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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无险路
清风慕竹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自古以来，

有作为的帝王、大臣和官吏，大都是在做好调研的基

础上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效的。当然，他们的方式方

法各有不同，也各有侧重，但大都是针对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因病求方，对症下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

难题，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佳话。

注重“拔本塞源之策”
刘永加

◆ 射猎之途

实为微服私访之机

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人们常常会想
起微服私访，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之，
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

古时候的调研或微服私访，或轻车简从，当
然也有前呼后拥深入民间的，不论何种形式，最
终要看的是调研的成果，即查没查到实情，办没
办成实事。

唐代时，有一位帝王就非常善于微服私访
式的调研，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去了解民
意民情，他就是唐宣宗。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
为的一个皇帝，唐宣宗“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
苦”，因此，他即位后不仅“虚怀听纳”群臣进言，
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以便自己能够及时
进行赏罚。

一次，唐宣宗出宫射猎，途中遇到一位樵
夫，宣宗立即驻马开始调研。他问樵夫来自哪
个县，樵夫说是泾阳。宣宗接着问：“县令是
谁？”樵夫回答：“叫李行言。”宣宗更进一步问
道：“为政何如？”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
就照实回复：“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指北衙
禁军）索之，竟不与，尽杀之。”宣宗听后若有所
思，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为中肯。

回宫后，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
势、为民除害，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
贴在寝殿的柱子上。一个月后，海州刺史空缺，
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并赐“金
紫”穿戴。李行言入宫谢恩，宣宗让人从殿柱上
将名帖揭下来给他看，李行言这才明白自己的
升迁是宣宗微服私访的结果。

大中九年（855）二月，又有一名县令被破格
提升为州刺史。原来，在另一次射猎中，唐宣宗
来到京城西北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境，发现
有地方父老数十人，正聚集在佛祠祈祷。宣宗
觉得很奇怪，又开始了调研，他问众人为何这么
做？大家回答说：“我们是醴泉百姓，县令李君
奭在我们这里干得特别好，任期要到了，上面要
把他调走，我们在这里祈祷，期望他能留下继续
在我们这里为官。”

回宫后，宣宗又在寝宫屏风上写下“李君
奭”三个字。不久，李君奭任满，吏部两次提出
新县令人选，都被宣宗抹去，继续留李君奭在醴
泉。直至怀州刺史空缺，宣宗这才御笔亲书：醴
泉令君奭可任怀州刺史。吏部也觉莫名其妙，
待到李君奭面君，众人始知缘由。

唐宣宗能够把出宫射猎当作了解民情的机
会，一旦发现有政绩的地方官便记录在案，随时
准备提拔任用，达到“贤能效用”，这种用人作风
也是值得称道的。

◆“水晶灯笼”
善于解决“灯下黑”

做事情往往容易出现“灯下黑”，有些官员
好高骛远，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或事没
有看见和察觉。比如身边的问题不去解决，身
边的人才不去提拔；再比如舍近求远、兴师动众

去偏远地区调查研究和去外地考察学习，最后
还不了了之，实乃无用之举，浪费行政资源。

在宋代，有一位有作为的官员，他就善于解
决“灯下黑”的问题，因此被百姓誉为“水晶灯
笼”。古人认为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用
水晶做的灯笼通体透明，什么问题都隐瞒不住，
于是人们以此来赞誉官员眼光锐利，能洞彻一
切问题。

这位官员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开封
考城县人刘随，他以进士及第入官，被任命为永
康军（今四川灌县）判官。这个官职就是一个佐
理军州事务的小官，在很多人眼里似乎无职无
权，然而刘随却不这样认为，他在职权之内，尽
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为百姓办实事。

刘随到任永康军后，他知道许多问题都需
要走出办公场所去寻找解决办法，需要深入到
辖区去考察调研。为了表明他尊重知识重视教
育，他先是来到了当地的孔庙。然而他通过了
解得知，在永康军祭祀的典礼中，从来就不包括
拜谒孔庙。刘随来到孔庙，见到庙宇芜秽杂乱、
荒草丛生，又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
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准备营建居舍。刘随
当即责令楼店务立即收回出租之地，并维修管
理使用好孔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
蜀人知有圣人”。

