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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泽

初秋的滕州，凉风送爽。城南王开村的乡
亲们在劳作之余，偶尔会谈起村子的往事。这
个坐落在漷河之阳的大村落，早在新石器时代
便有先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是古官道必经之
处。“金仓沟，银王开，珍珠玛瑙鲁家寨。”
老滕县人几乎都知道这句顺口溜，一句话点出
三个富裕的村庄。

王开村究竟哪里“银”呢？这里土地肥
沃，交通方便，信息畅通，所以自古比较富
裕。正是在“银王开”的沃土中，曾孕育出一
代廉吏——— 张守蒙。

“登临几欲攀鳞去”

在王开村西的张氏祖茔中，立着一块历经
五百年沧桑的石头——— 廉洁石，石上刻有“张
守蒙公廉洁石”，以及“清官廉吏、流芳千
古”八字赞语。古石旁新立一碑，其中说：
“讵料川民矢志忠诚，竟以惊人之群力，将此
石装巨船、顺长江、经杭州、转运河、至夏
镇，又卸船换牛车，直达王开村……”

这段简短的解说，为我们道明了一个巨石
如何行走的历史细节。时光的利刃使这块儿一
米多高的青色大石历经沧桑，可它千斤的重量
依旧激起心中的敬意，冰冷中让人遥想当年四
川百姓的温情。他们虔诚地通过水陆联运，将
其送到滕州王开，那时他们心中的廉吏张守蒙
还没到家呢。

张守蒙在王开成长起来，他的祖先张良弼
是元末著名将领。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
年)，在陕西华阴的张良弼联络亲朋好友起兵，
后与元军会合，南征北战，展示出优秀的指挥
才能，官拜陕西宣慰使、参知政事、湖广参知
政事、陕西左丞相等职。无奈天下反元浪潮风
起云涌，张良弼差点被元将扩廓帖木儿所杀，
失望至极的他单枪匹马南逃至山东滕县境内。

在老官道旁的房员外家，张良弼当长工，
放牛羊，还教房家公子学习。房员外大受感
动，将养女刘氏嫁给他，又给了他一块地，这
便是张氏祖茔所在地。后来，他盖了一间草
屋，常与农夫老圃课晴问雨。张良弼和刘氏生
儿育女，瓜瓞绵绵，遂成王开张氏大族。

在今王开村西北角，有一片葱翠的树林，
松柏苍苍，这就是张家祖茔，即张家老祖张良
弼墓所在地。张良弼墓坐北朝南，墓上长满绿
篱藤蔓，墓前立着三通碑，碑前摆着祭台香
炉。细看中间的正碑，上面刻着“元经略大将
军湖广陕西参知政事张公讳良弼字思道暨配刘
夫人合葬之墓”，左碑刻着《思道张公墓
表》，右碑刻着《思道张公传》。而在东南侧
还有一通碑，上面刻着“明嘉靖四川道监察御
史张公讳守蒙字启哲暨配党方孺人之墓”。

王开张氏一族的兴起，除了恪守耕读之道
外，村旁的古官道，为张氏一族带来了五湖四
海的消息，使得他们眼光超前，紧跟时代潮
流。“明代有本《士商类要》的书，是当时经
商做生意必备的行路指南，其中专有一章节介
绍由徽州经徐州去北京的行路里程，所走的就
是途径滕县的这条官路。”据滕州文史研究专
家李庆介绍，该书中记：“徐州……秦梁
洪……柳前……利国监……拖犁沟，三十里至
沙沟，二十里至临城驿，三十里至官桥，三十
里至南沙河，二十里滕县，滕阳驿，古薛邑：
齐孟尝君封地。三十五里至界河驿，三十里至
二家店，二十五里至邹县，邾城驿，有孟母断
机堂……”

至今，这条古道在滕州境内的遗迹还甚为

明显，如今出城沿善国南路向南沙河去的益康
大道东侧的深沟，就是当年的古驿道遗址。这
条土沟蜿蜒崎岖，南北贯穿滕州全境，大致与
今天的104国道平行。这条古道沿途经过的镇街
依然遗留着一些地名上的痕迹，如“柴胡店”
“官桥”“时店”“十里铺”“官路口”等，
都是当年大道旁的旅店和村庄。

