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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精奥

“尸位素餐”是一个常用的成语，形容空占着职

位，空食着俸禄，却什么事也不做。很多人都把“尸

位”理解成尸体所占的位置，这是错误的。在古代，

“尸”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礼仪。

《说文解字》：“尸，陈也，像卧之形。”这个“尸”的

本义可绝对不是尸体，而是“陈也”。尸体之“尸”则

必须写作“屍”。什么叫“陈”？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

说：“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原来，“尸”的本义是

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

据《礼记·曾子问》载，曾子曾经询问孔子：“祭必

有尸乎？”孔子回答道：“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

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古人认为

祭祀的目的在于和祖先的灵魂感通，用孙子来代表

死去的先祖受祭，可以凝聚先祖之气，这种祭祀称作

“尸祭”。

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朱云传》所作的注

中说：“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代表先

祖受祭的孝孙，在祭祀时仅仅是先祖的替身，是先

祖灵魂的附体，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做，只需要坐在

神位上，“但主其位而已”。如果把“尸位”理解成

尸体所占的位置，人死不能复活，怎么还能空占着

职位呢？

“尸位”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

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夏朝君主太康空占着国

君的位置，却只知道享乐，于是百姓都背叛了他。

“素餐”一词出自《诗经》中魏国的民歌《伐檀》：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是空的意思。清人陈奂

在《毛诗传疏》中解释得最为明白：“今俗以徒食为白

餐。餐，犹食也。赵岐注《孟子·尽心篇》云：‘无功而

食，谓之素餐。’”有人把“素餐”误解为素食，这也是

错误的，正确的解释是“无功而食”，即颜师古所说：

“素餐者，德不称官，空当食禄。”

汉代人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用来比喻居位

食禄而不尽职，比如《汉

书·朱云传》：“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

益民，皆尸位素餐。”

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珍视诚信，其胸襟光
明磊落、为人直率坦荡，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
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司马光认为，“夫信
者，人君之大宝也”，他曾自我评价：“平生所
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正因为这样，在历
史上司马光曾与孔子、孟子一起，被奉为儒家
三圣。《宋史》评价司马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诚心自然，天下敬信”，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
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

司马光笃奉诚与信，并非与生俱来，而是
有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据宋人邵博的《闻
见后录》记载，司马光五岁那年，有人送来一些
青胡桃，他和姐姐想吃，却剥不开皮。姐姐有事
走开后，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不一会
姐姐回来了，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司马光逞能
说是自己。事情的经过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看
到，他厉声斥责了司马光。严厉的批评让幼年
的司马光记忆深刻，“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家中有一匹良马，其性情温顺、毛
色纯正、高大有力，但是每到夏天会患肺病。
司马光在生活中非常俭朴，时常拮据，为补贴
家用，司马光不得不忍痛割爱，让仆人将马牵
到集市上卖掉。司马光一再叮嘱仆人，卖马时
要将马有肺病这件事告诉买家。仆人说：“马
患肺病别人从外表又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主动
告诉买家呢？若提前说了，怎能卖得好价钱？”
司马光正色道：“卖马事小，诚信事大，岂能因
贪利而损名？”于是仆人照实卖马，集市上的人
都赞扬司马光为人诚实。

不仅在生活中，在朝堂政事上，司马光也是
奉诚信为宝，公私分明，不计恩怨，也从不回避
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
的交往，或许更能体现他的诚与信。司马光说：
“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他与王安石
政见不同，也都是正面辩论。私底下，二人相互
敬重，从不诋毁对方。1086年5月，王安石去
世。噩耗传来，司马光深为悲憾。他担心王安
石可能会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立即抱病作
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
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
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
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宋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应庞籍的征召，
出任并州通判。在他受庞籍的派遣考察麟州
屈野河以西筑堡一事时，司马光上报修筑堡垒

