓失势，党羽作鸟兽散。蔡齐因不肯
阿附，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不
久，蔡齐又升任知制诰，当上了丁谓曾允诺的职
务。

得罪权臣，蔡齐不怕。得罪太后，蔡齐也不
惧。先是河阳守钱惟演上疏请求额外赏赐本镇驻
守官兵，太后本来想允诺。蔡齐却说：“皇上刚即
位不久，惟演是太后的姻亲外戚，更应该正身立
朝，不能私下为州兵求赏，贩售私惠，摇撼众心。”
他接着上疏弹劾钱惟演，朝野大震。太后闷闷不
乐，对蔡齐有所不满。

接着四川大户人家王齐雄因杀人而被罢官。
但因为他是太后的姻亲，没有等到大赦天下就官
复原职。蔡齐知道后，悲愤叹息道：“如果真是如
此，法令便成了儿戏。”第二天，他入宫奏事直称：

“齐雄仗势杀人，不仅免死，还能授以官职，这是
因私恩而废法度。”仁宗念及母亲的颜面，便和蔡
齐商量：“把他的官职降一等如何？”蔡齐又说：

“以恩废法，如朝廷何？”仁宗被说得面红耳赤，只
得勉强同意，将王齐雄交刑部议罪。太后知晓事
情来龙去脉后，大恨之。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太后令人修建景德
寺。工程完工之际，她诏蔡齐来作文纪念。当时宦
官罗崇勋主持寺庙修建事务，为了给自己的工作
涂脂抹粉，他暗地派人告诉蔡齐：“好好写，让你
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蔡齐听说这话后，愤怒地
说：“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他便故意拖拉不写，
久久无法交稿。催稿的使者接二连三上门，蔡齐
就是推脱写不完。罗崇勋因而恼羞成怒，在太后
面前屡进谗言，诋毁蔡齐蔑视皇家威仪。虽然有
参知政事鲁宗道的极力周旋，但蔡齐还是被贬官
礼部郎中，出为西京留守。

后来皇太后驾崩，遗诏令仁宗尊奉杨太妃为
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仁宗听从了这道建议，召百
官前来庆贺。蔡齐却说：“今天子明圣聪睿，尊奉
太后十余年。如今刚刚躬亲万事，以慰天下之心，
怎么能又让女后相继称制呢？这是自古以来没有
的情况。”他一再阻止大臣前去朝贺，还不断上疏
申明己意，虽然遭到驳斥也毫不动摇。

在蔡齐一再坚持下，杨太妃垂帘听政一事终
于没有施行。因为此事，蔡齐“忠君”之心，给仁宗
留下深刻印象。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蔡齐先迁礼部侍
郎，再任参知政事，成为宋廷的副宰相。第二年，

又赐号推忠佐理功臣，进阶正奉大夫，勋柱国。
皇帝给予蔡齐荣禄和恩宠，蔡齐回报以正直

和辛劳。但对于皇帝的不妥之处，他也毫不掩饰，
当面指摘。仁宗废郭皇后，以京师富人陈氏之女
有色，想选入宫立为后。蔡齐以为不可，拉着皇帝
的衣服不让走，从早上7点一直辩论到中午11点，
连口中唾沫也干涸了。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
说，蔡齐终于战胜仁宗。仁宗“稍悟”，将该女子送
还本家。

天下推之为正人
对于权贵朝臣，蔡齐刚正不阿，绝不沆瀣一

气。对于关系社稷稳定的大事，他总是运筹帷幄，
轻松化解，颇具政治眼光和政治手腕。

蔡齐任参知政事后，京师内流传荆王造反的
流言蜚语。皇帝近侍机构内侍省抓捕到传播谣言
的小吏，下狱审讯，牵连数百人。仁宗知晓此事
后，非常恼怒，要求蔡齐穷追猛打，一查到底，弄
清传言从何而来。蔡齐经过一番访查，认为这只
是没有根据的谣言而已。仁宗却极为重视，督促
越来越严厉，有时一日竟下数道奏章追问。官府
不知如何是好，京师也陷入骚动。

蔡齐忧心忡忡，认为如此缪妄的谣言，只是
无事生非的好事者编排。朝廷一再严查猛治，不
仅民间议论纷纷，也让荆王危疑难安。蔡齐一晚
连上三道奏疏，指出其中利害，仁宗这才如梦方
醒，醒悟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同意蔡齐的主张，只
是鞭笞了传谣的数人，中外情绪很快安定下来。

