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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白鸾         ：监察御史传清廉 
在很多影视剧中，都出

现过监察御史这个职位，他

们作为官员的监督者，敢于

直言进谏，敢于惩治腐败，

敢于得罪权贵，充满了正气。

在宝鸡历史上，也有不少优

秀的监察御史。王伦因当官

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办案公

道，赢得了“铁胆御史”“真御

史”的美称。在渭滨区神农镇

刘家槽村，也走出了一位监

察御史，名叫白鸾。

白鸾字孟禽，号凝阳。

据传，他小时候就很聪明伶

俐，以博闻强识闻名于乡

野。明成化二十二年，他参

加考试成为举人，第二年他

再接再厉，又中了进士，后

成为宪宗朝为数不多的最后

一科进士，先后做过浙江道

监察御史、山西巡按等地方

大员。在任期间，白鸾清正

廉洁，忠于自己的职责，弹

劾不避权贵，曾直言进谏孝

宗皇帝。

弘治年间，太监杨鹏、李

广、刘瑾等人把持朝政，造成

了很多冤假错案。朝中但凡

有人上奏折弹劾他们，都会

遭到陷害，一时之间，朝中竟

然没人敢发声。但白鸾没有

因此退却，他直言进谏孝宗，

抨击刘瑾。几年后，刘瑾终于

被诛杀。

白鸾任山西巡按时，经

常下到乡村和老百姓在一

起，为大家解决难题。当时，

宁化王钟柄仗势欺人、淫虐

无道，而且勾结地方官吏，可

谓是祸害一方，当地百姓无

不怨声载道。白鸾调查完事

情后，返回京城，将事情如实

上报给孝宗。朝中很多人都

怕得罪钟柄，对白鸾的弹劾

一言不发，可白鸾依旧毫不

畏惧，言辞激昂。

在担任江南主考官时，

白鸾对应试的国戚豪绅公子

不徇私情，坚持按科规取贤

能，被权贵恶棍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白鸾在工作上风风

火火，但生活却十分简朴，可

以说是两袖清风。据志书记

载，白鸾外出时，只乘坐 3 匹

马拉的车，而且随役也很少，

从不惊扰百姓。

白鸾直言进谏、清正廉

洁的事迹到现在依旧在宝

鸡地区传颂，是为人做官的

楷模。

司马池        ：为官清廉教子有方
司马池是《资治通鉴》编

纂者司马光的父亲。宋真宗

时，司马池在凤翔任知府，本

来有升迁的机会，他却上奏朝

廷不愿离开凤翔府。他在任期

间以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被

大家所赞许，同时他还言传身

教，使得司马光也拥有清廉的

品德。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

往往是敢于担当的名臣。因为

他们不但严格要求自己，更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司马池便

是这样的典型。司马池出身名

门，家里相当富有, 在他小的

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把家里所

有财产全部让给伯父、叔父

们，自己则一心读书。后来他

考中进士，为官刚正不阿，在

任凤翔府时，生活十分朴素 ；

平时粗茶淡饭，绝不奢华 ；即

使招待客人，也只是用当地的

山果蔬菜，而且只限于三五道

菜 ；上下班不坐官轿，甚至也

不骑马，只骑一头毛驴。

凤翔府岐阳巡检司长官，

平日对其部卒管理严苛，一夜

他在岐阳县富民家饮酒，其

部下知道这件事后，便趁机

到富家将巡检绑了，巡检自知

有错，便答应部下的要求，今

后不再严督部下。司马池闻知

后，下令将为首部下杀死，巡

检则撤职查办。

在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

藏》里有一期，记录了石鼓的

前世今生。在唐末时石鼓就已

仅存九面，缺少了一面。司马

池把这九面石鼓安置妥当后，

凤翔府的文化官员依据早期

的石鼓拓片仿制了遗失的那

面，毫不知情的司马池将凑齐

十面石鼓的消息上报给了朝

廷，宋仁宗爱好书法，得知这

个消息后，让人来获取拓片带

回欣赏，于是发生了问题。就

像《国家宝藏》里关于石鼓的

剧情，宋仁宗发现了石鼓文有

仿制品，下诏责问。在朝廷问

责后，凤翔府主管文化的官员

很惊恐，司马池表示他是最高

长官，一切由他承担，不是诸

君的过错，承担了全部责任。

宋仁宗对此非常感动，下旨不

予追究。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难”这句名言，出自司马光的

笔下。司马光清廉品德的养

成，正是来源于父亲司马池对

他从小的言传身教。

梅遇         ：兴修水利办学校
梅遇在眉县当知县的十

年时间里，一手抓教育一手

抓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眉

县水利灌溉设施落后和人才

匮乏的局面。《郿县志》政略

卷评价其 ：“梅知县有创义

仓、开陂坝、教种植、垦荒田、

广赈助、勤劝讲等十政。”

