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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洗则清”方为廉
□唐宝民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著名史
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颇丰，《汉书》是继《史
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是“前四史”
之一。

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所作《两都赋》
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
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影响巨大。

当时，班固在学术上的地位堪称泰山北
斗。然而，班固不满足于只做个学者，他还想建
立一番功业。虽然皇帝很赏识他，给他封了几
个职位，但只是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
类的小官；班固觉得自己屈才了，他有抱负，想
做更大的官。怎么才能谋得高位呢？他想到了
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以此作为晋升的阶梯。恰
好，五十八岁那年，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
军、将率大军攻伐匈奴，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
军北攻匈奴。窦宪也很欣赏班固，任命他为中
护军，参与军中谋议。就这样，班固随大军出
征，欲实现他建功立业的光荣与梦想。此番出
征，窦宪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便
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刻石勒功、纪
汉威德，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封燕然山铭》，
就是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铄王师兮征荒
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
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窦宪班师回朝后，班固就加入其幕府，主持
笔墨之事，班固与窦宪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
平定匈奴有功，窦宪威名大盛，从此飞扬跋扈、
朝臣震慑。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败后
在封地被迫自杀。因为与窦宪关系密切，班固
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了。班固回家后，成了
一介平民。 （《西安晚报》）

才华出众的班固

□王爱军

东汉清流领袖陈蕃从小就立下了“大丈夫
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志向。东汉末期，官场昏
暗不堪，许多读书人都选择了独善其身，或退或
隐，陈蕃却选择了急流勇进。《世说新语》记载：

“陈仲举（陈蕃字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
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陈蕃在处世上是非清晰、黑白分明，十分坚
持原则。他任乐安太守时，权倾天下的大将军
梁冀派人给他送信，有私事请托，信使仗势犯
错，他将信使痛揍一顿，“鞭笞至死”。

陈蕃任光禄勋时，桓帝对宠臣外戚烂施封
爵赏赐，他生气地指责“日月失度，阴阳错乱，稼
禾不熟，民财不丰”；桓帝耽于享乐，他批评皇帝
连年加重征税，百姓饥寒，生活困苦，而皇宫里
宫女数千，食肉衣绮，油脂粉黛等各种开支不可
统计；桓帝喜欢狩猎，他批评说：“田野空，朝廷
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
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
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三空”再加上用兵
不止，四方百姓流离失散，这正是您伤心憔悴、
夜不能寐之时，怎么能耀武扬威、醉心于车马驰
骋的场面呢？

陈蕃任太傅并总理尚书台后，便联合大将
军窦武想铲除荼毒朝政的宦官势力，他上疏窦
太后，指名道姓陈说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
甫、郑飒等人的罪恶，并且毫不避讳地说：“希望
把臣的奏章给您左右的人看，并让那些坏家伙
知道我痛恨他们。”后来宦官们先下手为强，劫
持了汉灵帝，大肆捕杀相关大臣。消息传来，人
们劝陈蕃赶紧躲起来，已经七十多岁的陈蕃不
顾劝阻，断然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一起拔
刀冲进承明门，找宦官理论，最终为宦官所害。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价他：“功虽不终，
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
年间，数公之力也。”汉朝乱而不亡，又延续数十
年香火，就在于有陈蕃这样身怀理想、不避刀斧
的人勇于前赴后继，让信仰与大义之火代代相
传。 （《天津日报》）

陈蕃：坚秉公理 义无反顾

□清风慕竹

公元前 595 年 9 月，楚庄王借口
宋国杀死楚国使者，亲率大军攻打宋
国，包围了宋的国都商丘。宋国军民
一边同仇敌忾坚守城池，一边向盟国
晋国求援。当时晋、楚争霸，不过晋国
刚刚在与楚国的邲之战中失利，伤了
元气，不敢出兵，同时又希望宋国拖
住楚国，消耗它的实力，于是派将军
解扬出使宋国，传达晋景公的旨意：