对于宋朝而言，北疆的辽国是无时不在的军
事压力。辽国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宋朝君臣
的神经。一次边疆传来急报，言辽国在幽州祭天，
屯兵于边界上。宋朝的前线部队惊扰骚动，汴梁
城内人心惶惶，朝廷内部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
应该派遣大军备边，以防不测。蔡齐曾经出使过
辽国，会见过辽国皇帝，对辽国渴望和平的意愿
非常了解。他认为辽军必定不会有下一步动作，
后来双方果然相安无事。

蔡齐在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岗位上，
遇事无所回避，没有牵绊和畏惧。他每次有建议
被皇帝采纳，都是恭谨谦退，从不自鸣得意，“天
下推之为正人，缙绅之士以为朝廷重”。

忠正之士，也会遭受无妄之灾。当时两位宰
相吕夷简和王曾，因政见不同时常发生龃龉。蔡
齐虽然居中调和，但吕王二人的矛盾却日益激
烈，以致争到了仁宗驾前。因为吕王二人皆有过
错，仁宗将他们悉数罢职，连蔡齐的参知政事也
被免去了。

不久，蔡齐出知颍州（今阜阳）。宝元二年（公
元1039年）四月四日，蔡齐以疾病卒于官任上。

关于蔡齐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
自年轻时便好酒的习惯，毁灭了蔡齐的身体健
康。蔡齐酒量极大，高中状元后，虽勤于政务，闲
暇也饮酒不止。“蔡齐几乎每天都饮烈酒，每次都
是酩酊大醉。这样非常伤害身体，蔡齐的英年早
逝，大概也是和饮酒有些关联的。”陈传瑜说。

蔡齐在颍州任职时，虽为贬谪之臣，但对国
事也牵挂在怀。他听说北宋和西夏战事陷入胶
着，每日恻然有忧国心。他写了《安边策》上奏皇
帝，还让弟弟向朝廷详细申述自己的主张。

蔡齐死后，朝廷赐谥号“文忠”。范仲淹为他
作《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对他的风
采和政德高度评价。文坛大家欧阳修作《蔡文忠
公行状》。多年后，皇帝还对臣子说：“最好的参知
政事，只有蔡齐和鲁宗道两人而已。”

如今的平度茶山状元井，仍会迎来众多汲泉
而饮的人们。他们饮完泉水后，大概会再往上行
几步。那里有一间茅草石屋，相传是蔡齐幼年读
书的地方。

■ 政德镜鉴┩岛登

“新科状元郎，跨马游街巷”，状元享受的这种殊荣，便是自他始。他以状元头衔出仕地方官，务求平反冤狱，怜悯黎黎庶。

居官京师，正色立朝，不惧权贵，谏言侃侃，不负良吏美名。及其死，百姓犹号泣思之。

蔡齐：安邦有道术，刚直真状元

□ 本报记者 鲍 青

仁宗继位之初，掌握朝政大权的，是被后
世目为“五鬼”之一的权臣丁谓。蔡齐熟悉丁
谓的秉性，认为他朋比为奸，陷害忠良，是国
家社稷的祸害。面对他的拉拢，蔡齐绝不依
附，敬而远之。

丁谓为士大夫所诟病的行径，大多发生
于宋真宗时。他为皇帝“东封西祀”好大喜
功的活动，尽心尽力筹措经费；对真宗日益
滋生的奢靡之风，不仅不劝谏阻止，反而大
营宫观，曲意逢迎；仁宗初即位，他勾结宦
官，妄图继续把持朝政；最为后世不耻的，
是他处心积虑阴谋算计，迫害寇准、李迪等
国家忠义重臣。

丁谓的“奸臣”恶名，不仅在后世广为人
知，当时也广布市井里巷。北宋有民谣诅咒
他：“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丁谓）。欲
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寇准）”。丁谓和寇
准，成了奸邪和正直的极端范例。

但考察丁谓的仕宦生涯，会发现奸臣相貌
之外，他是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能吏，更是
精明强干、颇有胆略的干才。

丁谓少有才名，深得当时文坛巨擘王禹偁
的赏识。王禹偁对这位晚辈极为赞许，作诗褒
扬：“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
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把丁谓的
文章比作儒家的“经典”，还言之凿凿地表示
如今能修史将他的说法作为定论。王禹偁在向
别人推荐丁谓时，称他为“今之巨儒”。在另
一篇写给丁谓的书信里，他夸奖丁谓文章如果
混杂在韩愈、柳宗元的文集中，别人根本分辨
不出来。这种“触碰底线”的宣扬，甚至引起
了其他士子的嫉妒。

王禹偁对丁谓的喜爱，源于丁谓横溢的才
气。《宋史》记载丁谓聪明、健谈、幽默，是
无所不通的全才。琴棋书画，丁谓熟稔于心；
千字文章，丁谓一见成诵。太宗淳化三年（公
元992年），丁谓参加科举考试，殿试荣登二甲
第一名。更令人惊奇的是，刚入仕三年，他就

