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吴 身上学什么王典

3
QINZHOUXINWEN

星期六 2015 年 1 月 24 日廉 政 文 化
本版责编：石波 校对：刘晶邮箱：qzxw2002@163.com

大清康熙朝，中国社会进入第三个“黄金年代”。创造
这一伟大盛世，离不开一批能臣干吏，山西人于成龙、吴王典、
陈廷敬等就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政治人物。后世称为“一
代良相”的吴王典，更是康熙政治集团中群臣的楷模。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御赐吴王典《千字
文》一卷并题跋：“朕临米芾书千文数卷，此卷赐大学士吴
王典 ，吴王典 为人宽厚和平，持己清洁。先任封疆，文武军民
受其实惠者，至今颂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
朕甚重之，故书其后，以纪其大臣之体。”

这段简短的评语告诉世人，吴王典 为人宽厚笃诚，清廉
自守；为官正直无私，体国恤民。

（一）
吴王典(1637—1705)，字伯美，号铜川，谥文端，山西沁

州徐村人。吴王典 自幼聪明好学，10 岁能诗，15 岁应童子
试，18 岁中举，23 岁 （顺治十六年） 中进士。康熙六年
(1667)，到“七省通衢”的河南汝宁府确山任知县。据清雍
正《河南通志》记载：吴王典“任确山令，性明快，兴利除害，
惟恐不及，清赋役，申冤抑，招徕开垦，户口日益繁盛。”可
见他果敢明决，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康熙十二年吴三桂
反，清大军进剿云南，使者往来如织，车马粮饷，吴王典 都能
及时筹措，既不影响军需，又不增加百姓负担。战事之初，
各种谣言纷至沓来，有人劝吴王典 把家属送回故乡，吴王典
说：“逆贼必不能久，然人情易动，县令遣妻子归，民能安
堵乎？”并且将柴草堆于楼下，告诫家人说：“如有什么不
测，就只有一死了！”在这个生死难卜的危难时刻，一个小
小的县令，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见识与超人的胆略。

因确山政绩卓著，于康熙十三年，吴王典 被越级晋升为
吏部稽勋司主事，月余又升任验封司员外郎。十四年十
月，调任文选司员外郎，次年，升任验封司郎中。十六年，
先调吏部任考功司郎中，又迁文选司郎中。在吏部供职 3
年，“厘胥弊，禁竿牍，塞私窦，绝诡遇”，使吏治之时弊得
以纠正，被吏部尚书魏象枢称为“本朝选君第一”。

康熙十七年后，吴王典 连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
通政使司右参议、通政司右通政、太仆寺卿(从三品衔，正
职)、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三品衔)等职。期间，吴王典 多次上
章言事，每逢朝廷议事，都能“直抒已见，不激不随”。曾上
《请复巡抚道员管兵疏》，建议以“三藩作乱为戒，分散将
军兵权，给地方长官以兵权”，还建议地方官吏改变官场
作风，走出衙门，深入民间，了解下情。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湖北发生一场兵变。平定
三藩时扩充的三千兵员，因裁撤不当，激起事变，哗变之
兵推夏逢龙为兵马大元帅，扯旗造反，聚众万人，乘二十
艘巨舰顺流而下，占领武昌周边地区，朝廷迅速组织大军
平定了叛乱，然而，祸不单行，兵燹之余又遭荒旱，赤地千
里，禾稻枯焦，各地告赈纷纷。时任兵部寺郎见都察院右
副都御使的吴王典 ，奉旨任湖北巡抚。一方面处理兵变的善
后事宜，一方面设法赈济灾民，安抚百姓。吴王典 到任后，天
灾人祸数年的湖北，恰逢久旱降雨，人们把这及时雨称作

“吴公雨”。接着，出台了一些列的政令措施，如《严禁花爆
示》《严禁滥差示》《饬禁酷刑示》《申饬培养学校示》《严禁
结党私斗示》等等，从老百姓生活小事入手，从改变地方
陋习开始，从劝诫培养上发力，湖北民风士气为之一变。
吴王典 下力气整治各级官吏衙门作风，严禁滥差和酷刑，下
力气惩办地方豪强，给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连续
几年，湖北风调雨顺，庄禾大稔，老百姓安居乐业。此时，
陕西发生大旱，饥民涌入湖北，吴王典号召各级官员捐俸救
灾，自己首先带头捐俸，共积粮 8500 石，全部救济灾民。康
熙三十三年五月，因吴王典守孝在籍，湖广总督出缺，吴王典以
封疆大吏身份再度赴楚，“楚人若再见生身父母”。康熙三
十五年九月，吴王典 升补为都察院左都御使，消息传出，总
督衙门“跻堂称觞，攀辕卧辙，争立碑、画像，以纪去后之
思。”吴王典 走的时候，湖广百姓沿江相送，以至“泣下吞
声”。加上任巡抚时的二年又八个月，吴王典 在两次湖广的
时间共四年又六个月，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爱戴，这在清朝
历史上的整个官僚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二）
都察院是朝廷的最高监察机关，对属员要求有很高