可以保护边界安宁，不料筑堡的官兵千余人大
部被西夏军围歼。御史来查案时，司马光已接
到回朝任判吏部南曹的命令，庞籍为了让司马
光能够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担下责任，这使得司
马光心怀愧疚、自责不已。他接连上《论屈野河
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以主动担
责，要求处分，但两状均无批复，司马光只好在
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言之切，口几流
血”。最后，司马光还直接只身前往中书省和枢
密院以求降罪，执政大臣的答复是：御史未给你
定罪，何言降谪？这让司马光寝食不安、夜不能
寐，常猛拍床板以痛悔。

对于人人皆向往的高官厚禄，司马光也是
实事求是，不违心趋附。对于适合自己并能够
胜任的职务，他毫无保留尽忠职守；反之，对于
不胜其任的职位，即使官阶再高、俸禄再多，司
马光也决不接受。

嘉祐三年（1058），有宦官来司马光府上宣
布敕令，擢升司马光为首都开封府推官，赐五品
服。司马光却认为自己“实非所长”，并写下《乞
虢州状》，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这一人人艳羡的
高职。皇上御批四字：“不许辞免。”司马光接着
又写了第二状、第三状，但都被驳回。为缓解内
心的愧疚，他特地请假回乡扫墓。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升为知制诰，但司马
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一差事并非他之长。为
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三月连上九次《辞知制
诰状》，说明自己不适宜任此职务。

司马光晚年时，正值哲宗年幼，皇太后想授
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但他却辞谢道：“龄发愈衰，
精力愈耗。”

苏轼这样评价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
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
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
天下信之。”在司马光的老家陕州及其著书十多
年的洛阳一带，如果谁做了坏事，人们就会批评
他：“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这可谓
是历史对司马光诚信的真实评价与褒奖。

刘文嘉，字任甫，湖北省嘉鱼县陆溪
镇人。他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
习法律，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投笔从戎，
在袁世凯称帝及军阀混战的时候，因生性
耿直两度辞官。1929年，刘文嘉经友人
介绍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东铁路
督办公署任职，生活稳定优裕。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嘉不甘当亡国奴，
举家迁来北平，以退职金购得城北后海净
业湖畔住房一处，连同园地约6亩，取名
“ 园”。在日伪盘踞时，为避免日军胁迫
和汉奸纠缠，他蓄须隐居，种菊自娱，自号
“ 园老人”，取“洁身自好，闭门啸傲”之
意。他多方收集各地名种，推陈出新，莳
花艺菊，成为有名的园艺家，人送雅号“菊
花刘”，一时驰名京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帮助，设
备扩充，人员增加，培育技术提高， 园菊
花品种达到1000多种，栽花1700盆。人
们纷纷慕名而来，观赏菊花。党和国家领
导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外宾也时常前来赏
菊， 园菊展远近闻名。

自1951年起，毛泽东曾三次来 园
赏菊，并安排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一些实际
困难。有一次毛泽东来 园赏菊后准备
离去时， 园大门已被群众拥塞。工作人
员请示毛泽东是否从后门离开，但是毛泽
东认为没必要，仍从前门而出。当毛泽东
刚一出现在大门时，周围群众欢呼雀跃，
声震街巷，并主动让出一条走道，伫立致
敬。毛泽东走在群众中间，频频挥手，含
笑示意，然后乘车离去。刘文嘉感慨丛
生，赋诗寄怀：“共奠神州首座尊，四年三
顾枉高轩。书生久守田园拙，寿客新沾雨
露恩。宝墨留香文字贵，谦光握手语言
温。人民爱戴空前古，拍手欢呼拥荜门。”

1955年11月20日，周恩来偕夫人邓颖
超来到 园观菊，二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盛开
的各种名菊，并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周恩
来还挥毫题写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八
个大字，笔力雄浑，姿态潇洒。