在调研中，刘随发现永康没有水井，当地居
民饮用水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每到冬
季，江水冻涸，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
用。由于饮水艰难，人们往往饮食不时，不少人
因此患病，甚者竟至死亡。人吃水尚且如此困
难，那就更难以喂养家畜家禽，严重影响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发生火灾，也
难得一勺灭火之水。

面对这一严峻问题，刘随下决心修建一个
通水工程，根除永康的缺水之患，以解决当地
的吃水用水问题。刘随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
的鱼凫山去考察，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
且山后有一眼很大的泉水，如果能将泉水引到
城中，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于是，

刘随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找到了引水入城的办
法，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终将泉水导入了
永康城，“水于是足用，民于是不乏，愈汲愈生，
取之无竭”。

刘随在调研中还发现岷江、沱江和马骑江
三条河流经永康地区，岷江在流经永康时，沱江
水已先注入，而马骑江在永康距岷江仅是咫尺
之隔。如果马骑江在永康与岷江汇合，势必给
所辖成都及其下属十三县带来洪涝灾害。刘随
对此极为担忧，他带人前去勘察，设计了施工方
案，决定动工拦马骑江，疏导江水，防止它在永
康注入岷江。后来，刘随调任成都通判，仍然坚
持继续施工，终于完成了拦江工程。成都与属
下十三县，遂无水患之虞。

显然，刘随的调研是真调研，他能发现过去
人们没有发现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眼皮底下的
问题，并彻底予以解决，百姓因此对他十分钦佩
和感激。宋范镇《东斋记事》记载说：“刘随待制
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这
是百姓对他的褒奖，是对他善于调研、善于解决
问题的充分肯定。

◆ 走近百姓

寻方问药解难题

走群众路线，是调研的基本出发点。想通
过调研了解实情，必须放下身段，与百姓打成一
片，真心真意去问询，虚心向百姓学习，实实在
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这样百姓才能掏心
窝子、交实底，这样的调研才会有成效，得到更
多的拥护。

在明代，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多数官员
能够做到深入民间，走到百姓中去知民情、解民
意、纾民困。明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便是其
中著名一例。周忱，字文襄，江西吉水人，永乐
二年（1404）考中进士，得选庶吉士，进学于文渊
阁，后升任刑部员外郎等职。

宣德五年（1430）九月，正担任工部右侍郎
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而彼时
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赋税。

周忱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去了解百姓的疾苦，他“尝去驺从入田
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
聚而言之，唯恐其不得尽也”。周忱衣着朴素，
态度和善，百姓不知他就是巡抚，自然是有话便
说。一天晚上，周忱微服私访，经过一个村时，
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周忱便上前同他搭讪，
二人谈起农家田间之事，很是投机。直到属员
们找到跟前，那村民才知与自己攀谈的人竟是
江南巡抚。就这样，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了许
多实情。

周忱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人，他身边常带
一个记事簿，在深入民间调研时，无论大事小
情，常常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连每天天气如何
也都记录在册。起初属员们不知这有什么用
处，后来有一次，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
沉，周忱翻开记录簿，发现那天根本没有风，骗
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属员们也由此认识到深
入调研、详细记录每天情况的重要性。

通过微服私访，周忱了解到江南之所以拖
欠那么多税粮，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
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
户头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
一情况，周忱深入研究，最终创立了“平米法”，
让人户按照赋税平均出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
让各县依式统一制造，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
小斛出”的弊病。

周忱还了解到，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
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
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百姓负
担很重，苦不堪言。对此，周忱予以改革，下
令各粮区只设一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
门统一上送北京，如此一来，大大减轻了百姓
的负担，江南拖欠赋税的问题也慢慢得到了
解决。

周忱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大都是他走到百

姓中去调研得来的。明史学家黄景昉曾评价
说：“周文襄每有兴革，必与官吏士民反复议始
行。如细布一法，召东门黄婆入行台计之，往
往留语至夜分。”农事找农夫计议，纺绩之事找
纺婆计议，这就是周忱的工作行之有效的原
因。由此可见，搞调研必须真诚地走近百姓，
去寻方问药。

◆ 因病求方

寻“拔本塞源之策”