“这条官道为滕县迎来送往过苏东坡、汤
显祖、吴伟业、钱谦益、王士祯、刘墉、曾国
藩等名人墨客、朝廷重臣，他们或治县理政，
或代表朝廷考核视察滕县官声民情，或宦游旅
途驻足滕县。滕地的文人士子也从这条路走上
报效国家的征途，张守蒙便是从这里走向省
城、国都。”李庆介绍道。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张守蒙出生
在王开。他自幼聪慧，读书用功。他还喜欢家
乡的山水。在滕州东南的落凤山南坡、悬崖下
的巨石上，有一个清晰的半亩地大的鸟趾印，
人们相传这就是当年凤凰的脚印，上世纪六十
年代遗迹尚在。张守蒙有诗咏落凤山：“凤翔
岐表几时还，此地空留落凤山。凤去彩遗千仞
秀，山盘时见九苞颜。层峦只有群鸦集，幽涧
何嫌稚笋班。北顾龙山相对出，万季瑞霭结云
间。”

在王开村北望，经常可以见到古滕州八景
之首的“龙岭晴云”景象。张守蒙写诗道：
“晓日峰头紫翠重，哪知山畔即龙宫，云横疑
是乘春出，石吼真成带雨通。不数南阳多道
隐，旧传东海有神翁，登临几欲攀鳞去，惟待
风雷响碧空。”

读书行路两不误，张守蒙于明嘉靖十三年
（公元1534年）乡试中举，嘉靖甲辰(公元1544
年)考取进士，开启了读书人从政的第一步。

“申明教化”建亭子
张守蒙最初的官职是江苏宝应县知县。宝应

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京杭运河穿
邑而过。宝应县城本名白田，汉代即为村庄，隋朝
已是风景优美的集镇，被称为安宜胜地。自唐初，
一直为历代县治处所，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
史。

唐初，白田成为安宜县治所后，称安宜城，但

仍以白田知名。是时，商业已较繁荣，运河中停泊
的漕舶商舟时达十里之长，帆樯如林。农村养蚕
业，城内缫丝业也较为发达。公元762年，有僧尼
真如在此获“八宝”献于朝廷，当时适逢安史之乱
平息，唐王朝谓此为得宝之应，遂改年号“上元”
为“宝应”，安宜县更名为宝应县，安宜城即为宝
应城。

宝应城垣始建于南宋，重建于明，损于历次
战火。明嘉靖年间县城设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隅4坊。到宝应后，张守蒙先抓紧时间了解乡情。
他发觉，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民事纠纷就
越多。

当时，宝应乡间在朝廷的命令下，设立了申
明亭，即用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而建的亭子。
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
事由老人主持，在申明亭调解。将纠纷中受道德
批判的理曲者公示，进行实际的名誉制裁，这在
注重颜面的传统社会是十分有效的惩罚措施。如
果调解还是不能和息，再向官府起诉。

张守蒙发挥了申明亭的作用，组织年高有德
之人定期向里中编户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
律》《教民榜》，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申明亭处理不了的，他亲自处理。熟悉律法的他
剖决如流，案无留滞。

正当张守蒙到任两个月，准备大展身手时，
母亲逝世的消息传来。他归乡为母亲发丧，按照
礼仪办理，心中十分哀痛。当时，对官员“丁忧”之
制执行得非常严格，如果哪个官员因贪恋手中权
力，父母去世而隐匿不报，一旦被告发立刻削职
为庶民，在士人阶层中还是人所不齿的异类。

张守蒙在王开为母亲丁忧三年。古人认为一
个孩子出生后，至少前三年需要父母贴身的照
料，因此为父母守丧三年是一种报恩。《礼记》中
说：“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
恩之杀也。”

当时，农业社会节奏缓慢，农村基本处在自
治状态，多一个官员少一个官员对社会正常运转
影响不大。而且科举制保证了一批批新人定期进
入官场，官位本身是稀缺资源，“丁忧守制”三年
能让有限的岗位容纳更多的官员。

张守蒙在丁忧时，一直耕读不辍。按照朝廷
规定，任职三年以上且无不良记录的官员丁忧期
间俸禄减半，直到居丧结束；任职不满三年的则

只发三个月的全俸，作为政府提供给丁忧期间的
全部生活保障，这也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开支。刚
做了两个月知县的他，在劳作的同时，更加体会
到老百姓生存之不易。

“鄢陵的好城墙”

服丧期满，在朝廷没有关系的张守蒙被任命
为鄢陵县（今河南许昌市鄢陵县）知县。鄢陵与宝
应比较，相对偏僻，经济也没那么发达，张守蒙管
理起来更是游刃有余。当时，鄢陵县城是旧土城，
一年要经受数次连绵大雨，屡修屡坏。冷兵器时
代，城墙是重要的防御性建筑。

