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古论今

】

叶玲飞

在中国思想史上，顾炎武与黄宗

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

家。广泛的阅读与深入实地的调查，

让顾炎武具备了博洽深邃的学识。顾

炎武一生撰著丰富，留下了 《日知

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

学五书》 及 《顾亭林诗文集》 等。尤

其是 《日知录》，顾炎武耗费大半生精

力撰成，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

中”。《日知录》 是顾炎武的读书笔

记，学有所得，随时札录，篇幅不拘

长短，内容丰富，并有他的独到思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顾

炎武在 《日知录》 中提出的。每个普

通人都与国家、民族的未来息息相

关，每个普通人都应为国家发展、民

族进步做出贡献，这种深沉的责任意

识，在后世不断为人提起，已融入到

我们的文化血脉中。

《日知录》 中有不少涉及廉洁文

化的内容。古人云：“礼义廉耻，国之

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

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礼、义、廉、耻

缺一不可，四者之中，他尤其重视

耻 。 在 《日 知 录》 卷 十 三 《廉 耻》

中，顾炎武说：“然而四者之中，耻尤

为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

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一个

人没有羞耻之心，视贪得无厌为正

常，则廉与之远矣。

顾炎武在 《与友人论学书》 一文

中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

之不被其泽。”为官者当以何为耻？在

顾炎武看来，为官者不能以粗衣淡饭

为耻，而要以不能恩泽百姓为耻。

顾炎武认为既然选择了做官，就

应当知廉耻、存戒惧、守底线，要重

视以上率下。诸葛亮在生命最后一

刻，向后主刘禅自报家财、交代后

事，“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

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

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

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

陛下”。顾炎武在 《日知录》 中引用诸

葛亮的这段话，告诫为官者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学习诸葛亮甘守淡

泊、清正廉洁的品质。

顾炎武对贪官污吏痛心疾首，主

张依法严惩贪污腐败。他在 《日知

录》 中提到了范仲淹：范仲淹任参知

政事时，着手吏治改革，他根据政

绩、才能和品德，将不称职者的名字

从花名册划掉，同僚在一旁劝止，您

这一笔把名字勾掉容易得很，但是这

一笔会使一家人痛哭！范仲淹说：“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家哭与一路

哭哪个更好？清除一个贪官污吏，只

是一个家庭在哭泣；不清除会有一方

百姓要哭泣。

顾炎武认为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

安，应当做到崇俭抑奢。顾炎武平生

注重节俭节制，并且以此训导亲朋好

友。他在 《与李中孚书》 中说自己

“南归尚未可期”，竟是因为“过江而

南，费须五倍”。在北游期间，顾炎武

通过垦荒、养殖、买卖田产积攒千

金，但获取的钱财也仅供饮食、抄

书、刻书、印书所用，绝不铺张浪费。

顾炎武认为君子厉行节俭，才能

教化人心。在 《日知录》 卷十三 《俭

约》 中，顾炎武列举了汉代的许劭、

北齐的李德林等人以廉节励、改良社

会风气的生动案例。唐代名相杨绾，

品性坚贞廉洁，车舆服饰俭约朴素。

御史中丞崔宽家财万贯，史料记载

“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

第一”，但在杨绾的影响下，崔宽由奢

入俭，下令拆毁别墅华屋。还有京兆

尹黎干，日常出入原有百余人跟随，

后来主动摒弃骄奢淫逸，只留十骑。

这让顾炎武意识到为人立世要做

到“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以

自己为出发点，一层一层扩展出去，

由小家至大家，才能久久为功。

（文章摘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顾炎武论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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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