“晋师悉起，将至矣。”你们一定要坚
守，晋国大军很快就到了！

解扬化装成一个商人，身怀使
命，便出发了。不幸的是，途经郑国
时，解扬被认出了身份，因为郑国已
经臣服于楚国，所以他被逮捕并送给
了楚庄王。楚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
问他：“你来此干什么？”解扬也不隐
瞒，直言说：“我奉晋公之命出使宋
国，叫他们坚守城池，等待救兵。”

楚庄王说：“以前你曾被我们抓
住过一次，寡人没有杀你，今天你又

来自投罗网，还有什么话说？”解扬还
是很硬气，回答说：“晋、楚，仇敌也，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楚庄王想利用解扬反说晋君的
旨意，劝说宋国投降，因此并没有杀
了解扬，而是派人贿赂于他，许以好
处，甚至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到楚国做
官。解扬开始都拒绝了，到了第三次，
他才假意应承下来，因为他担心身死
事小，无法完成君命事大。

楚国为了攻城，造了许多楼车。
解扬登上楼车，对城内的宋军大喊
道：“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
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晋国已经发重
兵来救你们了，千万不要投降楚国
啊，晋国的大军很快就要到了！

楚庄王一听，赶紧命人把解扬拖
了下来，生气地质问他说：“你既然已
经答应了寡人，又违背了诺言，这是
为什么呢？不是我不讲信用，是你丢
弃了它，快去接受你该受的刑罚吧！”

解扬从容回答道：“我听说国君
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就叫义，臣子能奉

行国君的命令就叫信。合乎道义不能
有两种诚信，讲求诚信不能接受两种
命令。君王收买臣下，就是不懂‘信无
二命’的道理。我接受君命出使，宁可
去死也不能背弃使命，难道可以用财
物收买吗？我之所以答应君王您，是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我死了而能完成
使命，这是我的福分。我们国君有诚
信的臣下，臣下又能完成使命而死，
还有什么可求呢？”

楚庄王叹道：“所谓‘忠臣不怕
死’，说的就是你啊！”他回头对楚国
的将军们说：“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
死者。”做人臣的，不要忘记尽忠而死
的人。因为解扬的英勇表现，最后楚
庄王“赦解扬使归”，放他回国了，而
晋国则晋升他的爵位为上卿。

在儒家思想里，信有大小之说，
所谓的大信是指符合“道义”的信，小
信则相反。解扬为了完成晋君赋予的
使命而失信于楚庄王，是守大信而失
小信，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得到
了普遍的认同和称赞。（《天津日报》）

大信与小信

□沈栖

新绛县绛州大堂的墙壁上，镶
嵌着一块碑，上面镌刻着“文臣七
条”：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
劝课、革弊。这是宋代著名的廉政戒
律。“清心”赫然列为“文臣七条”之
首，足见其至关重要。诚如道家“清
心诀”所云：“心若冰清，天塌不惊；
万变犹定，神怡气静；尘垢不沾，俗
相不染。”为官“清心”，品行自正。

“人者，心之器也。”人总会产生
某种欲望，总会对某些诱惑引发心
动而影响行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在

《权力论》一书中说：“人类的某些欲
望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
全满足的。”“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
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为
官者一旦有了权力欲，势必走向滥

用权力。除了权力欲，为官堕落的还有
贪图钱财的物欲和贪恋美色的情欲。

“其心甚污，其行必恶。”心不净则行不
端，官员的心一俟蒙上这些污垢，那么
他的行为肯定有悖初心、有违使命，理
想信仰束之高阁，党纪国法抛之脑后，
伦理道德踩之脚下。

心污必须清水洗。洗涤内心的污
垢，方能留存一个“清心”。适如南宋理
学家朱熹所说：“人之洗濯其心以去
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四书集注·
大学》）

“洗心”出自《易·系辞上》：“圣人
以此洗心。”作为禅语，“洗心”的寓意
是清除内心的杂念，净化心灵，使其回
归纯净和宁静的状态。北宋被誉为“高
德之士”的廉吏赵概善于“洗心”。他在
办公的案头上摆放一堆黑白两种豆子
和一个瓶子，每天自检，“起一善念，投

