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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河碌碡桥遗址（董学武2004年摄）。

□强文哲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出自东汉班固《汉
书·宣帝纪》，语出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秋天颁布的诏书，意思是：官吏如果不清廉
公正，国家治理形势就会衰败。

汉宣帝刘询是西汉第十位皇帝，幼年遭遇
“巫蛊之祸”，长期避难民间，这也使得他对百
姓疾苦和吏治得失体察深刻。待其亲政以后，
开始大刀阔斧整饬吏治，尤其早期他注重加强
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建设，惩治贪腐，赏罚
分明，多次下诏称“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
虞犹不能化天下。”“鳏、寡、孤、独、高年、贫困
之民，朕所怜也。”革新吏治、体恤民生的形象
跃然纸上，一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
荣、四夷宾服。《汉书·循吏传》记载称：“是故汉
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为什么“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表面看是
治理结构中的上行下效问题。“吏者，官者，管
也。”作为管理者，官吏总处于国家治理层级结
构中的一环，上层官吏贪污腐败、胡作非为，下
层官吏队伍必然有样学样、污浊不堪，整个社
会风气也必然江河日下，正如南北朝时期著名
学者何承天在《上邪篇》中说的“上邪下难正，
众枉不可矫”，意思是在上位的人走邪道，下面
的人就很难走正道，等到众人都歪斜不正成了
气候，想纠正就不行了。但更深层原因在于吏
治腐败会直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权力的本
质在于资源分配，贪污腐败往往意味着权力的
公器私用和滥用寻租，至小会加剧社会不公和
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受阻，至大则往往
导致公众普遍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继而政策
难以推行和行政效力低缓互为因果，长此以往
必将严重破坏国家治理通畅和社会秩序稳定。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之所以经典，就在
于其将吏治是否清明与国家命运兴衰联结在
一起，清醒地认识到，巩固政权，谋求长治久
安，需要有一支清廉能干的官吏队伍。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吏治
腐败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
要原因，清正廉洁从来不只是个人修为，而是
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古往
今来，治国必先治吏，拥有一支作风清廉、能力
高效的吏治队伍，从来都是国家兴旺发达、政
通人和的关键。

名谓治国，实为治吏
《左传》有一句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

也。公元前 710年，宋国的太宰华督称兵作乱，
为得到各国承认，宋国便四处行贿，鲁桓公也
接受了贿器“郜大鼎”，公然置之于太庙。鲁国
大夫臧哀伯见此，进谏称：“君人者，将昭德塞
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诏令德以示子
孙……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并就
大鼎一事严正指出：“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贿器
以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
焉？”结合起来理解就是，作为国君必须尽力崇
尚道德而坚拒一切邪恶行为，以此统治臣属，
使之有所戒惧而不敢违反纪律。如果为上不
端而百官群起效尤，该如何惩处他们呢？臧哀
伯接着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国家之败，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宠贿章也。郜鼎在庙，章熟甚
焉？”官员之邪恶，必然导致国家之败亡，堂而
皇之接受贿赂，也就丧失了为官之德。臧哀伯
这一断言，显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成
为我国政治史上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客观真理，
并滋养后人，成为反对贪污腐败、保持为政清
廉的警醒和箴言。

廉者，政之本也。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长

卷，注重操守、廉洁为公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清廉文化涵盖了从官员选拔、考核、惩治、教化
等多个方面，汗青轴卷中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
清廉吏治篇章。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就提出
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
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
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就是著名的“六
廉”说，其中又把“廉”置于评价官吏的首要标
准。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

“国有四维”，齐国大夫晏婴提出“廉者，政之本
也”的思想，鲁国大夫臧文仲更尖锐指出：“宋
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成为廉
政与王朝兴亡周期关系的千古命题。汉代首
次设置举孝廉科，依廉选贤任能，倡导“量材而
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
的用人思想。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
将廉洁定义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唐太宗
李世民训诫臣僚：“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
贪，必亡其身。”丞相魏征在《群书治要》中也
说：“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在他看来，政
权治理最重要莫过于推动吏治清廉。唐武宗
李炎在位虽只有短短六年，但其大刀阔斧反腐
肃贪整顿吏治的措施却不容忽视，比如首创严
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首创高薪养廉
（后来被清朝雍正发展为“养廉银”）、禁止官员
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等等，被后世誉为“会
昌中兴”。清代康熙推崇“源清流洁”吏治思
想，认为“崇尚清节乃国家为治之要务”，并采
取选任高官以操守为先、严惩贪官、优遇清官
等措施整饬吏治，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一股清
流，值得今人沉思和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
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
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
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透过
历史风烟，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往复循环悠然
浮现，或许每一个王朝的治乱变迁背景原因各
异，但始终没有逃出“廉则兴、贪则衰”“官廉则
政举，官贪则政危”的定律。历史是过去的现
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首历史，就
是要以史为鉴，深入发掘中华传统吏治文化的
当代价值，汲取清正廉洁的宝贵养分，以此增强
忧患意识，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