出任福建转运使，成为位列知州之上的封疆大
吏。

丁谓的政事能力，在各项朝政难题中得到
淋漓尽致的体现。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
年），益州人王均领兵叛乱，朝廷慌忙调集
施、黔等地的蛮族参与围剿。结果不仅叛匪没
被剿灭，蛮族倒反戈一击，占山为王成为土
匪。朝廷无奈，紧急安排任夔州转运使的丁谓
牵头处置。丁谓没有对蛮族兵戎相对，反倒轻
车简从深入虎穴，向首领宣讲朝廷的安抚政
策。他向蛮族承诺，只要回头是岸，朝廷定会
既往不咎。他还送给蛮族许多锦袍、银帛，以
表达朝廷诚意。靠着过人的口才，丁谓不费一
兵一卒，让蛮族答应洗心革面，和朝廷握手言
和。蛮族和丁谓一道立了一根“誓柱”，誓言
永远效忠宋朝，年年贡奉朝廷。

丁谓不仅有勇气，更有头脑。为稳定边
疆，他反对出兵剿匪，主张以盐易粟。这样，
既安抚了因缺盐骚乱的边民，也解决了驻军粮
食不足的问题。他在四川五年，边疆一直宁静

无事。真宗惊讶于他的政绩，特意手召丁谓，
问如何使边防久远宁帖，蛮人不敢为非？丁谓
上书回答道：“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
事，以安静为胜，凡所制置，一依前后诏条，
则群蛮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诛矣。”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少数民族
契丹20万军队南侵。黄河北岸的百姓，纷纷弃
家南逃，聚集在黄河岸边码头，等待渡河南
迁。黄河上的艄公们，乘机大肆提价。贫苦百
姓无钱渡河，只能滞留于码头边。

丁谓当时任地方长官，他从监狱抓出死囚
若干，伪装成任意涨价的艄公，斩首于黄河岸
边。艄公们吓得半死，再不敢胡乱涨价，百姓
得以顺利撤离。丁谓面对强敌压境，开动脑筋
想方设法保护百姓，值得称道。

丁谓精明的思维，还运用在国家财政、工
程上。当时全国的税赋体系混乱，各地随意加
码，百姓苦不堪言。丁谓任三司使后，专门就
全国赋税情况进行调查，编订了一本《会计
录》，确定了赋税的基数，稳定了税额，结束

了财政管理混乱不堪的局面，安抚了百姓。
“丁谓造宫”，更是工程学上的经典案

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四月，丁谓
负责玉清昭应宫的修建，工程规模宏大，也面
临许多难题。比如修建皇宫需要大量泥土，可
京城空地稀少，取土要去郊外，路途遥远；修
建皇宫需要大批木材石料，要从外地转运。郊
外汴河离皇宫又很远，运到皇宫需人搬运；皇
宫原来的砖瓦砾石，也要清运出城，同样费时
费力。如何解决这三道难题，众臣皆束手无
策。丁谓经过缜密思考，提出了周密详实的计
划。他首先在施工现场，向外挖掘若干条大深
沟，挖出来的泥土留作备用。接着从城外把汴
水引入大沟，利用木排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
决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完，再把沟水
排干，将建筑垃圾填入沟内，重新变为平地。
工程原先估计需要15年，丁谓只用了7年时间就
完成了，深得皇帝的赞赏。

因为丁谓善于理财、思维灵活，宋真宗每
每筹办大事，都要咨询他的意见。假如丁谓认
为可行，真宗才最终拍板。

但才华横溢的丁谓，仕途却始终受制于北
宋“南人不得为相”的束缚。出任参知政事
后，丁谓开始巴结寇准，希望能更进一步。但
寇准却恪守陈旧的惯例，对丁谓的殷情嗤之以
鼻，刺伤了丁谓的尊严。丁谓便开始一面献媚
皇帝，一面迫害忠良，通过“见不得光”的手
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随着他在这条路
上的不断沉沦，“奸臣”的名号也就日益坐实
了。

·相关阅读·

他是才华横溢、思维灵活的干才。国家遇疑难事，众人愁眉不解时，他能生出诸多奇思妙想来。但传统政治秩序的束缚缚，

让他的仕途诉求常常难以实现。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开始献媚皇权、迫害同僚，走上了一条奸臣的不归路。

丁谓：能吏与奸臣的复杂双面人

平度茶山半山腰的状元井 鲍青 摄

茶山上蔡齐书屋内的蔡齐画像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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