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
瓶”。起初，瓶中的黑豆多于白豆，随着
不断内省、克制、改过，黑豆式微，白豆
趋多。如何洁心正己？“洗心”除了自我
因素外，外部条件也是须臾不可或缺
的，诸如党纪国法的约束、信仰宗旨的
践履、群众监督的实施，等等。更何况，

“洗心”绝非“毕其功于一役”，如西汉
辞赋家枚乘所说：“积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
时而亡。”“洗心”亟须持之以恒。

物洗则洁，心洗则清。为官者需要
不断学习以坚定政治信仰，经常进行
自我反省，保持良好的生活理念和价
值观念。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洗心不
使染尘”，永远走在道德和精神的前
沿。

（《上海法治报》）

□邱俊霖

“笋因春雨朝朝吃，橘待秋霜颗
颗肥。”（元·虞集《白云间上人度夏》）
说起秋冬季的水果，怎么能少得了橘
子呢？

柑和橘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的
宽皮柑橘类。但还是有些不一样，明
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
中为我们提供了橘子和柑子的辨别
方法：

“橘实小，其瓣味微醋（即酸），其
皮薄而红，味辛而苦；柑大于橘，其瓣
味酢，其皮稍厚而黄，叶辛而甘。”

通常说来，橘子的果实较小，果
瓣味道有些酸，果皮薄而红，味道辛
辣而且带有苦味。相比之下，柑子的
果实要比橘子大，果瓣味道酸，果皮
更厚并呈现黄色，叶子辛辣而甘甜。
也有学者认为，柑子其实是橘子与橙
子的杂交品种。不过，由于柑与橘长
得颇为相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
常将这两种果子混淆，或是将名称混
用。

我国橘子品种繁多，栽培历史悠
久，是橘子的重要原产地之一。司马

迁在《史记》中便曾记载过：“蜀、汉、
江陵千树橘。”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先秦时期，橘子便广泛分布于我国
的南方各地。

关于橘子，还有个特别有名的故
事。《晏子春秋》中记载了一个“晏子
使楚”的寓言故事。话说齐国大臣晏
子出使楚国，楚王设宴款待晏子。大
家在宴会上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气
氛甚为融洽。可实际上，楚王早就在
背地里安排了一出戏，想看晏子出洋
相。于是，当大家都兴高采烈时，两个
小吏却突然绑着一个人出现在殿下。
楚王问：“绑的是什么人？犯了何罪？”
小吏回答：“是齐国人。犯了偷盗之
罪。”楚王看着晏子，说：“齐人固善盗
乎？”齐国人是不是向来都擅长偷盗？

晏子知道齐王在为难自己，便
说：“橘树生长在淮南则为橘树，生长
在淮北便成了枳树。虽然叶子相像，
可果实味道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什
么？是因为水土不同啊。老百姓在齐
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偷东西，莫
非是楚国的水土不好吗？”晏子之所
以用橘子作比喻，是因为他认为，橘
子只有生长于南方，才能结出甘美的

果实，倘要将它迁往北方，就只能得
到又苦又涩的枳实了。这一番高论，
令楚王自讨没趣。

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对于橘子也大加赞赏。楚国地处南
方，盛产橘子，因此，屈原在自己的诗
歌《九章·橘颂》中歌颂橘子“受命不
迁，生南国兮”。如果将橘树迁到北
方，那么就只能化而为枳了。因此，他
歌颂了橘树的坚贞不屈，并托物言
志，以橘树的品质来表达自己追求高
尚品格的坚定意志。

然而，科学家研究发现，虽然橘
和枳都属于柑橘属，它们外表相似，
但各自都为独立物种，并非一类。所
以，橘树即使生于北方，也不会变成
枳。橘子是能够直接食用的水果，而
枳实酸涩，它的果实和果壳，多被用
作药材。“橘化为枳”，只是在生产力
和科学水平不高的时代，古人对橘树
的一种误会罢了。

自古以来，爱吃橘子的吃货可真
不少。宋代的宋孝宗也爱吃橘子：“称
此一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时
光美好，不如一起来品尝橘子吧。

（《北京青年报》）

橘香酒熟待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