吏治清廉是党的光荣传统、鲜明特点和独
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清廉政治基因，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吏治清廉、
反对贪污腐败深植自身肌体之中，融入共产党
人价值观，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正如毛泽
东同志深刻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
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
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党的一大党纲仅15条约700字，其中“纪律”
专章占到整部党章篇幅的近三分之一。党的二

大党章，明确规定统一经费管理、对党组织的财
政情况进行监督，凸显对财经和廉洁纪律的重
视。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党史上第一份反
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1927年7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第一次专门设置监察机构开展党内监督和反腐
倡廉。1931年5月，《中央巡视条例》颁布施行，
正式建立党内巡视制度；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一建立，就对官僚主义、贪污浪
费等腐败问题展开坚决斗争，发表《反对浪费严
惩贪污》，专门强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
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厉的惩办”。1933年 12
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党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
以上种种，反映的就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就对
吏治腐败的严厉拒绝和高度警惕。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
扬反腐倡廉大旗，坚持吏治从严，尤其严惩党
员干部贪腐行为不手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
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并先后出台《陕
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
惩治贪污条例》等多个惩贪治腐法令，引领反腐
倡廉工作走上法治轨道。特别是党中央在延安
十三年，坚持通过铁的纪律、严的规矩厉行廉洁
政治，仅 1937年至 1941年间，就查处各类贪污
案件235件，其中就包括因贪腐被判处死刑的老
革命功臣肖玉璧，强调“在‘廉洁政治’的地面
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
了，就拔掉它！”以其强大的震慑警示作用，有效
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态势，边区政府成为清廉
吏治模范区。1951年 11月，毛泽东在批转华北

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
报告时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
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
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绝不容忍利用执政
地位牟取特权私利的坚决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截至
2024年 7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近十年间共立
案审查调查 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64.4 万人。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
广、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彰显的是新
时代党中央对“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始终清
醒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决心。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放眼
人类政治文明史，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
党一样，持续百年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建设。回
望来路，从“窑洞对”到“坚持自我革命”，从“两
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反腐倡廉建设”到

“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赶考”的
清醒，将从严治吏、永葆清廉作为赓续辉煌的
制胜法宝，党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党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奋斗史，也
是一部矢志不渝同吏治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的伟大自我革命史。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之深刻启示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历史反复昭示，吏

治关系政治得失、民心向背、治乱兴衰，治国必
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梳理总结清廉吏治的
传承沿革和实践经验，对进一步增强干部监督

管理质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吏治廉平，首在教育引导。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和
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
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德教为先、修身为本”，
认为思想道德教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
用，是实现吏治清廉的重要手段，执政者本身
也肩负着教育官员清正廉洁、引导社会向好向
善的责任。如《论语·论证》云：“举善而教，不
能则劝”，意思是说举用德行良好的贤人去教
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劝勉，社
会风气才能见贤思齐。《孟子·尽心上》又云：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好的政令不如好的
教育更容易赢得民心。理想信念不会凭空产
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在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始终将理想信念教
育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
践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的一系列党
内集中教育，本质都是希望通过学习勤扫思想
信仰之“灰尘污垢”，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
妄动”，实现吏治清廉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吏治廉平，重在奖惩并举。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管是惩、厚爱
即奖。看似存在矛盾，但本质上属于方法对
立、目的相同的辩证统一，最终目的都是要帮
助管理者行为端正。古人讲“宽以济猛，猛以
济宽，政是以和。”“国家大事，惟赏与罚。”强调
的就是宽严相济、赏罚分明。延安时期，肖玉
壁是受到特别关心照顾的革命功臣，毛泽东曾
两次走进窑洞和医院探望他，甚至看到肖玉璧
身体状况虚弱后，毛泽东不顾身体消瘦，也坚
持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分给肖玉
壁。但后来当肖玉璧因为贪污受贿、克扣公款
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时，毛泽东却坚决支
持法院判决，对贪污腐败毫不姑息。实际上，
任何管理者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有七情
六欲，这就要求在吏治过程中不可偏废奖与
惩，既通过严格教育管理监督，促使干部勤政
廉政，不偏离正道、不走邪路歪道，又要在政治
思想工作生活上注重激励保障，给予真诚关
爱，鼓励干部积极主动干事创业，做到当严则
严、当宽则宽，实现人心齐聚、吏治清廉。