的素养和操守，从湖广总督升任为左都御使，成为朝廷监
察部门的最高长官，官阶为从一品。吴王典 到任后，首先从
整顿工作作风入手，教育都察院所有的属员说：“司风纪
者，当养人廉耻，不专以弹击为能，今吾谬掌台端，任大责
重，要在正己率属，岂可见事风生，以亵宪体乎？”

吴王典 认为都察院的职责首要在于要让所有的官员都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该做的，从而最大可能地
减少他们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一味的挥舞着弹劾之利剑，
耀武张扬，见事生风，那实际上是对都察院自身职责的一
种亵渎。吴王典 以他的清风正气统率着都察院衙门，从容坐
镇 9 个月，一时“台省肃然”。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走之
前，将这一年主持会试的大任交给熊赐福、张英、吴王典、吴
雯等 4 位大臣。吴王典 在《丁丑会试录序》中写到：臣吴王典乃
山西的一介寒儒，蒙皇上幸遇，登第拔仕，先在中州任县
令，后晋铨曹，再升卿贰，又出任抚督，入总宪台，已经是
皇上殊恩，超逾格外，这次再蒙皇上授予为国家选拔人才
的重任，拜命之下，感到更加惶慌，唯恐自己愚昧疏略，衡
鉴不当，有负皇恩，所以幽独盟心，图仰报于万一。

吴王典在这篇序文中借明代哲学家薛王宣 的话道出了自己
做官的信条：“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
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吴王典正是以此
七条作为自己做官的座右铭，并毕生忠实地予以实践。

七月，吴王典 被钦点为殿试读卷官。九月，吴王典 再次被
任命为武会试的总裁，参加考试的武举共 1324 人，取武进
士 100 名，南北各半。九月进行殿试，仍然是吴王典 充任读
卷官，由此可见，在康熙皇帝的眼里，吴王典 已经成为重臣

中的重臣。
在大败噶尔丹班师回朝的路上，康熙皇帝在马上当

着随行大臣的面表扬吴王典 是好官。回銮之后，即刻召见
吴王典，再次称赞他：“做官无论是其属官，非其属官，及所
参革之人，皆服他是清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就在康
熙皇帝召见吴王典 之后的第六天，吴王典 突然接到新的任命，
调他担任刑部尚书。

刑部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操有生杀大权，凡死刑
犯人，都要经刑部核准，方可执行，其职责比都察院又显
得重了一些。吴王典 从做确山县令开始，就非常重视刑事案
件的公平与公正，重证据，轻刑罚，一生中拨乱反正，平反
和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在做了刑部尚书之后，更加稳妥
和谨慎，他说：“做官不能不用刑，然须一眼看定，察其轻
重，不可使皂隶操生杀之权。”这一眼看定的功夫，既要有
敏锐的洞察力，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当然，“人非圣贤，
岂能一民不冤，奸宄无漏乎？但谨慎详审，勿恃才，勿任
意，庶己无愧于心耳。”

（三）
康熙三十七年（1698），吴王典 62 岁，七月初一，皇上命

吴王典 补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正式拜相入阁，进
入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

《清史列传》说，“居政府，室无妾媵，口不言清。每语任
外吏者曰：‘地无远迩，俗有淳饶，然爱财惜命，民情则一，
能体此念，自为良吏矣’”。吴王典把“爱财惜命”作为施政的
基本原则。通俗点讲，就是只要保护好人民的财富，让人民
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每个官员都应当有这样的认识。