朱德从1949年至1961年，几乎每年都
来 园赏菊。1955年11月26日，朱德在观
看菊展后，题诗曰：“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
冰肌眼底收。且盼和平同处日，愿将菊酒
解前仇。”描写了菊花冰清玉洁的品性，也
是一语双关称赞刘文嘉的民族气节，同时
寓史于诗，表达了期望祖国统一的心情。
1961年，刘文嘉艺菊30周年纪念，11月 3
日，朱德前来观展祝贺，并赠送自己种养的
两盆秋兰，挥笔赋诗：“刘老 园助国光，卅
年种菊永留香。精研善养奇葩好，承旧启
新世泽长。全力栽培传代久，不辞辛苦为
人忙。京都老少欣来赏，敬赠幽兰配北
堂。”刘文嘉异常感激，依原韵和之：“首都
花放好秋光，篱下新添古国香。共仰元戎
功业峻，独培幽客道心长。闲来纵笔吟诗
美，老去投戈讲艺忙。雅贶拜嘉如拱璧，含
芳吐馥满寒堂。”

1953年 11月 3日，董必武偕夫人到
园赏菊，被争奇斗艳的菊花所感染，题联赠
予刘文嘉：“习劳自种千盆菊，爱客同看百
日花。”赞扬 园主人勤劳的品格和艺菊技
巧的高超，以及与众同乐、与人共赏的高雅
人品与旷达风格。刘文嘉感激之余，赋诗
奉酬：“同舟鄂渚忆前尘，转眼韶光四十
春。愧我锄园空学律，欣公奉国共司纶。
书联不让香光美，爱菊何殊靖节真。所冀
和平瞻治化，余生等作葛天民。”

1960年，76岁的刘文嘉深感身体衰弱，
精力不济，唯恐菊花品种及栽植技艺在他
手里丢失了，就将 园无偿捐献给国家，为
继续研究培植花卉使用，自己退居二线，担
任技术指导。接受捐赠的北京园林处将
园及菊花品种委托给北海公园管理。北海
公园成立专职培育菊花的菊花班，将刘文
嘉的艺菊技术一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如今，北海菊展已驰名遐迩，在北京乃
至全国菊界均占有一席之地。每届秋冬之
际，北海菊山花海，秋色遍染，秋韵盎然。
八方游客乘兴而来，品玩鉴赏，与菊同乐。

卢怀慎，河南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唐朝宰相。他俭而守礼，进士及第后，以出色的表
现和治绩，“累功”迁举，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御史台中丞、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
事、黄门监兼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他与名臣姚崇同期为相，二人携手为将唐朝推向辉煌巅峰
作出卓越贡献。在此期间，卢怀慎直言敢谏，指陈得失，力主改革吏治，举贤荐能不遗余力，秉
公执法坚如铁石，尤为可贵的是，他品德高尚、律己甚严、一生清慎、家风纯正，赢得朝野上下的
普遍尊敬，哪怕多年过去，仍然令玄宗皇帝感动落泪。

刘文嘉的
菊花情怀

郑言

司马光的诚与信
王厚明

“尸位素餐”的

“尸”不是指尸体
许晖

远见卓识 切中时弊

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身为御史
台中丞的卢怀慎，经过深入思考，果毅上疏建
言，针对性极强地力陈对吏治改革的主张与见
解，其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是地方官员任职不满四年，不能提拔升
迁。对于表现突出，政绩卓著者，可以采取加赐
车马裘服、提高俸禄、派使节慰问、下诏书劝勉
等办法予以褒奖，等到任职满四年之后，视官员
空缺情况再考虑加以提拔重用。而对于德行有
亏、能力不足、绩效极差甚至贪婪成性、暴虐百
姓者，则要坚决果断地罢黜职务，令其回籍。

二是强调官员重在才干，而不是多多益
善。要将朝廷各部门中那些为数众多的员外官
一一进行甄别，确有才能可任事的，给他们提供
施展才能的舞台，外放到州郡担任地方官，对他
们的政绩朝廷按期考核。对因老病不能胜任职
务的，一律罢免。