调研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在调研中找到问
题症结之所在，如此才能达到“调研如抽丝、解
决问题如山倒”的效果。

雍正四年（1726年），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
总督兼辖广西的鄂尔泰，向雍正帝连上奏折，大
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听到
鄂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盈廷失色”，
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早在鄂尔泰之
前，广西提督韩良辅、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
铨、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土
归流建议，但均遭雍正帝的驳斥。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雍正帝看了鄂尔
泰的奏折后，却立即批准，并委以重任，令他去
解决这个问题。大臣们颇为不解，后来雍正帝
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前面韩良辅等人，一是没
能拿出具体方案，所言只是“小知小见，乃攀枝
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二是他们“非能办
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

原来，此前鄂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已经
对此事做了一些调研，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
迫性。此番担任云贵总督后，鄂尔泰更是加大
了调研力度，针对问题直面百姓问计。经过深
入的调查研究，他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
可谓了如指掌。

鄂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整个形
势，适时提出了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制定了
全面的改土归流方案。他连上几个奏折，详细
阐述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强调，
“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滇黔必以此为第一
要务”。

鄂尔泰平时居官奉职总是时时把国事、民
事系于心头，不管分内分外之事，只要利国利
民，都会去积极建议、积极解决。他一直坚持做
官不能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
固未有能奏效者”一律不办。因此，鄂尔泰给雍
正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雍正帝称鄂尔泰办事
“广大悉备，纤细不遗”。再加上，鄂尔泰对于改
土归流一事调研深入，方案具体可行，所以雍正
帝才对其委以重任。

鄂尔泰没有辜负雍正帝的信任，他主持了
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革除了大批土司，而代之
以流官的管理，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
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鄂尔泰在此项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
成效，得益于他的调查研究问题明确，目标精
准，方法得当，推进有力。由此可见，调查研究
必须善于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查清原委，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强力推进办好办成，唯其
如此，才能赢得上司和百姓的信任与支持，调研
工作才能卓有成效。

古 代
调 研

4月25日，“善行天下——袁了凡”全国
巡展天津站在天津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
览以袁了凡善学思想发展为主线，着重解读
他践行的《功过格》，以及《了凡四训》《宝坻
政书》等著作中的善学思想，探索袁了凡善
学思想与当代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

晚明善学集大成者袁了凡，浙江嘉善
人，1588年至1592年出任宝坻知县。他在
任期间，全力投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
建设，免赋、治水、劝农、兴学、倡廉、宽刑，
政绩卓著，从根本上改变了宝坻的面貌，成
为宝坻自金代建县以来最受称道的贤县
令。其传世名著《宝坻政书》《了凡四训》对
他在宝坻的行善经历和人生感悟多有记
述。宝坻是了凡善学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
地，在天津文化史上书写下精彩一笔。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袁了凡刚上任就郑重声明“素有体物
恤民之志，今将实见之行事”，并发誓“若做
不到，天诛地灭”，可见他勤政爱民的抱负
和决心。随后政绩证明，他以渊博学识和
深广智慧出色地实现了承诺。作为心系百
姓的官员，他总是善于发现、直面并解决问
题，因此他勤奋理政，夙夜在公，为百姓减
轻负担。

袁了凡初到宝坻时形势严峻，连年灾
荒，饿殍遍地。他尽力劝阻逃难者，并妥善
安置，及时向上级申请开仓放粮，多方调
剂，排除万难，保全饥荒中的民众。他展开
全县人口普查，把救助孤寡贫老等弱势群
体作为重要政务，还创造性地实施“以工代
赈”等有效措施。

袁了凡借鉴朱熹建“社仓”（亦称义仓）
办法，建立带有公益互助性质的粮仓，借给
百姓口粮和种子，以度过春荒，保证春耕。
放粮前，先查核登记，根据农户情况酌量供
给，秋收后还仓。袁了凡还激励农户平时
勤劳协作，早日还粮，并严惩奸商借机谋利
的行为。兴建义仓作为储粮备荒的一种粮
食安全机制不断推广，逐渐成为一种民间
公益性救济减灾的社会习俗，被后世誉为
“备荒第一良法”。