张守蒙上任伊始，就率领民众年年筑城，土
匪再敢来，也不怕了。不到两年，旧土城一段段被
推掉重建，新城墙全部用砖砌好。这次重修城墙，
对当地影响甚大，豫东至今仍流传民谚云：“鄢陵
的好城墙，扶沟的好牌坊。”

除了修建城墙，张守蒙还沿用宝应的经验，
追求县境内的无讼。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他，自
幼便读《论语·颜渊》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
无讼乎”的金句。等他身处诉讼之中，不仅只求具
体案件的当事人口服心服、看到法律的公正，还
想通过案件的审理，向百姓们传达法律的公正，
向不法者敲响坚定的警钟，使人违法无望。

因在鄢陵县的出色表现，张守蒙的政声传得
很远。数年后，他被提拔为四川道监察御史，除了
举荐和弹劾官吏、稽核刑名案件之外，他还负责
督察管理屯田。当时其辖区内有后来成为明穆宗
的裕王朱载垕和其弟景王朱载圳的封地，按规
定，二王应各赐庄田1000顷。张守蒙核查前几年
所没收的大将军仇鸾地数百顷，都被虚计给成国
公朱希忠了。他便争夺回来，收入二王府中。

当时宰相严嵩执政，其子严世蕃和成国公朱
希忠联姻，屡次为成国公说好话。张守蒙说：“您
父子有今天，您认为恩情在于皇上呢，还是在于
成国公呢？怎能看待皇上的儿子不如亲家呢？”严
世蕃不再请求，只是怀恨在心。

滞后，张守蒙被提升为河南按察司佥事，没
有上任，竟被贬职为山西永宁通判。一年后，提升
为洪洞县知县，又调任随州知州，提拔为郧阳府
同知，代理房县知县。虽然身处不同地域，张守蒙
依然秉承着自己的为官理念，不贪不占，为民做
主。他在洪洞、房县的经历，正如《滕县志》载：“所
历一如宝应、鄢陵时。”

这从南到北的折腾，只因张守蒙的清正而
起。他太敢言了，因而得罪了朝廷高官，在帮派纷
争中，当了别人的垫脚石。在四川，他敢弹劾红里
透紫的严嵩父子，明升暗降到河南。当地百姓感
其恩德，在张守蒙临行之时，纷纷为之送来礼物。

张守蒙坚决不收，百姓长跪不起，求其收下。
面对百姓一片赤诚，张守蒙深为感动，指着县衙
门口的一块石头说：“我在此为官多年，看中
了这块石头。乡亲们若是非要送我东西的话，
就将这块石头送我吧。”

“张守蒙本想让百姓知难而退，别执意送
东西了。可他没想到的是，当地老百姓竟将这
块石头千里迢迢从四川送到了滕县王开村。”
李庆介绍道。

为官清廉而有能，民知礼而怀恩。张守蒙
和四川的百姓们一同造就了一段“以石却馈，
千里送石”的佳话。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张氏
后人将这块大石头连同张守蒙的清廉家风，作
为重礼珍爱，一直保存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该石作为“四旧”被湮没地下。1995年
底，这块廉洁石作为古文物立于村中央的商店
门前，供行人瞻仰。后来，张氏族人将其移至
祖茔。

为政得罪于巨室
张守蒙在数县为官，均有政德。朝廷便把

他派往更复杂的河南府任知府。当时河南府地
界上，有一位伊王朱典楧。伊王这支血脉出自
朱元璋庶出的小儿子，封地在洛阳，因靠近伊
水而得名。朱典楧这个人贪婪无度，残暴自
负，公开欺压官吏，抢夺财富。官吏若有不听
朱典楧的话，或不满足朱典楧要求的，朱典楧
就千方百计地说他们的坏话，捏造种种谎言，
不让他们罢官撤职不罢休。官员们经过洛阳境
内，伊王府的人就会追上来，拦住去路，责问
“为什么不去参拜伊王”。

这位“愎而狠”的伊王朱典楧，上奏称自
己家的院墙破损严重，想重新修理。在得到皇
帝应允后，朱典楧打着修墙的旗号，侵占官民
房屋街道，又夺郡治及学宫之地，以扩大自己
的住所。他还用搜刮的民脂民膏，按宫阙的样
式仿造各种亭台楼榭，如百花台、四季亭、玉
虬喷雪坊、乘风御气楼、小团殿、鸳鸯殿、清
和宫等。