三是因贪赃枉法、荼毒百姓而被停罢官职
者，十年之内，不得加以录用，特别是不能放到
执政基础较弱的边远地区，那是国家和百姓的
灾难。

不可否认，卢怀慎吏治改革的三项主张，
很有见地，堪称是一剂切中时弊、救世济时的
良药。

厚德载物 甘当绿叶

《旧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开元三年，迁
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
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
食宰相’。”大意是说，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卢
怀慎升任为黄门监，与中书令姚崇共同署理军
政要务。卢怀慎自知为政之道不如姚崇，每遇
大事都让姚崇决断。这样一来，时人就把他戏
称为陪人吃饭的宰相。
《旧唐书》中的这句话，竟让卢怀慎这位开

元功臣与尸位素餐画上了等号。其实，他不仅
不是不称职的庸才，还是一位不逊色于姚崇，甚
至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的厚德宰相。
开元三年，卢怀慎与姚崇同掌枢密，二人一

道严刑法、惩贵戚、量才授官，做出了一系列有
利于国家的重大决策，合作得十分和谐与默
契。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倚仗自己皇亲国戚
的身份侵凌暴虐百姓，遭到御史弹劾后，被有司
治罪。李业向皇帝求情，希望能够借助皇命免
除王仙童所犯之罪。面对李业的苦苦哀求，玄
宗皇帝下令中书门下进行复审。卢怀慎和中书
令姚崇不因皇帝下诏而屈从，也不因王仙童为
皇亲国戚而枉法，力主维持原议，依律法治罪，
遂联手奏道：“王仙童的罪状清楚明白，御史的
弹劾并无冤枉之处，不能对他放纵宽宥。”二人
的义正辞严令玄宗皇帝心服，于是就依原议结
案，王仙童受到应有的惩处，皇亲国戚从此都收
敛了嚣张气焰。

卢怀慎心胸开阔、格局远大，深知扬人之
长、避己之短的道理。姚崇为人刚直，才干过
人，办事干练，怀慎从内心钦服和敬重。现在二
人同掌枢密，政见又契合一致，正是他积极配合
姚崇放手施政的天赐良机。因此，卢怀慎心甘
情愿做姚崇的协助者，随时补台而不拆台，辅助

到位而不越位，与姚崇精诚携手，密切合作，为
开元盛世的开启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卢怀慎为人宽厚、谦逊待人，开创了左右相

合作共事的典范。玄宗皇帝对卢怀慎这种不计
个人得失甘做绿叶的崇高风范与躬身笃行的谦
逊精神非常满意，对其给予了极高的嘉许，称他
是一位“贞良敦朴，孝悌仁厚。度量深于江海，
坚清迈于冰雪”的好官。
卢怀慎与姚崇为了执政大局，不计名利、密

切配合的风范，一直延续到好几代后继者的身
上。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高
度评价：“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勠力，以
济明皇太平之政。”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
《读通鉴论》中亦如是言：“开元之世，以清贞位
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
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
年之中。”这两位史学巨擘高度一致的中肯之论
充分说明，卢怀慎为“开元之治”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大治之世的出现，除了

君臣相得、开拓进取之外，还要有一个积极向
上、和衷共济、和谐健康的政治风气。“开元盛
世”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令人钦羡的政治风气，
在我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在这风清气
正、生机勃勃的大合唱中，谦让不争的卢怀慎声
音虽然不够响亮，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显而
易见，卢怀慎绝非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而是
万世不朽的厚德贤相。

谦虚谨慎 清廉自守

卢怀慎虽然位极人臣，尊贵无比，但官德极
佳。他一向谦虚谨慎，清廉为官，节俭朴素，扶
弱济困，所得俸禄以及朝廷的赏赐，总是毫不吝
惜地拿出来帮助朋友亲戚，以致家徒四壁，妻子

儿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在夫人崔氏的眼
里，卢怀慎就是个一贫如洗的清正宰相，崔氏曾
评价他：“清廉节俭，缓进而谦退，四方贿遗，毫
发不留。”由于自身过硬，形象好，官声佳，影响
大，他的下属官吏多不忍坏其规矩和清誉，更不
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了。

