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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议是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条议是
非的文字统称。”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
张书慧向记者介绍，宋朝执政者认为，奏议
有“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
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等治理天下的经
验，因此整理这些“治乱之宝鉴”，成为宋朝
一项重要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据《宋史·
艺文志》记载，宋人编纂的诏制、律令、名人
奏议，种类繁复，卷帙浩繁。《孝肃包公奏议
集》（以下简称《奏议集》）就是宋代名人奏
议汇编之一。

这部《奏议集》是包拯去世 3 年后，由
其门生张田编撰的。宋英宗治平二年

（1065年），张田时任庐州（今安徽合肥）知
州，他在《奏议集》题词中说：“公薨后三
年，田守庐州，尽得公谏草于其嗣子太祝
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门，凡一百七十一
篇，为十卷，恭题曰《孝肃包公奏议集》，遂
纳诸家庙，庶与其后嗣亡穷也。”这里的

“太祝君”指的是包拯之子包绶，时任太常
寺太祝。张田从他的手中收集到包拯全
部谏书的草稿，选取其中重要奏议 171
篇，整理为 30 类、10 卷，作为包拯的正式
著述，藏于家庙之中。

张书慧介绍，这些奏议包括应诏、致
君、选举、择官、正刑、按劾、宽恤、议兵、议
边、粮道等，集中反映了包拯几十年的官场
生涯，以及他澄清吏治、任用贤良，严修武
备、巩固边防，关心民众疾苦、减轻民赋等
一系列政治主张。

查阅《奏议集》可以看出，它真实反映
了宋仁宗时期（1010年—1063年）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现实，是一部珍贵的
史料档案。如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奏》篇
指出：北宋初年，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

（1004年—1016年），全国文武官总数为9785
员，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 年—1053
年），“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
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
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是
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
不窘乏哉！”包拯用数字说话，指出官僚机
构臃肿，导致国库空虚、农民负担日重的弊
病，并提出：“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
冗杂而节用度。”

在《请选河北知州》篇中，包拯上奏称：
“臣送伴北使往回，窃见河北当路州军，各
系近边控扼之地……盖欲谨边防，训士卒，
以为急务。今则不然，但能增饰厨传，迎送
使人及曲奉过客，便为称职，则美誉日闻；
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往往因此降黜者
有之。”指出，边防人员把控交通要道，把迎
来送往当作重点。他为北宋边防废弛、人
浮于事深感忧虑。

171篇奏议全面反映北宋的社会现实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欧阳修
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
为侍讲，这四人“集天下之望”，被称为“嘉
祐四真”。包拯与欧阳修在宋仁宗朝共事
25年，都是忠君爱国、守孝重义、刚直敢言
之人，但两人性格情趣各异。欧阳修是文
学家，喜欢诗酒交游，性格爽朗外向；包拯
勤于吏事，生活俭约宁静，本性内向，不喜
与人交往。25年间，有两件事将两人联系
在一起。

嘉祐元年（1056 年）5 月，黄淮一带大
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
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再论水灾状》
奏章，认为“水灾至大，天谴至深”，这是
无能官员太多，应大力进用贤才。欧阳
修开列了一份 4 人推荐名单，里面第一
位就是因举官不当被贬在池州的包拯。
欧阳修称赞包拯：“伏见龙图阁直学士、
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
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

“ 拯 以 小 故 ，弃 之 遐 远 ，此 议 者 之 所 惜

也。”同一奏章里还推荐了张瑰、吕公著、
王安石等人。

受欧阳修荐引，包拯被提升知江宁府，
很快又调权知开封府。在开封府任职一年
多，他明察秋毫、铁面无私，把权贵众多、号
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嘉祐四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先
后弹劾了两位财政大臣——三司使张方
平和宋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包拯先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权

“乘势贱买所监富民邸舍”，张落职，宋祁
接任。不久包拯又弹劾宋祁“在蜀宴饮
过度”。朝廷罢免二人之后，遂命包拯接
任三司使。

此举引发欧阳修上章《论包拯除三司
使上书》：“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
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
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
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
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
亦可嗟也。”直接指出朝廷任命包拯接手三

司使不恰当，不利于包拯避嫌，建议对包
拯“别加进用”，指出“其不可为者，惟三司
使尔”。

因欧阳修这篇奏章，包拯待在家中躲
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但宋仁宗不许。过
了许久，包拯才出府任职。也许是包拯的
门生和家人为回避民间议论，在汇编《孝肃
包公奏议集》时，偏偏就没有收入他弹劾三
司使的两篇奏议。

不过，时年 60 岁的包拯上任三司使
后，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又展现出经济领
域的才干。《宋史·包拯传》记载：“其在三
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
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包拯
将原来官府向民间定额征购的物资，改为
开设市场，按市场价格直接购买民间货
物。此外还施行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
免折变、改盐法、改茶法等一系列举措，两
年后因经济工作成效显著，包拯被提拔为
枢密副使。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欧阳修举荐，两人性格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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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公的《奏议集》中，收
录了一首包拯的言志诗：“清心
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
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
贻来者羞。”这是他在端州做官
时书写在墙壁上的座右铭，从
中不难看出他刚正廉洁、济世
匡危的志向和为官准则。千百
年来，“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
心，其廉政爱民的行为更超越
了时空，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
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
州。端州出产端砚，为“中国四
大名砚”之首，质地坚实细腻、
温润如玉。《宋史·包拯传》记
载：前任官员大都是趁着朝廷
纳贡的机会，敛取贡品数十倍
的砚台，以赠送当朝达官显贵，
谋求升迁。而包拯一改前规，
命令砚工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
进贡之数，“岁满，不持一砚
归。”三年任满后，他没拿一方
砚台回家。