在吴王典 七年的执政期间，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做到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必要时可以面折廷争，充分表达自己
的见解，他作风正派，敢作敢为，他推荐过许多人才，但却
不滥举，他有许多朋友，但从不妄交。他做官主要的特点
是“廉”“能”二字，即绝对是清廉的，又绝对是能干的，是
办事干练的政治家，因而受到玄烨的深信不疑。他在政治
上又非常熟悉朝章国故，驾轻就熟，凡“中外章奏，见辄洞
然，旧典虽久而不忘，偕办内阁者咸赖之。”

吴王典 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处处留心，中
外奏章，一经洞悉，历久不忘，只要皇上问起，他根本用不
着去查任何典籍资料，随问随答，知无不言，成了康熙皇
帝的活字典。

吴王典 平生很注重人才，当了大学士之后，更是如此。
有一次，兵部引见了一名大臣金国正来见康熙皇帝，康熙
问大学士伊桑阿：“金国正如何？”伊桑阿一时摸不清皇上
的意图，不敢贸然作答，只好敷衍道：“金国正的为人吴王典
知道。”康熙又问吴王典，吴王典 说：“金国正为人壮健，才技犹
长，从前征噶尔丹时，愿意自出家财，承大军征进效力，臣
曾启奏过。”皇上说：“你说好，定然是居官好。”转而又以
叽讽的口吻对伊桑阿道：“此老未易可及。”伊桑阿红着脸
说：“皇上睿鉴极明，吴王典 办事甚优，存心亦善”。

有句古语说：“要知宰相能否，但视天下安危”。也就
是说，宰相的贤能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安危。吴王典 虽
为太平宰相，但在他任职的七年里，不骄不躁，恪尽职守，
始终如一，保持和发展了国家的强盛，也保持了他人生形
象的整体完美。

康熙三十九年（1700），吴王典 64 岁，这一年，吴王典 忽患
中风之症，半身麻木，右臂活动也受到影响，虽然如此，康
熙皇帝仍然派他再次主持会试，吴王典 带病工作，夜以继
日，经过 24 个昼夜，取士三百。忙完了会试，内阁一大堆
工作还等着他去处理。六月二十五日，吴王典 正在埋头公
务，忽有下人送进一封家中的急信，吴王典 等忙完手中的
事，拆开一看，才知道与他濡沫相伴的宋氏夫人已在此前
的一个时辰离他而去了。

据乾隆《沁州志·吴时谏传》记载，宋氏夫人是病殁于
北京的，而且进入六月以来，病情加重，“忧愁癯瘠”，但吴
王典 并没有因此而请假，甚至在夫人临终之时连最后的一
面都没有见上。康熙皇帝闻之非常感动，御书“风度端凝”
4 字，做成龙绫匾额送与吴王典 ，以表示他对吴王典 的体恤和
器重。

宋氏夫人自 14 岁嫁到吴家，与吴王典 相濡以沫 46 年，
俩人感情弥深。为此，吴王典 在哀伤之余，写下了《皇清诰封

夫人先室宋夫人行述》：“夫人生十四岁而归于余家，迨事
先祖父母、父母，恪尽孝道。子女五人同出慈育成立，旁无
媵助。相余四十有六年……”。这就是当朝宰相的夫人，俨
然一位农家小户的糟糠之妻，一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
家庭主妇，一位中国封建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

宋氏夫人逝世以后，吴王典 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康熙
四十一年（1702），吴王典 已经 66 岁高龄，自觉体力不支，有
意向皇帝提出退休申请，但同为大学士的伊桑阿和马齐，
都认为恩眷超常，此时提出退休皇上肯定不会批准。果
然，康熙皇帝听到吴王典 有退休的想法，说：“吴王典 为人诚
实，岂能听他去。”

诚实，是吴王典 最优秀的品德，他既不是唯唯喏喏，
“多磕头，少说话”的庸俗之辈，也不是当面顶撞，置生死
于不顾的骨梗之臣，他对康熙皇帝忠心耿耿，但又能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康熙南巡
时，曾与河道总督张鹏翮有一段谈话，康熙当时评价了
张鹏翮和吴王典 两个人，康熙说：张和吴都讲理学，都躬
行实践，都有守有才，但张缺乏吴王典 那份“宽厚和平”的
风度。康熙皇帝对吴王典 不仅器重有加，而且也关爱有
加。四十一年四月初六，康熙赐给吴王典 御书“思诚堂”匾
额，五月二十五日，又赐临米芾御书七律诗一幅，以后又
多次赐吴王典 物品，其中有一副对联也是讲诚的：“约失
之鲜矣，诚乐莫大焉。”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赐
御书《千字文》一卷，并有背后题写跋语：“朕临米芾书
千文数卷，此卷赐大学士吴王典，吴王典 为人宽厚和平，持己
清洁。先任封疆，文武军民受其实惠者，至今颂之。朝中
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书其后，以纪其
大臣之体。”