公元713年，卢怀慎与魏知古一同到东都
洛阳主持选拔官吏，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可
以骤然发财的肥缺。可是，卢怀慎随身的用具
只有一个布袋，其中半袋圣贤之书，半袋赤胆忠
心，去时如此，回时亦然。
卢怀慎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后，朝臣宋璟、卢

从愿去他家中看望，但见他的“相府”已经不能
用寒酸来形容，简直就是家徒四壁的贫民窟。
炕上铺的是一张既旧且破的席子，潮湿的泛着
泥土味的气息从席间弥漫开来，门上连一张帘
子都没有。当时天雨骤至，冰冷的雨点在阵风
的裹挟下，凶狠扑向室内的每个人。想不到，一
个堂堂的盛世宰相，竟只能用自己羸弱的身躯
撑起残破的炕席来遮挡风雨。天晚了，卢怀慎
招待两位朝中贵客的“美食”，仍然是让人想不
到，竟然只有两盆蒸豆、数根青菜而已，而这已
经是他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卢怀慎去世之后，因平时不积钱财，家人给

他办丧事遇到了很大困难。据说还是家中一个
忠诚的老仆人自卖自身换钱才使其成殓，“既
殁，家无留储，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朝野闻
之，无不唏嘘感叹，四门博士张星就向玄宗皇帝
进言说，已故宰相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
直之道处世，对这样的好宰相应该给予优厚的
赏赐，否则就不能劝导其他官员以他为榜样，竭
忠尽智报效国家。于是玄宗皇帝下诏赏赐卢家
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

卢怀慎的清慎，征服了包括玄宗皇帝在内
的很多人。一次，玄宗皇帝在卢怀慎老家附近
打猎，无意间看到他家低矮的围墙已破败不堪，
当得知卢怀慎去世已经两周年，此时他家正在

为卢怀慎举办祭祀典礼时，玄宗皇帝立即停止打
猎，并给卢家赏赐了一些细绢帛，以弥补他们过于
简朴的祭礼。当玄宗皇帝策马经过卢怀慎的坟墓
时，见其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甚至连墓碑都还没
立，他不由得想起卢怀慎正直清贫的一生以及对
盛世天下国泰民安的巨大贡献，遂泪如雨下。于
是敕命为他立碑，并令中书侍郎苏颋草拟碑文，玄
宗皇帝亲自书写。

鞠躬尽瘁 举贤荐能

卢怀慎一心为国，即使在重病之中，心心念念
的仍是朝政的安定和国家的未来。他久久握着宋
璟、卢从愿二人的手叮嘱说：“当今圣上英明，急于
求得天下大治，然而他在位日久，难免对政事稍有
倦怠，恐怕要有险恶小人乘机钻空子。你们经常
在天子身边，一定要密切关注天子的举动，以免朝
纲混乱啊！”临终之际，卢怀慎遗表力荐胆识兼备、
浩然正气的宋璟，坚贞耿介的李杰，铁面无私、刚
毅果决的李朝隐以及清廉谨慎、毁誉不计的卢从
愿等四位贤良之臣。其心至诚，其情至切，杜鹃啼
血，催人泪下：
“宋璟秉性公平正直，办事执着。他的文学才

能足以经纶政务，他的见识谋略可以辅佐时世。
他的行为历来正直，从不苟合。臣听到朝野对他
的评价，实在算是社稷之臣。李杰无比勤奋刻苦，
特立独行，从不依附权势；有利国家的事情，他知
无不为。他也是一时难得的人才，得到舆论的推
许。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赡，奉公守法，颇怀
铁石之心。他事奉陛下竭诚尽心，的确尽到了人
臣的节操。卢从愿清贞谨慎，思考问题和处理政
事都非常周密。他的始终如一，朝野共知。像这
样的简要之才，不可多得。他们都是盛世重器，圣
代良臣。近来他们在自己任上，稍微有些过失；他
们受指责的事情很小，然而朝廷对他们的遗弃却