作恶多端的朱典楧还抢劫平民百姓的妻女
四百余口，夺民舍三千余处，威胁欺骗百姓钱
财三万两。他还关闭洛阳城门，大选民女十二
岁以上者七百余人，留其姝丽者九十人，不留
者令家属用银子赎还，厌恶者甚至委投于虎圈
之中。

张守蒙到任后，了解到这种种恶行，便召
见伊王的爪牙，告诉他们说：“你们引导伊王
做不法之事，现在皇帝下诏令责备伊王，你们
难道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如果你们能规劝伊
王迅速更改错误，我能为他解释开脱，你们的
父母妻子儿女也可以安宁。不然，伊王的事情
很快就败露了，你们也化为齑粉了。”

伊王打听到张守蒙的品行后，心里也很惧
怕。不久后，中丞、御史台将伊王的不法之事
上奏，皇帝令伊王拆毁违制建筑，归还所夺民
女，交出教唆小人。朱典楧抗旨不从。

张守蒙派士卒拆毁僭营宫室，伊王派数百
人持械与之殴斗，洛阳城中大哗，称“伊王反
矣”。张守蒙持重镇静，从容不迫地拆毁其
城，把伊王所侵夺的官府和百姓的土地各归还
其主人，洛阳县的百姓方得安宁。不久，张守
蒙因父亲的丧事而归乡。他归乡后，伊王的阴
谋被揭发，被废为庶人。

张守蒙在父忧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归德
府知府。刚三个月，又被调任盐运司运使。盐
运司运使看似和盐运有关，其实非常辛劳，这
时的张守蒙已年过半百，折腾不起了。对于这
一调动，《滕县志》语焉不详，只是说张守蒙
在任洪洞县令时，冒犯了当地的豪绅巨贾，不
愿和他们同流合污。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里有句话叫“为
政不可得罪于巨室”，意思是说当官不要得罪
到地方上的豪绅巨贾。明代时，官员何止不得
罪巨室，还能做到官绅一家亲的程度。官是流
官，“巨室”们不但是地头蛇，还是能聚敛财
富的人，多少都有些手腕与背景。张守蒙得罪
了洪洞县的巨室，与他的执法严明有关。

明嘉靖四十七年，张守蒙入朝见君，疾病
发作，于是上书请求辞官而归。一年后去世，
享年59岁，葬在王开张氏祖茔。

■ 政德镜鉴┩稻得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张氏后人将这块大石头连同张守蒙的清廉家风，作为重礼珍爱，一直保存下来。

张守蒙：百姓口似碑 千斤石却馈

□ 本报记者 卢 昱

张守蒙为官，执法严明，不避权贵。这让他在
明代的官场撞得头破血流，却留给后人一个好名
声。

执法严明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政治家和思
想家的理想和追求，尽管他们追求的背景、追求
的目的及追求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

早在战国时，孟子就说：“徒法不足以自行。”
揭示出法律没有自我施行的能力，必须有合格的
人来执行才行。只有合格的人才能严格执法，做
到事事严明，不生偏颇，所以后人多感叹：有治
人，无治法。

作为法家的代表作，《韩非子》曾论述法律的
重要性：“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
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在战国那样激烈争霸的时代，法家认为执法严明
几乎能成为致胜的法宝，是国之重器。

韩非子还用案例，解释了什么是执法严明。
楚庄王时制定了“雉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
子入朝，马车不能进入雉门。但太子因王急召且
天下大雨而驱车进入雉门，被廷理用兵器击伤马
和车。太子遂向楚王哭诉遭遇，但楚王不为所动，
说：“前有老主而不逾，后有储主而不属，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并因此给严格执法的廷理加
爵二级，以示奖励。

在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说：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既
然不是制治清浊之源，那么什么是它的源头？无
非是人，是负有执法、司法使命的人。这里，太史
公隐然指出有法未行，形同虚设，以致社会未治，
风气难清。

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土壤。
他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记载：齐国将军司
马穰苴受命率军出击燕国和晋国的侵略军，景公
派宠臣庄贾担任监军。军队原定第二天中午集
合，可庄贾自恃王宠，不遵军纪，直到黄昏时才赶
到军营，违反军法。穰苴询问军法官得知此种情
形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斩首，庄贾恐惧派人向景公
求救。但在景公使节到达之前，穰苴已依军法处斩
了庄贾，并不顾及景公的颜面，严厉处罚了擅闯军
中的景公的使节，杀了使节的仆人。穰苴这种严明
执法的精神饱满坚定，留于史册亦属当然。