吏治廉平，根在制度完善。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
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
矩。”纵观历史，各个吏治清明的朝代无不将立
法建制视为治国之要务、理政之圭臬，通过建
立清廉管理、廉政监督防范和违纪惩戒等制
度，堵住不良风气侵蚀的漏洞。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起手，先后领导制定修
订多部法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多
项党内制度条例准则，目的就是要补齐制度规
则短板，推动反腐治吏制度化、规范化，以良法
保障善治。好制度更在执行。明代张居正讲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意
思是，天下之事，制定法令不难，难的是对法令
的贯彻执行。故此，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吏治
清廉，完善制度规则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
要行之有效地付诸实践，把“纸上的法律”变为

“行动中的法律”。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渭河南岸河南街村农
民画家王雲的画室里，

看到烙画《沣水碌碡桥》，我深深地被触动了。
烙画，也叫火笔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

有一种古朴典雅的特殊魅力，艺术感染力很
强。画上的桥雄伟壮观，桥墩是用碌碡垒起来
的，桥头的牌坊上有两个大字“沣桥”，两边有
一副对联“东去函谷无二路，西出阳关第一
桥”，桥上有骑马的、坐轿的、推车的、挑担的，
景象一派繁忙。

王雲介绍说，这座桥是古代从长安城出来、
西去的唯一一座桥。始建于明永乐十二年
（1414），明弘治五年（1492）重修，宽两丈余，至光
绪八年（1882）改为石柱桥。民国二十四年（1935）
西兰公路初通时，沣河桥是西兰公路陕西段上最
大的桥梁，该桥为石台木梁桥，俗称碌碡桥，也叫
三里桥，全长 129米，桥面宽 4.5米。听老年人
说，这座碌碡桥是清末文家村举人吴步瀛先生
倡导和修建的。开始吴举人差人到处张贴布
告，宣传大量收购碌碡，一斤一两银子。有人认
为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就把周围各县，甚至把
甘肃、宁夏的碌碡都搜集运来了。可碌碡这么
重，哪有这么大的秤称？文举人就命人做了一杆
大秤，用一个碌碡作秤砣、大檩作秤杆，用锯在秤
杆上拉几下就是秤星，试想，你的碌碡能称几
斤？算盘一响，连吃饭、住店的钱都不够，不卖可
咋办？运回去还得花更多钱，只好贱卖了。这

样，没花多少钱，就筹集到足够的碌碡。
碌碡桥是石木结构，大桥东西共 27个桥

墩，每个墩子 18—24个碌碡，一个碌碡径长 0.6
米、高 0.63米。有人说，光露出水面，能看见的
碌碡就有456个。桥面是木头的，两个桥墩之间
密密麻麻铺着很粗的松木担子，横着又铺一层
松木檩条子，构成一个坚固的桥面。桥面上又
铺了一层又一层石子、沙子、白灰混合成的三合
土，平坦、结实、耐用。

从画上看，桥西头不远处有一座庙，叫桥头
寺，也叫丰胜寺、晾经寺。相传唐僧西天取经回
长安时，途经渭河涉水，不慎弄湿了经书，在此
晾过经卷，故而得名。

碌碡桥和丰胜寺这么有名，那碌碡桥后来
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被拆除的？那些碌碡都
去了哪里？丰胜寺还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
们约王雲一起去沣河碌碡桥遗址实地考察。