古代官衙建筑中的优秀法律文化
李国毫

衙门是古代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

场所，其建筑规制和风貌，以及匾

额、楹联，都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

和文化。学史以明智，知古可鉴今。

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官衙建筑，发掘

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对我们坚

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以更加强烈的历史自信、文化

自信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现存古代地方官衙约三十

处，主要有山西平遥县衙、河南内乡

县衙和新密县衙、江西浮梁县衙、山

东即墨县衙、浙江慈城县衙、江苏淮

安府衙、河南南阳府衙、河北直隶总

督府等。这些官衙始建朝代不同，在

漫长岁月中历经多次毁坏与重修，遗

存的古建筑基本属于明清时期，依照

《明会典》《清会典》 的规制营建修

葺，故虽等级不同，建筑布局却大体

相近。

以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内乡

县衙”为例，其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内

乡县城东大街，始建于元大德八年

（1304年），700多年来屡毁屡建，现有

院落 18 进，房舍 280 余间，大部分为

清光绪年间正五品知县章炳焘 （浙江

绍兴人） 主持营建。县衙坐北朝南、

左右对称，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宣化

坊、大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体

建筑。走进大门，有一段长长的甬

道，东侧为旧时衙役所在的“三班

院”及衙神庙、土地祠，西侧是牢房

和狱神庙。县衙大堂两侧设有办事

“六房”，东为吏房、户房、礼房，西

为兵房、刑房、工房。二堂东、西侧

分别为正八品县丞、正九品主簿办公

之地。三堂两侧有东花厅、西花厅，

旧时是知县和家眷、子女们饮食起居

之处。

通过一座县衙，可以直观感受到

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其一，前衙后邸，视国事如家

事。古代官衙既有听讼断狱的“公

堂”，也有官员生活的“私宅”，体现

了家国一体、齐家治国相结合的礼制

思想。清代曾国藩有名联“长吏多从

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

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

箴”，旨在劝告州县官员不要忘记自己

是从百姓中走出来的，要把百姓的冤

屈和纷争当成自己家的事情，用处理

家事的方法为百姓主持公道、伸冤平

讼，反映出“民惟邦本”“亲民爱民”

的传统文化内涵。

其二，左文右武，行政司法合为

一体。大堂前的办事“六房”，对应中

央行政机构的“六部”，表明县衙不仅

是司法机关，更是地方的行政中心，

司法本身就是一种政务活动。内乡县

衙夫子院有副对联：“为政不在言多，

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

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古代把

行政司法混为一体，与“依法独立行

使审判权”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但

并不意味着司法不受重视；在“当官

务持大体”的理念下，裁判者要把每

个案件都当作关乎“民生国计”的事

务去认真对待。

其三，建宣化坊，设鸣冤鼓，教

化在前、听讼在后。县衙大门外是

“宣化坊”，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都

在坊下宣讲圣谕，其中不乏“敦孝悌

以重人伦”“和乡党以息争讼”“讲法

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等内

容，反映古代乡土社会以“礼治”为

主，突出对百姓的教化。但同时，大

门东边也设有鸣冤鼓，百姓击鼓后，

值班的吏役便会上前询问原因、上报

知县，进入公堂的审讯程序；明清时

期，内乡知县每月还会设立三天放告

日，摆出放告牌，此时告状者无须击

鼓鸣冤，可直接到大堂告状。宣化坊

与鸣冤鼓的设置，体现了传统社会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

其四，三堂审案，司法兼顾天

理、国法、人情。古时县衙一般有三

个“审判法庭”，即大堂、二堂、三

堂。其中“大堂”是公开审理重大民

事、刑事案件的地方，在整个县衙中

体格最为高大；“二堂”用来预审一切

大小刑事案件、调解民事纠纷；“三

堂”审理一些事关机密、隐私的案

件。内乡县衙二堂匾额上书“天理、

国法、人情”，意思是听讼断案不能只

讲国法，还要考虑“天理”和“人

情”；当然，这里的“人情”是指民

情，也就是当地老百姓的观感、情

感，而不是官员的私情。在“天理、

国法、人情”相统一的司法理念指引

下，古代司法非常强调“调处息讼”，

在审理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之前，要

先召集原、被告调解，以宗法伦理为

原则，晓之于理，动之于情，引导双

方自愿和解，以符合儒家“天下无

讼”的价值追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应辩

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为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提供

有力支撑。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中青一班

一支部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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