西汉初年，执法严明的故事层出不穷。据《汉
书·张释之传》记载：“上（汉文帝）行出中渭桥，有
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
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
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
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
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
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
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
廷尉当是也。”张释之为当时人所敬重，为后世统
治者、尤其是司法同行们所尊崇、景仰，在我国的
法制史上烙下深刻的烙印，皆因他有不唯上、只
唯法、严明无私的精神。

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独子昭平君娶了汉武
帝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病危时，曾交国
库一千斤黄金和一千万枚钱为昭平君预赎死罪，
得到武帝批准。公主去世后，昭平君骄横异常，

“醉杀主傅，狱系内官。”廷尉审理后报请皇帝裁
定。

汉武帝先是内心矛盾，并为此“垂涕叹息”，
心想：“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事实上隆虑
公主在世时正是怕昭平君会犯重罪而为他预赎
死罪。尽管有过先期承诺，但经过反复权衡，武帝
还是认为：“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帝故而诬先
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最后
还是忍悲命令廷尉严格依法办事。东方朔以这个
君主严格执法的典型为契机，极力推崇武帝的做
法，认为这样做足以使“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天下幸甚”。

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了一段奏折：“又
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
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
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

奉用律令。”具体的司法官员要执法严明学要这
样做：在没有对应的法律、法规或对相关的法律
规定有异议时，允许执法者讨论、参详；没有这些
异议情况时，必须严格依照法令办事。

同为山东人的诸葛亮，也重视法律之公正执
行。《蜀志·诸葛亮传》评述诸葛亮：“尽忠时益者
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
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
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
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
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他执法严明无
偏私，连执法受众都无法怨恨他，足以令执法者
超然于物议之外，这是后世执法严明者的慰籍。

《隋唐嘉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显示古
代法官对自己的严格执法责任的认识。徐有功担
任武则天时期的大理寺丞，审理曾经诬告过自己
的皇甫文备的案子，给予公正判决。别人问他，他
以前陷害你，你为什么还要为他开脱呢？徐有功
回答说：“汝所言者私愤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
可以私害公！”

徐有功的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也交待出一个
真理，即公私分明是执法严明的前提条件之一，
执法者必须牢记不忘。

在《折狱龟鉴》卷四中记载：唐太宗曾在判断
长孙无忌带刀擅闯宫门一事说：“法为天下公，朕
安得阿亲戚？”《贞观政要·公平》也记载此事：“法

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
亲戚，便欲挠法耶？”法律为天下共守，即使贵为
天子，也不能视法律为私产甚至玩物，搞法外施
恩。

据《旧唐书·李昭德传》记载：李昭德的父亲
李乾祐，贞观初年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有一名县
令裴仁轨因私役门夫，唐太宗震怒，想处死他。李
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于上，率土尊之于下，
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
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措手足。臣
忝列宪司，不敢奉制。”终于使裴仁轨得到宽免。

据《旧五代史·晋书·吕琦传》记载：后唐明宗
初年吕琦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河阳府管理
国库的官吏监守自盗案发，朝廷诏令军巡院审
讯。军巡使尹训依仗官势，收受贿赂，徇私枉法，
是非颠倒。不久，就有人到朝廷喊冤，朝廷命吕琦
复查此案。

吕琦查明尹训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奏报
朝廷请求治尹训的罪，由于受到阻挠未得批准。
吕琦反复奏报。尹训自知不免于死，在家中自杀。
最终，多名蒙冤官员免于一死。吕琦逆势公正执
法的精神气质，感染了当时的人们。

史籍和民间传说故事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包
拯清正廉明、秉公执法的事迹。《宋史·包拯传》就
曾记载：“旧制，凡诉讼不得迳造庭下。”而包拯为
避免小吏上下其手，规定直接打开官衙正门，使
百姓有事者可以直面长官陈述。对群官的集体违
法事，包拯整肃不怠。

当时，朝中权贵们建造私家园林侵占惠民河
道，使河道堵塞、泄洪不畅。正逢京师汛期大雨不
断，包拯立即命令将侵占河道的建筑物全部拆
除，清理河道，并依法弹劾那些想趁机扩张地界
计巧的官员。包拯不仅自身要求严格，对后世子
孙也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后世子孙仕官宦，
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
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相关阅读·

执法严明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理想和追求，尽管他们追求的背景、追求的目的及追求的表达方式各有有不同。

诸葛亮论执法：用心平 劝戒明

王开张氏族谱上关于张守蒙的记载

李庆在介绍廉洁石的历史 卢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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