在当知县期间，梅遇清

瘦的身影常出现在田间地

头，从眉县最西的斜谷一直

到最东边的韦谷( 今泥峪)，

他将眉县的山水形势、九河

利害、村落实情、百姓疾苦都

牢记心中。

他了解到眉县虽有九河

分布，但是灌溉只能到达河

两岸不远处的沙砾之地，稍

微离河远的村落和田地就很

难得到河流的滋惠。每次天

旱时，梅遇都心急如焚。经

过对眉县山水的考察，他筹

划起让河水之利造福百姓的

蓝图。

1667 年春，眉县大旱，梅

遇带着 13 人顶着炎夏烈日，

多次到斜谷关内勘察水源、

水情、地形、地貌，同时组织

山外 36个村的百姓，战酷暑，

修水利，筑新坝，拦河引水，

开新渠，复修旧渠。渠水流程

百余里，灌地千余顷。直到如

今，这些堤坝水渠，还发挥着

作用。

如今，坐落于鸡冠石边

的小亭子及上面“梅惠渠首”

几个大字就告诉着人们，这

就是当年梅遇拦坝修渠、惠

及百姓的“梅公渠”渠首。

梅遇还根据沿渠百姓

常为用水起争执的情况，提

出规定“宁曲以上的近村渠

水，为居民食用水，不准灌

田 ；宁曲以下，用水可灌坂

下田”，并严令沿渠各村自

觉做好经常性渠道维护修

缮。宁相渠的复修、扩修，使

金（金渠）宁（宁渠）平原百

姓的生产生活用水有了保

障，农业连年丰收，物产丰

富、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

成了新兴的集镇——金渠集

市。几年间，梅遇陆续又组

织对凤泉、横渠、西硙等河

流泉渠进行了疏浚治理，使

之为百姓造福。

除此之外，梅遇还主抓

教育。当时眉县地方学校破

败，梅遇上任前 30 余年没出

过一个举人，在明末至清顺

治年间，无一贡生。梅遇说：

要办学，眉坞大地要有更多

的学校！他带头捐俸办学，

在他任职的十年里，眉县教

育搞得风生水起，张载故里

重现崇经论道之风，有一年

省上四次会试，竟有五人考

中举人。 

夏氏        ：乐善好施传美名
在今扶风县法门镇豆会

夏家村，有一位夏氏，她嫁给了

天度镇王凤岗。丈夫去世后，她

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经商。由于

她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积

累了不少财富。富裕后的夏氏，

并没有忘记乡亲们的好，她不

仅关心国事，更是体念穷人，颇

受大家崇敬。

清光绪年间，有一年陕

西大旱，陕西巡抚下令扶风知

县召集全县捐粮赈济灾民。可

是由于所需粮食太多，根本完

成不了。知县就召集全县富

裕的商户商量办法。由于夏氏

平日里就乐善好施，为人十分

慷慨，知县便在县城姓肖的寡

妇家安排官员接待夏氏。夏氏

却说，“不用安排，捐粮的事情

我非常乐意，等你们商量好捐

粮的数额通知我就好。”三天

之后，知县通知夏氏签写捐

粮数。夏氏得知最多 50 石、最

少 20 石。她说，多捐一斗就有

可能多救活一条命，这是件好

事，她愿意把自己家存放的

100 石粮食全部捐出来。知县

也知道，夏氏家里还有一家人

要养活，也不是特别富裕，但

是她却如此深明大义，这让他

十分敬佩。于是将她送到县衙

大门外，回来就训斥其他人，

一个女子尚且如此，一群大老

爷们还顾虑颇多，大家都应该

向夏氏学习。于是其他人都增

加了捐粮数额。没过多久，朝

廷就赠送夏氏“乐善好施”牌

匾一块。

19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

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

展，科举制度逐渐发生改变。

1888 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

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

试内容。各个地方都创办起新

学，培养维新人才。夏氏了解

到后，不仅倾囊资助，还将自

己家两间房改成学堂，请工匠

修缮了书房、宿舍，让学子们

安心读书。她的这项举动被管

理陕西学务的二品顶戴提学

使张焕堂得知，给她赠送了

“慈惠堪风”牌匾一块。

宝鸡历史上的道德模范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于虹采写）

 编者按 ：“孝老爱亲、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便涌现出诸多美德故事。宝鸡历史上也有许多名

留史册的贤达，他们身上不仅具备了优秀的道德品质，而且他们的故事也为宝

鸡人带来了可传承、可学习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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