袁了凡极为重视农桑，莅任就走遍辖区
全境考察，看到大片土地荒芜，多是湿洼盐
卤之地，于是亲自规划制成垦荒图册，交付
各里长督责开耕。他精通农学，观察土壤颜

色，便知适宜种植何物。凡是肥沃土地令种
主粮，贫瘠土地则种豆子等杂粮，各随其
宜。盐碱地开沟引水使之净化，再种耐盐碱
的植物以改良土壤，逐渐将不毛之地转化为
丰产田；低洼湿地种芦苇等植物，以增强地
力，改善生态环境。不到一年，他就开辟出
相当于原有面积四分之一的农田。官署内
空地，他让全都种上蔬菜以自给自足，不使
家属无事而食，养成懒惰习惯。

治理水患 推广水稻

宝坻地处海河水系下游，多洪涝灾
害。袁了凡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涉及全流
域的治水规划：先清理主干河道，再到支
流，最后到田间的灌溉沟渠，一层层地疏通
河道和修筑堤坝。他还联系蓟州等周边临
县一起协作治水，并组织人力，开挖新河，
引导河水直接入海，减少水害。

袁了凡带领百姓沿海岸植树造林，每
当海水泛滥，泥沙被冲上岸后，遇到树林阻
挡而淤积下来，久之就形成一道堤坝，以此
防止海水倒灌。在此基础上，他因地制宜，
发展农业，督导建造水车、水闸，构建引水
灌溉的河渠网络，筑堤防涝，教民种稻，因
势利导，变水患为水利。当地百姓以“袁公
坝”“袁柳”的称谓，铭记其功德。宝坻直到

现在还存有袁公渠、袁公桥等治水旧址。
袁了凡从家乡引来优良稻种推广，在

宝坻历史上是件“破天荒”的盛事，极大提
高了粮食产量。由此，他成为天津历史上
“南稻北种”第一人，比明末科学家徐光启
来天津试验种稻还要早30余年。林则徐在
《畿辅水利议》中，提及袁了凡在天津推广
水田之事，对其做法与经验评价甚高。宝
坻现常年种植水稻30万亩，是天津最大的
水稻产区，为北方水稻主产区之一。

为实现综合治理，袁了凡在对京津冀
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基础上，写成专著《皇都
水利考》，对华北主要江河湖泊水系进行考
察，并对相关流域的土地使用、农田灌溉和
粮食产量等情况做了全面的记述。该书对
当今京津冀一体化的生态保护和水利建
设，仍很有参考价值。他根据宝坻特点编
撰并亲手绘制插图的《劝农书》是农田水利
的经典著作。他把《劝农书》分发到全县农
民手中，对普及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植技
能、指导农业生产都起到促进作用。这是
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农业专著，在我国农学
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向善立身 慎独立品

袁了凡将“祛恶扬善”作为施政的座右

铭，忠实履行居官职责，时刻警醒自己。他
注重历事炼心，把儒家的治心修身引入善
政实践。袁了凡建议人手一册《功过格》，
把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恶，随手记下来。
月底聚会相互检视，一起改进德行，年终再
进行大总结。经袁了凡倡导，《功过格》明
末清初已成为士人之圣书，并在善书思想
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日本著
名学者酒井忠夫语）。

袁了凡为官清正廉明、节支简政、崇
尚俭朴，营造出良好的修身和团结氛围。
他强调“民间风俗，自当官府敦之”，以良
好的官风来引导民风。他深知“善政必
简”，要求各部门厘清职责，以便民为要
务，简化工作流程。他将讼案按类分工，
随来随审，随审随结，公堂无积案。百姓
犯罪后，他一定会敦劝其悔过自新。他还
取消摊派给百姓的苛捐杂税，对各级职员
订立赏罚分明的措施，确保政务的清明、
简便、流畅。

袁了凡出行轻车简从，不用仪仗，每当
巡视乡间，遇到百姓生产生活的各种难题，
当即“现场办公”解决。他体恤民生，休养
生息，为百姓脱厄解困，实施拯民于水火的
“千般善政”，并为民请命，力争免除了“车
运皇木”“进贡银鱼”等繁重差役。在具体
行政过程中，袁了凡展示出非凡的协调能
力。如，皇亲国戚在宝坻的庄田是县政一
大难题，管庄太监飞扬跋扈，强取豪夺，横
行不法，他努力保证行政事权的统一，使县
民得免横征暴虐之苦。他还努力搞活经
济，重视教育，亲自讲学，使农工商和文化
协同繁荣发展。