很大。他们所株连的过错很轻，然而陛下对他们
的贬斥却很远。日月虽近，谴责伤深。还希望陛
下垂怜重新录用他们，逐渐加以进用。”卢怀慎推
荐的四个人，优点和长处是主要的，过失和不足是
美玉之瑕，他希望玄宗皇帝任人之长，不弃之短。
玄宗皇帝深感其诚，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事实证明，卢怀慎眼光独到，且完全是出以公

心，他所推荐的这四位官员，皆为廉洁奉公的贤良
之辈，后来都成为唐朝有名的贤臣，成为开创“开
元盛世”的股肱之臣。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卢怀慎
等上一代贤相的优良作风，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形势，多么险恶的处境，都和
衷共济，勠力同心，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剧推向
高潮。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卢怀

慎“当事而让姚崇，身退而荐宋璟”，其“识贤之
能、让人之量”令人仰视，其一心为国的崇高风
范令人敬服。

盛世贤相 风范长存

卢怀慎只因高风亮节的谦退和处理政务上的
让贤，就被讥为“伴食宰相”，且这顶沉重的帽子一
直戴了一千余年。所幸的是，玄宗皇帝轻轻的一
句话，使得其中玄机尽解：“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
卿坐镇雅俗耳。”玄宗皇帝之意非常清楚，用卢怀
慎为宰相，就是用他良好的形象与威望作为官员
们学习的榜样，为朝政树典型、立标杆，以清正官
场风尚。卢怀慎深知帝意，也颇有自知之明，他找
准自己的位置，甘做绿叶和助手，决不跟姚崇分庭
抗礼。从这一点看，卢怀慎不愧是一位大贤君子，
也当为万世之楷模。
对这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世功臣，玄宗

皇帝没有忘记他的忠诚与付出，更是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将他与古代名臣仲山甫与管仲相提并论，
“有仲山甫之节，成管夷吾之能”。

卢怀慎去世后，玄宗皇帝悲痛莫名，特下诏书
称赞他：“是国家之宝，济世之才，出谋划策不让古
人，学问德行堪称楷模。和公孙弘辅佐汉室齐等，
与季文子弻相鲁国相同。节操与古人相傍，勤俭
诚实可以作为榜样。他冰清玉洁，家里没有金银
宝物，妻子儿女贫穷，频繁缺粮。想起以往的君臣
岁月，更感深切哀悼。应该像抚恤凌统的遗孤一
样抚恤他的遗孤，像表扬晏婴的德行一样表扬他
的德行。”

卢怀慎在去世两年之后，仍能让皇帝感动得
流泪，的确不是一般官员所能比拟的。令人钦佩
的是，卢怀慎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而且十分注重家
教和纯正家风的传承，长子卢奂，刚直果毅、两袖
清风，历任御史中丞、陕州刺史、广州太守。每至
一地，都留下不少善政，玄宗皇帝赞许他：“斯为国
宝，不坠家风。”短短八个字，由衷嘉许了他们卢家
一门为官为人的巨大成功；少子卢弈，清正廉洁、
担当有为，初为卢县县令，以功绩提拔为给事
中，拜御史中丞，受命守卫洛阳。安史之乱爆发
后，守卫官员们纷纷逃散，东都不幸陷落，被俘
的卢弈宁死不屈，为国捐躯，留下千古美名；曾
孙卢元辅，少以清行闻于时。进士擢第后，历
杭、常、绛三州刺史，以名节著于史册，受到世世
代代人们的由衷赞美。

卢怀慎的一生，胸襟开阔，坦荡磊落，甘做人
梯，乐为绿叶，一尘不染，既清且慎，不只“卓然立
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也必将不朽于青史，流芳
于百世，后人有诗赞曰：“曹参尚守萧何法，鲍叔惭
分管仲权。莫笑当时呼伴食，元之秉国恐妨贤。”

一心为国
清慎厚德

马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