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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拒古镜 不为物累

□筱莉

【史海钩沉】

朝士有藏古镜者，自言能照二百

里，欲献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

面不过楪（同“碟”）子大，安用照二百

里哉？”闻者叹服。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五

【品读】

吕蒙正（944—1011年），字圣功，

北宋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幼

年时因其父厌弃其母，母子二人被逐出

家门，生活穷困不堪，但依然志向远大，

刻苦攻读，考中状元，历任将作监丞、参

知政事等职，后拜为宰相，深得宋太宗

赵光义的信赖与器重。为人“质厚宽简，

有重望”，以清廉敢言，知人善任而闻名。

据《宋史》记载，吕蒙正升为宰相后，

许多人都想与之攀援结交。朝中有位官

员，家里收藏着一面古镜，自称古镜能够

照二百里之远，想把它献给吕蒙正，以

获得赏识和提拔的机会。吕蒙正笑着说：

“我的脸不过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着照

二百里的镜子呀？”一句笑语巧妙地回

绝了这位官员的“献礼”。听闻此事的人

都敬佩叹服。

“妙拒古镜”的故事不仅引

得时人叹服，就是今天我们读起

来也依然能够透过这诙谐幽默的

话语品味出其中的清廉智慧。能

够照二百里远的古镜，或许有些

夸张，但无疑是一面宝镜了，它

的意义应该不在于它的使用价

值，而在于它的文物价值了。文

人墨客喜好收藏，自古有之。吕

蒙正贵为宰相，如果有收藏的爱

好，自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他

却对奇珍异宝丝毫不感兴趣。儒

家学说提倡“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

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吕

蒙正“以正道自持”，做到了这一点，也

就为保持清廉竖起了一道安全屏障。欧

阳修在《归田录》中也记载了这段故事，

赞叹吕蒙正“寡好而不为物累者，昔贤

之所难也”，意思是说吕蒙正没有什么

特殊爱好就不会被身外之物所拖累，这

是过去的贤人都很难做到的。

吕蒙正初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

宰相）一职时，年纪尚轻，一些人很轻

视他。有个官员甚至隔着朝堂帘子指着

他说 ：“这个小子也能参政吗？”吕蒙

正假装没有听到，他的同僚很生气，就

要去查问这个官员的名字，吕蒙正急忙

阻止。退朝之后，这位同僚还在替他鸣

不平，后悔当时没有追问。吕蒙正说 ：

“一旦知道了他的姓名，就一辈子都忘

不掉，所以不如不知道。不去查问他是

谁，又有什么损失呢？”时人听说这件

事后都十分佩服吕蒙正的度量。司马光

在《涑水记闻》中也记述了此事，对吕蒙

正赞叹不已。

吕蒙正待人宽厚，但对自己的儿子

却要求十分严格。按照惯例，宰相之子

初入仕途即可以授予水部员外郎这样高

的官职，但是吕蒙正却坚决拒绝。他向

宋太宗奏请说，天下还有许多有才能却

终生不能被录用的人，而自己的儿子刚

长大就获此荣宠，恐怕会遭到上天的谴

责，因此恳请朝廷仅以他刚出仕时担任

的九品官职授予他的儿子。从此之后，

宋朝宰相之子初任官职仅授以九品京

官，这也成为了一种制度。

吕蒙正遇事敢于直言，每次议论

时政，面对不妥当的事情，必定坚称不

可。有一次，宋太宗设宴观灯，眼见繁

华一片，便对着吕蒙正自夸了一番。吕

蒙正肃然离席说 ：“京城内因皇上在此，

士庶百姓聚居于此，所以才显得如此繁

盛，但在离京城数里的郊外，饥寒交迫

而死者甚众，并非都如眼前这般繁华。

希望皇上能够由近而及远，那就是天下

苍生的幸事了。”宋太宗听了这席话，脸

色大变，吕蒙正却从容落座，在座文武

百官都惊得默然无语。

后来，宋太宗打算派使臣出使朔

方，让中书省推荐人选。吕蒙正推荐了

一个人，但宋太宗没有允准。过了几天，

宋太宗三次问到此事，吕蒙正三次推荐

的还是那个人。宋太宗问道 ：“你怎么

这么固执？”吕蒙正回答说：“这个人可

以担当此任，其他人都不及他，

我不愿献媚于皇上而耽误了国

家大事。”群臣听闻皆悚然。宋

太宗退朝后对左右随从说：“吕

蒙正气量大，我不如他。”最终

允准了吕蒙正所荐人选，结果

证明此人很称职。

从寒窑书生到一品宰相，

吕蒙正的许多故事在民间广为

流传，他的清廉智慧也为时人

和后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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