这是康熙皇帝对吴王典 比较全面的评价，也是真实准
确的评价。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学士伊桑阿退休，吴王典 成为
首席大学士。同年四月，陈廷敬以吏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
士。陈廷敬是山西阳城人，与吴王典 的家乡沁州相距不过百
里有余，俩人同在朝中为官多年，彼此相交甚厚。顺治十
五年，俩人曾一同赴京参加会试，吴王典 因病未能入场，
陈廷敬就是这一年考中进士的，算起来比吴王典 要早一
年。但吴王典 进入内阁比陈廷敬要早出五年。陈廷敬因为
编纂《康熙字典》，所以知道他的人比知道吴王典 的人要多
一些。其实，吴王典 也曾受命充任《三朝国史政治典训》、《亲
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的总裁，也曾负责
监修《明史》。

（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吴王典 已经 68 岁，身体已是很

衰老，但仍坚持早朝，每日到内阁上班，因为他是首席大
学士，是宰相中的班长，很多事情都要等他定夺。这一年，
内阁的大学士有吴王典、马齐、席哈纳、张玉书、陈廷敬，从
种种资料分析，他们这一届的内阁班子还是很团结的。其
实，此时吴王典 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但为了报皇上
的知遇之恩，只要一日能动，就要办一日的事，真有点“小
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

二月初九，康熙再次南巡，吴王典与席哈那署理朝中之
事。在皇上出巡的这些日子里，吴王典更是谨慎小心，尽职
尽守。由于过于劳累，二月中旬，喉间有痰结为梗，饮食顿
减。三月，病情加重，仍一边服药，一边上朝。四月二十四
日，一大早起来，就感觉头晕眼花，浑身乏力，勉强吃了一
点东西，硬撑着前去上朝，快吃午饭的时候，忽然痰喘不
止，几次摔倒在地，最后由两名家仆架着把他扶到了两人
小轿上，匆匆抬回家来，从此一病不起。闰四月十一日半
夜时分，伏枕口授遗疏大意，所说的全是国家大事，竟没
有一字提到自己的私事。然后，溘然长逝。

康熙皇帝南巡刚刚回京，就听到了吴王典 逝世的消
息，十分震惊，派内臣置祭，命礼部按宰相规格颁赐祭葬，
谥文端。满朝公卿大夫都来吊唁，想起吴王典 往日的好处
来，禁不住痛哭失声。”翰林院所撰写的祭文，康熙皇帝看
后也不满意，认为没有写出吴王典 的风格来，“大学士吴王典
好处甚多”，责令重写。改写后的祭文保存在《沁州志》卷
十《谕祭大学士谥文端吴王典 文》，文中说：吴王典“正身率
属，总宪纲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谳鞠持平。……慎以居

躬，每赞襄乎国是；清能容物，更仪表乎官常……”并御赐
墓碑，碑文曰：“吴王典 赋性宽和，持躬敬慎。由开府而晋总
制，荆湖宣保障之劳；陟宪长而掌秋曹，法纪著公平之誉。
……翼翼小心，益笃荩诚之悃；休休大度，尽消偏党之
私。”在吴王典 归葬后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又批准沁州建吴
王典 专祠两所，一在沁州城文兴街，一在家乡徐村月岭；湖
广建吴王典 祠堂一所。雍正皇帝于十一年（1733）颁谕祭文，
命沁州知州每年春秋两季率属致祭，并将吴王典 入全国各
地贤良大臣祠，永享崇祀。

