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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自守  防微杜渐

位却依然能够恪守清廉准则奠定了坚实

的心理基础。

陆贽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王朝由

盛转衰之时。德宗时期，“四海骚然，靡

有宁处”。783年，发生“泾原兵变”，叛

军攻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今

陕西乾县），陆贽随行，负责起草处理来

自各地的军政机要文件。面对每天几百

份上传下达的文件，陆贽都能够一个人

应付自如，他常常提笔一气呵成，而公

文内容详尽周到，阐述清楚。当时虽有

宰相，但无论大小事情，德宗都会和陆

贽商议决定，对其十分倚重，当时的人

都称其为“内相”。面对危局，陆贽向德

宗建议要采用非常之策，颁布大赦令，

并规劝德宗撤销专门接收储藏各地财物

的皇家库房，而将这些财物赏赐给立下

战功的将士，以挽回军心民心。

政治局势的动荡加剧了吏治的黑

暗，当时贿赂风行，地方官吏为了巩固

自己的地位，常常以重贿结交朝中权

臣。陆贽对此深恶痛绝，对送礼者一律

拒之门外，大小礼物都一概谢绝。在其

母亲去世时，各藩镇纷纷送来各种财

物，他也丝毫不接受。陆贽的清廉行为

遭到一些佞臣的嫉恨，造谣其沽名钓

誉，不近人情。德宗为此特下密旨，责

备他“清慎太过”，并说如果不接受贵重

的财物，像马鞭皮靴之类的小物品接受

亦无妨。陆贽随即上疏，指陈其中的利

害关系，“利之小者，必害于大”，如果

接受了鞭靴，之后一定会接受衣裘 ；接

受了衣裘，必定会接受布帛 ；布帛不能

满足时，必定会接受车舆 ；车舆不能满

足时，必定会接受金银珠宝……这份以

《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为名的上疏，流

传于后世，堪称防腐拒贿的名篇，揭示

了“贿道一开，展转滋甚”的重要道理，

给时人和后人以深刻的启发 ：保持清廉

必须防微杜渐。

陆贽虽是天子近臣，但却从不弄

权，也不结交权贵，而是清廉自守，心

怀天下。只要是认为对国家不利的事，

他就不顾个人安危，必定提出规劝，毫

不避讳。有人劝他不要过于直言，但

他却说 ：“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

自己的学识，其他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呢？”然而可叹的是，陆贽虽有中兴之

臣的才能，德宗却不具备中兴之君的素

质。在危机时刻，德宗曾一度倚重陆贽，

但是回到京师后却又对他逐渐疏远，转

而任用奸佞之臣。794年，陆贽被罢免

宰相之职，次年被贬为忠州（今属重庆）

别驾。身处偏远之地的陆贽仍然不忘以

民为本，著了一部《今古集验

方》五十篇，为那些受瘴气伤害

的当地百姓提供消除病痛的古

医良方。

陆贽52岁病逝，谥号宣，

后人称为“陆宣公”。其一生清

廉忠直，心怀政治抱负，留下

数百篇的奏疏名篇。史家评论

这些奏疏皆切中时弊，“炳炳如

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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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陆贽）调郑尉，罢归。寿州刺史张

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

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

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

“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

【品读】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唐朝

苏州嘉兴人（今浙江嘉兴），出身于江南

陆氏望族，少年时期家道中落。18岁考

中进士，在唐德宗继位后，被任命为翰

林学士，参与决策，辅佐德宗平定叛乱，

建言改革，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位列宰相，后遭陷害被贬。 

陆贽初入仕途时，被任命为华州郑

县（今陕西华县）县尉，在任满回乡途中

拜访了当时很有名望的寿州（今安徽寿

县）刺史张镒，并与之畅谈三日。张镒十

分赏识陆贽的人品才能，不顾及年龄地

位的差距而与之结为“忘年交”。陆贽辞

别时，张镒拿出自己的饷薪一百万钱，

让他收下作为其母亲的生活费。陆贽没

有接受一文钱，只收下了一串新茶，以

示对张镒的感激敬重之情。

这段故事在《旧唐书》和

《新唐书》中皆有记载，拒绝

百万钱而只接受一串新茶是年

轻时的陆贽在处理私交之谊的

做法，显现了其清慎的品格与

智慧。古语有曰 ：君子之交淡

如水。陆贽与张镒之交是以互

敬对方的才华和品德而开始

的，这种保持了本真与纯洁的

“君子之交”正是陆贽所追求

的，而这也为陆贽日后虽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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