袁了凡常说“为善最乐”，一直以仁爱
善心滋润着百姓，用不断行善提升自己的
道德水准。作为官员，他的爱自然最多地
表现在亲民爱民上，深受宝坻人民的爱
戴。在袁了凡身上体现出真善美的高尚品
德，达到了古代官员道德境界的顶峰。他
的善政使宝坻积弊消除、仓库充盈、文教盛
行、百废俱兴，成为县治和教化的典范。

袁了凡在知县经历中所接触的民生
疾苦使其劝善思想更加深刻并发展成熟，
成为他后来在江南倡导善书运动的重要
思想来源。袁了凡善政善学对于社会良
好风尚的培育起到积极作用，对今日党政
干部强化自我修养、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也有很多启益。

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把宰相宋璟找来，交代他一件私事。

玄宗的孩子多，给皇子起名字、给公主起邑号颇费脑筋，于

是，他就把这事托付给了宋璟，让宋璟各取30个备用，临了，他

又特别嘱咐说：“你在这30个之中，单给我想一个漂亮的名字和

一个漂亮的邑号，要与众不同才好。”原来此时他正宠爱武惠妃，

心里非常喜爱和她生下的小皇子和小公主。

宋璟一听，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说：“陛下，您既然当了皇

帝，心就一定要公平。现在您让我单独想一个好名字和一个好

邑号，可见您的心已经不公平了。您之所以对孩子不公平，当然

是因为孩子们的母亲有的得宠，有的不得宠。您宠爱哪个妃子、

哪个孩子，这是您的感情问题，我管不着，但是，感情不能妨害规

矩，不能破坏制度，否则宫廷内就会有纷争，国家也不会安宁。”

玄宗一愣，进而陷入深思之中。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处事不

公，是受到情感好恶的影响，心不平，一碗水何止会洒，甚至会有

倾覆的危险。

宋璟说得好，做得更好。

开元七年，朝廷一年一度的选官工作又开始了。官员当时

是一种稀缺资源，僧多粥少，竞争自然异常激烈，那些候选官

员不甘落后，想着法子把自己推销出去。有一个叫宋元超的

人就找到吏部，声称是宋璟的叔叔。言外之意，当朝宰相是我

侄子，你们看着办吧。吏部的官员一听，没敢怠慢，马上运作

起来，眼看事情就要办妥之时，恰巧此事让宋璟知道了，他赶

紧给吏部写了封公函，说：“宋元超确实是我的远房叔叔，他常

住洛阳，我常住长安，所以平时也没什么往来。本来，如果他

不把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听任你们秉公办事了，你们该留

则留，该放则放。可是现在他既然已经说出了和我的关系，那

没什么好说的，只能是矫枉过正了。不管他资历才干是否符

合条件，一定要让他落选。”

如果说叔叔还算远房，那么亲小舅子就不能说远了吧。有

一年，宋璟的小舅子大老远赶到京城，求他照顾，指望能谋个一

官半职的。宋璟置办酒席，热情接待，吃完饭还派车送他回家，

并递给他一封信。小舅子很高兴，以为肯定是一封推荐信，到家

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五个大字：“一切靠自己。”

在唐朝，宋璟的官当得特别硬。武则天的内宠他敢抓，睿宗

的胞妺太平公主他敢反对，玄宗的旨意他敢违抗，他的政治生涯

虽经三起三落，但却历经四朝而不倒，可谓罕见。

清人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说：“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

险。”意思说，公正无私，才能不怕人生道路的艰险。这或许就是

宋璟为政处世的秘密吧，难

怪唐玄宗在赐给他一双金筷

子后说：“非赐汝金，盖赐卿

以箸，表卿之直耳。”

知行合一 宝坻善政
赵建永

（明）为善最乐铜
镜，嘉善博物馆藏

（清）《袁了凡立命篇》
印版（局部），嘉善博
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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