沣河碌碡桥遗址离现在的世纪大道沣河
大桥并不远，下了世纪大道，沿沣河西岸向北
走了 50多米，王雲说：“沣河碌碡桥遗址就在
这里。”我们一看，现在遗址上已经看不到什么
东西，脚下是草地，河面并不很宽，对面是沣河
森林公园，在沣河河堤加固和绿化工程施工
时，原遗址已经被毁。我从董学武的《老咸阳》
中，看到了一张沣河碌碡桥的遗址照片和相关
资料，很是珍贵。

幸运的是，丰胜寺还在，工作人员介绍，丰
胜寺始建于唐代，原来面积比较大，寺外有50多
亩，寺内有10多亩。前些年寺周围搞开发建设
小区，占用了一部分场地，在原址的西边重建了
一个丰胜寺。如今的丰胜寺殿宇轩昂，环境幽
雅，千年古刹，古风依旧。寺内有四五亩地大，
10多间房子，院子正中有一座大雄宝殿，殿内
供奉着佛祖，庄严肃穆，慈善祥和。每年农历二
月初四有古会，周围村的群众都来逛会，在群众
心目中，丰胜寺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出了寺院，我们又来到了沣河岸边。王雲
说：“沣河上的碌碡桥不止这一个，在其上游还
有几座，只是规模稍小一些，知名度也没有这
座大。多年来因为采沙、发大水等原因，那些
碌碡桥都没有了。”

“这座碌碡桥是哪一年拆除的？那么多的
碌碡都到哪里去了？”我问。

王雲叹息了一声说：“沣河碌碡桥是 20世
纪70年代拆除的，拆下来的碌碡后来都用来砌
了渭河南岸河堤。”

听了王雲的话，望着沣河两岸杨柳依依、沣
水碧波，心里很是感慨。如今，沣河碌碡桥已经
不存在，可它在历史上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人
们的记忆中。 □王满院

清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西征，为
尽快恢复西北社会秩序，他沿途访贤问能，结交
各地名流贤士，以期纳入麾下，为他经略西北效
力。左宗棠进入陕西，驻节长安后，寻访关中诸
府县贤士干吏，在咸阳的泾阳、长武、兴平等地
皆有关于左宗棠访贤的记载，他折节下士、寻贤
访能，有不少传闻趣谈流传于世。

在泾阳拜谒恩师
泾阳，是左宗棠座师徐法绩的家乡。他早

年在湖南乡试考举人时，曾得到当时的湖南乡
试主考官徐法绩的慧眼识珠，从而得以脱颖而
出，经恩科补录取得举人功名。左宗棠便想借
此机会拜谒恩师，以报当年的知遇之恩。

徐法绩（1790—1837年），字定夫，号颐庵，
陕西泾阳县土门徐村人，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御史等职。道光年间，徐法绩奉旨赴湖南主持
乡试，这次乡试恰逢道光皇帝五十寿诞，于是朝
廷令各地搜阅“遗卷”，即按例恩科可在已落选
试卷中再选拔补录若干名额。因副考官胡某逝
于任上，遂由徐法绩主持补录工作。经过反复
查看，徐法绩最终选定补录六名，其中补录的第
一名即左宗棠，文章题目是《选士厉兵简练俊杰
专任有功》。

但就在这时，徐法绩让同考官按程序补录
时，却未获同意，同考官地位仅次于正副主考
官。该考官对徐法绩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
我，你想让左宗棠中就中，但是想让我更改批语
则万不可行。就是对左宗棠试卷上的“欠通顺”
批语不做更改，双方意见不合，使左宗棠的补录
程序难以推进，陷入僵局。见此情形，徐法绩据
理力争，强调他是奉旨为国抡才，并非徇私情，
坚持补录左宗棠，其他考官见状从中婉劝疏通，
该考官这才勉强将批语改为“尚通顺”，左宗棠
也由此得以成功补录。

左宗棠深感座师推荐之恩，于是便来到泾
阳拜谒。但此时徐法绩已逝世三十余年，左宗
棠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随后便为恩师购田修
茔，修建牌楼和种植柏树，设专人守护墓冢，还
亲自撰写碑文。左宗棠在碑文中回顾了当年搜
阅“遗卷”之事，以示深切缅怀这份深厚恩情。
同时，他还寻访徐法绩后人，得知徐法绩长子徐
正谊已亡，便将徐法绩长孙徐韦佩带在身边关
照，随军从征。