（五）
吴王典 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在清初康乾盛世的发展

历程中，他把他自己完整而又无私地融入了缔造这个盛
世的洪流之中。在康熙皇帝的眼里，他是循臣良吏，他不
仅有守有才，宽厚平和，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能做得有
声有色，始终如一。而最大的优点是，他无限忠于国家，从
不拉帮结派，即使是他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地，
也从不动用权力任用私人；在士大夫的眼里，他是正人君
子，他崇尚理学，以诚信为本，言行一致。他曾先后七次主
持乡试、会试，所拔皆贤良；在百姓的眼里，他是清官好
官，他体恤下情，关心民疾，不扰民间一物，不短行户一
直，他的亲朋子侄，没有一个人因他的关系而飞黄腾达和
富甲乡里。他的儿子吴时谦，康熙甲戌科进士，终身未仕。
他的亲侄子吴时宽，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通过会试，但
在殿试时，由于紧张过度，卷子上有一处字迹越过了规定
线，被取消了进士的资格，而此时的吴王典 为内阁首席大学
士，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但他却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
为侄子开脱。算上吴王典 在内，吴氏一门在清朝曾中过 5 位
进士，只有他的曾孙吴嘉炎做过知州和玄孙吴沆做过知
县。吴王典 平生非常重视教育，每到一任，都有兴学之举，在
他的家乡沁州，凡读书之人，或遇孤苦贫乏者，必资以书
籍、纸笔、饮食、衣服，让其专心攻学，学有成就者，不下数
十辈。所以，吴王典 虽然没有给他的子孙和乡党留下豪门贵
宅和万贯家财，但却留下了一个廉洁奉公的遗风。

吴王典 是能臣，更是廉吏。离开确山时，百姓留恋，他
“单骑而去”；抚湖北时母亲病逝，僚属馈赠财物，吴王典 全
部谢绝，守制期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人造访，面对各种
各样的馈赠，以一句“非吾母志也”谢绝。吴王典 为宦一生，
恪守勤谨为民的为官之道，为人淡泊无华，简约朴素，终
身不纳妾，和夫人宋氏白首终生，育四子一女，没有一人
入仕为官。身为朝廷重臣，家中仍是五间茅草房，“陋巷蓬
门，隐约寒素”，父兄布衣敝履。吴王典 逝世后，其子孙将老
屋略加修膳，改造成供村民子弟读书的书院，世戏称“南
阳草庐”。

1947 年，当地反奸清算工作组开挖他的墓穴，墓中没
有任何珠宝玉器陪葬，只有十多付锡制的供器。棺木内，
是用数十尺白绫裹着的淡薄的躯体，身穿龙褂朝服，盖着
绣花锦缎被子，旁边放着十多件丝织夹单衣，枕边一副老
花镜，镜框上缠着布条，挂耳竟然是两条普通的棉线。

清可容物吴阁老

吴王典 ，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位重
要人物，在清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贵为首席大学士，曾
是中央内阁一把手，是一代圣君康熙皇
帝的信臣，也是著名的能臣、廉吏。他和
他的政治集团成员，共同开创了“康乾盛
世”，他的政声、操 守、德 业让后 世无限
景仰。再度阅读《吴王典文集》等史料，笔者
觉得，至今，吴王典 身上的优良品质仍然值
得我们学习，那么，吴王典 具有哪些优秀品
质呢？

一是忠勤。康熙作为一代明君，为什
么选择了吴王典 ？和吴王典 同为内阁大臣
的张英说“公之仕宦可约举者三，试之以
吏，任之以官，倚之以弼亮是已。”吴王典 从
七品县令到首辅大臣，每一步都是脚踏实
地走过来的，他的作为被皇帝和臣民们看
在眼里，所以可以“倚重”，可以“掌帮宪、
秉国钧”。大家看到吴王典 身上什么优点？
就是忠勤，就是时时处处为国计民生计，
无论宰中州、抚荆楚，还是历铨衡、总风
宪，在什么岗位都能竭精尽瘁，“不能释
愧负于须臾”，唯恐办不好事而有负皇
恩、愧对老百姓。直到晚年中风后，仍然

“一日行走的，自当勉强办一日事。”最
终，倒在了岗位上，诚然“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二是敏事。吴王典 出生低微，童年经受
离乱之苦，中进士后到江南等地游历数

年，洞察当时的社会矛盾，对老百姓内心
的期许十分了解，当官后很容易找到解决
问题的切入点。在确山，一手抓垦荒，一手
抓剿匪，都是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秩序的
要害，所以“卓异”。在吏部、都察院任职，
主要抓纠偏，平反冤假错案，抓住了士民
关心的急需恢复社会秩序的大事。掌管全
国检察和狱讼大权，注重加强各级官吏
的作风 建设，强 调“养人 廉耻”，严禁 滥
用刑罚，反对诬告，制定一些列宽大的政
策，为朝廷赢得了民心。特别是，自始至
终注意发展教育，选用人才，走到哪就把
学校办到那，河南确山、湖北武汉和家乡
沁州今天还留有他兴文教的痕迹。