包拯不仅清廉自律，还严
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并立下《家
训》一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
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
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
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
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1973 年，安徽省博物馆对
包拯及其家族墓迁移发掘时，竟
然没有出土一件贵重的金器玉
器，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足以
证明包拯的清廉刚正、生活简朴
和他对家族子孙的教导有方，其
清廉节俭的家风尤让后人敬佩。

包拯出身寒门，尤其关心
民众疾苦，他经常到民间暗访，
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饥
馑”，他那些为民请命的奏折，
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因
此对贪官污吏更是疾恶如仇。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
者，民之贼也。”在治国理政过
程中，包拯铁面无私，上至皇亲
国戚，下至亲朋故友，都一视同
仁不徇私情。

宋人笔记《曲洧旧闻》里说
到这样一个故事：宋仁宗应张贵
妃的请求，任命她的伯父张尧佐
为宣徽史等四职，包拯为此六次
弹劾张尧佐，上殿直谏，“反复数
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喷
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子，直到
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
对自己的亲属犯错，包拯也决不
手软，《包公墓铭》载，“有从舅

（母亲的叔伯兄弟）犯法，公挞
之。”正因有包拯这位“立朝刚
毅”的铁面人物，使得“贵戚宦官
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是北宋时期实干型官
员，留下的主要文字是写给皇帝
的奏议。纵观这些奏议，反映的
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
可行，其拳拳爱民之心，跃然纸
上。如今，重温这些文字，包拯
及其政绩和品行仍然光耀后世，
令后人广为传诵并敬仰。

不持一砚归
本报记者 商 越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
肥（今安徽合肥）人。28岁登进士第，历任权

（即代理）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
密副使（副宰相）等职。因曾任天章阁待制、
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包拯生性刚正敢言，为官颇有政绩，尤以
廉直、勤俭见称。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中
称：“拯性峭直，然奏议平允，常恶俗吏苛刻，
务为敦厚。虽疾恶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
忠恕。不为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不作
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
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

正因包拯“辨忠邪、诋权幸”，刚正不
阿，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当朝就有“包公”
美名远扬。《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
公墓铭》记载：“宋有劲正之臣，曰‘包
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
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
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据杨国宜教授在《包拯集编年校补》中
的统计，包拯现存奏议187篇，十余万字，其
中55篇指责了当朝人物。因贪赃枉法、盘
剥害民、厚颜乞官、才不堪任等恶行，被包
拯点名批评的多达64人。这其中有贩卖私
盐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有
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千余匹绢缎的汾州

（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有贪图荣禄无耻
求官的“国丈”——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
父张尧佐，还有一人竟然被包拯连续七次

上章弹劾，此人即为酷吏王逵。
王逵曾任湖南、江西等路转运使，每到

一地，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盘剥百
姓。包拯在奏议中弹劾他：“伏见王逵凶暴
无识，残忍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在
湖南，酷法诛求财利，苛图进擢，民被杀者，
罔知其数。”激起民变后，王逵又抓捕百姓
滥用酷刑，含冤屈死和流离失所的人不计
其数。被人告发，王逵被贬知池州。他离
任时，当地“父老数千人共设大会，以感圣
恩与人除害；在城数万家，三夕香灯彻曙，
又被苦人家，并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笞
挞，其人心憎恶如是”。

但王逵在官场上下打点，不久又恢复原
职。“及任江西转运使，依前残酷，枉法徒配
民吏，恣以威福。”因此包拯上疏坦陈：“王逵
害民蠹化，众议不容，伏望圣慈特与降黜，则
天下幸甚。”但是朝廷居然将王逵案批给江西
提刑司处理，为此包拯再上奏章质疑处理失
当：“提刑与转运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关连宁
无私徇？纵使情状的着，恐未必能遵朝旨。”

这次上疏后，朝廷将江西提刑司提刑官李
道宁调任泸州知州，新任官员还未到任，即命
王逵兼管提刑司，这明显是有意包庇王逵。王
逵更加有恃无恐，开始打击报复，他捏造罪名，
将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逮捕，制造
冤狱，被牵连抓捕的平民有数百人。

包拯调查后异常气愤，又上书弹劾王
逵，要求朝廷追究其违法行为。最后一次
更直接指责宋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

酷吏！”由于包公连章弹劾，引起朝野上下
公愤，朝廷最终罢免了王逵。

“包公疾恶如仇，敢于同权贵作斗争，
深受人们喜爱，被后世人以各种艺术形式
宣传，包公被加工成了长着大黑脸四处办
案的包青天。但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他随身
带着三口铡刀，也没有记载他长得黑，那些
都是艺术的夸张。”张书慧说。

疾恶如仇，七次上疏弹劾酷吏

包拯像。

包公家训和言志诗。

《孝肃包公奏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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