在泾阳时，左宗棠还应邀为味经书院题写
门联，该门联笔迹潇洒秀丽，曾悬挂于书院礼堂
前。味经书院，也称泾阳味经书院或陕甘味经书

院，是清末陕西著名书院之一，也是陕甘两地学
子求学的著名学府。传闻当时书院诸人当天还
置办美酒佳肴款待左宗棠，这顿饭菜主要是关中
风味，其中就包括大肉荷叶饼子，左宗棠因系南
方人，似乎不晓得这种关中民间食物，遂连同饼
子外面的荷叶一起吞食。看到此情景，满座皆
惊，同时皆因惧怕开罪于左宗棠，以致无人敢当
面说穿，此事后广传于泾阳，民间引为趣谈。

在三原、长武延揽学者
左宗棠尝闻三原人贺瑞麟学问素好，享誉

关中，遂有意延揽，欲聘请他为泾阳味经书院主
讲。贺瑞麟（1824—1893年），字角生，号复斋，
陕西三原人，清末“关中三学正”之一。贺瑞麟
潜心程朱理学，精研闽洛义理之学，主讲学古、
清麓等书院，是清末陕西理学领袖。贺瑞麟教
学以实学为主，不以时文为务，同时他反对科举
取士，故婉拒了左宗棠的邀请。

同时，还有长武人尚林焱也在左宗棠的关
注和邀请之列，但是他们这段交往经历却有始
无终。尚林焱生卒不详，自幼刻苦读书，咸丰十
年（1860）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恃才傲

物与性格耿直，多年未有升迁，同时又因他自命
清高，不善应酬，久为同僚所不容，有“尚杠子”
之称，后辞官归乡，赋闲在家。

左宗棠听闻长武竟然还有位进士，不免惊
喜万分，遂慕名前往拜访。他们初次见面，尚林
焱说：“阃外唯有将军大。”左宗棠答道：“此地还
是先生高。”彼此似相见恨晚，畅谈许久。面对
左宗棠的盛意相邀，尚林焱欣然应邀，成为左宗
棠的幕僚，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尚林焱就因
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接连当众给左宗棠难堪。
他言语间常暗讽左宗棠的“搜房举人”身份，同
时还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进士身份。受到尚林
焱连续多次当众羞辱后，左宗棠恼羞成怒，以年
事已高、气候不宜为借口谢辞了尚林焱。

在兴平“为读书人下车”
除了寻访关中德高望重的学者外，政声较

好的县府官员也在左宗棠的访贤问能范围内。
左宗棠在获知兴平县令王权学问高、政声好后，
顿生爱才惜才之心，便牢记于心。不久，当左宗
棠的车队经过兴平县时，他接见了这位声名远
播的县令王权。看着亲率兴平官吏和士绅名流
跪迎他的县令王权时，左宗棠扶起跪地的王权
说道：“足下陇右读书人也，宰相不为知县下车，
我为读书人下车。”

王权（1822—1905年），字心如，号笠云，甘
肃巩昌府伏羌县人，生于耕读世家，举人，但因
会试多次名落孙山，遂无意仕途，前往甘肃天水
陇南一带讲学教书。王权道德文章俱佳，有“关
西孔子”“陇右诗圣”之赞誉，后任职陕西多地县
令，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左宗棠见到时任兴平
县令的王权非常高兴，对这次会见也甚为满意，
他深为王权的学问和才干所折服，曾给予王权
高度评价：“伏羌王权，学问人品当代罕有，吏治
尤为陕甘第一。”左宗棠到达甘肃后，为了尽快
恢复被战火蹂躏摧残的文教事业，遂大力兴办
书院义学，曾力邀王权出任甘肃最大的省立书
院——兰山书院的山长，但是这时的王权还在
陕西的县令任上，故未能赴陇就职，对此左宗棠
在给陕西学政吴清卿的信上不无遗憾地说：“陇
人惟王权喜读书，行谊亦卓，前曾延主兰山讲，
旋以其权秦中令，不果来。”

有关左宗棠在咸阳的故事散记于各地志书
中，除了他与咸阳各地读书人的交往故事外，还
有以他命名的陕西到新疆绵延千里的“左公
柳”，左宗棠与泾阳茯茶，以及左宗棠行军途经
长武扩修车道等故事。 □任耀博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素描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