三是平和。康熙对身边几个大臣都
有精到的评价，比如，玉书“小心”，张英

“ 忠 纯 ”，廷 敬“ 清 勤 ”，温 达“ 孝 ”，永 藻
“廉”……吴王典 的评语是“宽厚”，曾赐匾
“风度端凝”，在康熙眼里他是个最值得信
赖的长者。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
霁月，吴王典 便始终保持这种风范，令人肃
然起敬。康熙开头说他“直憨能事”，继而
说他“有才有守”，后来又说他“宽厚和
平”，这也可以看到吴王典 自身修养的不断
提升过程。

和是内敛的文化气质，吴王典 的内心
是宁静的，无私的，坦荡的，所以他“口不
言清”，泰然若素。但是，吴王典并不是唯唯
诺诺，多磕头，少说话的庸官，吴王典既不会

轻易掼乌沙，也不轻易去逢迎迁就，他是
作风正派，能说就说，敢作敢为，“面折廷
争，必得其正”。他推荐过许多人，但不
滥举，他交往许多人，但从不妄交。他的
身上始终充满凌然正气，朝廷也恰当的
适时地声张了这种正气，集聚了不断上
升的正能量。

四是爱民。如果说，吴王典 一生在给朝
廷办事，不假。但也不能否认他对人民生
产生活改善所做的努力。在基层政府工
作，始终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把老百
姓丰衣足食当做第一要务。在确山是，在
湖北也是，他坚决不做劳民丧财的事。到
了内阁，他经常教导各级官吏“爱财惜
命”，他把这四个字当做政府工作和官员
行为的基本准则。他说，只要从内心能体
察这四个字的含义，就可能成为一个好
官，否则就不称职。吴王典 对破坏生产生活
秩序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亲自出马搜捕豪
强恶霸，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惩处。但从犯
不究，理解他们谋生不得铤而走险的无
奈，给他们划拨土地，指给他们正确的生
活道路，并一再加强教育，破除陋习，构建
良好的民俗民风。所以，老百姓感恩，每离
开一地，千里相送，泣下成声。

五是自律。吴王典不是官当大了才清
廉，而是一生中始终把操守视为自己的生
命。当吴三桂反兵逼近，别人劝他把家小
送回老家去，他坚决不干，而是在自己的

官衙周围堆积起柴草，准备在紧急时保全
名节。体现出一个守土有责的官员崇高的
责任感，他不是不爱家人，但他必须做出
表率。不仅在干事创业上时时带头，在自
警自律上也时时带头，为宦一生，位极人
臣，他没有给自己的亲属谋过一丝私利，
自己的儿子中了进士，不让他做官；自己
的侄子参加殿试，因卷面不整齐没有被录
取，他身为宰辅，不予说情。在调动离任和
母亲病故时，同僚和乡亲送他一点礼物，
他婉言谢绝，单骑而去。为官后，因父母去
世，在家丁忧八年，闭门谢客，不接待任何
人，也不干预当地任何事务。为官一生，不
置产不置地，家中蓬门陋巷，身上布衣敝
履，他的兄弟、子女个个读书种地为业，而
他多次捐俸救济灾民，多次捐款修建学
宫、道路、桥梁。《清史列传》说：“居政府，
室无妾媵，口不言清……”吴王典一生不纳
妾，和宋氏夫人白头到老，在封建官僚中
难得一见。

吴王典“宽厚和平，持己清洁”的水晶
般品格，不仅在当时，被康熙皇帝作为最
倚重的大臣，视作群臣的榜样，“吏服民
坏”，就是在今天，吴王典 言行一致、德才兼
备 、 休 休 大
度、襟怀 坦荡

的 精 神 品 质
仍 然 是 我 们
所追求的。

编者按：今天，全党上下正在开展反腐倡廉、整肃吏
治的工作，根据县委学习讨论落实活动的安排，县委宣传
部、县纪委牵头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古代先贤、近现代
及当代优秀人物中，精心选树出一批廉洁从政、一心为民
的先进典型，以我们身边的熟悉的廉政故事为教材，让广
大党员干部接受教育，学习榜样，加强党性修养，争做廉
洁从政模范。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刊出。望广大读者积极
参与讨论，欢迎您将您的读后感、学习心得寄于本报，将
择优刊登。栏目邮箱：qzxw2002@163.com

小 洲

吴王典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