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面御史 刚正清廉

关于北宋的著名

﹃
清官

﹄
，民

间最为熟悉的当数包拯

。这得益

于大量书籍

、戏曲的描写以及影

视作品的呈现

。﹃包青天

﹄
之名可

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实际上

，

历史上许多与包拯相关的故事和传说

，有不少是后世结合了赵抃

的事迹融合编写而成

。可以说

，

包青天的原型

，一半是

﹃
黑脸

﹄
的

包公

，另一半则是

﹃
铁面

﹄
的赵抃

。

﹃
四十年间利禄身

，平生疏拙

任天真

。惭无治迹留青社

，喜奉

恩华觐紫宸

。去国早逢关右雪

，

下车还入剑南春

。为怜锦里风光

好

，不倦从来作主人

。﹄在赵抃的

《至成都有作二首

》一诗当中

，无

论是

﹃
平生疏拙任天真

﹄
还是

﹃
下

车还入剑南春

﹄
都脍炙人口

，传唱

至今

。从诗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诗人豁达的情感

、爱民的情怀

，也

能感受到他对成都浓浓的情谊

。

赵抃的名气虽然不如包拯

，

但对于四川来说

，却有着独特而

深远的影响

。他曾四次入蜀

、五

任蜀职

，累计治蜀十余年

，其中三

次在成都

。成都之所以能够成为

宋朝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离不

开赵抃的治蜀之功

。赵抃的严于

律己

、宽以待人

、清廉自守

，不仅

留下了

﹃
匹马入蜀

，一琴一鹤自

随
﹄
的传说

，也让他成为

﹃
蜀人欢

服
﹄
的
﹃
赵青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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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曾四次入蜀，第一次是
在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冬，
当时 42 岁的他被任命为蜀州江
原县令。接到任命后，赵抃便乘
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经三峡入
蜀。到了江原后，他大力兴学重
教，经常前往县学鼓励诸生矢志
向学，并写下《劝学示江原诸生》。

崇州的罨画池是今天成都
的文化盛景之一，自古以来就为
文人墨客所喜爱。罨画池最为
珍贵的所在，当数屹立池畔的

“罨化池碑”。在碑的背面，镌刻
了赵抃于北宋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写就的《蜀倅杨瑜邀游
罨画池》——“占胜芳菲地，标名
罨画池。水光菱在鉴，岸色锦舒
帷。风碎花千动，烟团柳四垂。
巧才吟不尽，精笔写徒为。照影
摇歌榭，分香上酒厄。主人邀客
赏，和气与春期。”正是这首诗

作，明确提到“罨画池”三字，证
实罨画池水域，早已经存在。

赵抃的诗歌描写了在一个
春暖花开时节游历罨画池，耳濡
目染之下，伴随满园春光而心情
愉悦，因此诗几乎没有引用复杂
典故，反而是直抒胸臆，触景抒
情。“风碎花千动，烟团柳四垂”
是全诗的妙句，水面蒸腾而起的
水雾与低空的柳枝，相互拥抱，
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雾中柳”奇
观。赵抃在感叹自己无力描绘
如此美景之余，由视觉描写转换
到了味觉描写，“照影摇歌榭，分
香上酒厄”，满园花香已经悄然
潜入了酒中，所以举起酒杯，犹
如举起罨画池的香，恨不得一饮
而尽⋯⋯整首诗以几个特写场
景渐次组合，由近及远，人与景
色合一，一气呵成，展示了赵抃
少有的愉悦情怀。

《山堂肆考》卷三《地理》载：
“清白江，在成都新繁县。北宋赵
抃过此，曰：‘吾志如此江清白，虽
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因
名。”《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二亦
称：“清白江，新繁治北一十里。宋
赵抃过此，尝曰：‘吾志如此江清
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

与赵抃产生了交集的这条清
白江，实际上是湔江的一段，后人
为了纪念赵抃，就把这段水域称
为“清白江”，如今四川省境内此

江尚存，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即因
此江而得名，只是时光更替，以讹
传讹，将“清白江”误作“青白江”。

赵抃死后被谥为“清献”——
“洁己自爱曰清，洁己奉法曰清；
博闻多能曰献，惠而内德曰献。”
从清献这个谥号可以看出，赵抃
的一生不仅清廉守德，也为国为
民作出突出贡献。有意思的是，
赵 抃 的“ 清 ”与 成 都 清 白 江 的

“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冥冥中
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江边咏志 清白为官

赵抃为官清廉，具代表性的
故事，就是他“一琴一鹤入西蜀”
的事迹。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十记载：“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
唯携一琴一鹤一龟，坐则看龟鼓
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
旅。逆旅主人不知其使者也，或
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顾。”

赵 抃 身 居 高 位 ，却 以 身 作

则，廉洁自律，一琴一鹤赴任西
蜀的事传遍天下。连宋神宗也
有 所 耳 闻 。《宋 史·赵 抃 书》记
载：“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
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
乎 ！”比 赵 抃 小 了 近 30 岁 的 苏
轼，也对这位前辈赞不绝口，写
诗赞颂：“清献先生无一钱，故
应琴鹤是传家”。

一琴一鹤 独骑赴任

占胜芳菲地 标名罨画池

在《宋史》中，包拯与赵抃同
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著
史习惯将同时代、同品阶、同官
声的人物纳入一传。赵抃与包
拯的相同点，不仅在于他们同样
清廉自守、嫉恶如仇、明辨是非，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赵抃与包拯
是名副其实的“同事”。

赵抃出生在衢州西安（今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年少时
丧父，由长兄赵振抚养长大。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赵
抃考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担
任推官、知县等职务，因为政绩
出色，被提拔到了北宋的都城
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担任御
史，也正是因为此，赵抃与包拯
成了同事。

当时赵抃为殿中侍御史，
职司宫禁之狱，而包拯任御史
丞，职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
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
赵抃负责当时京城官员违法乱

纪案件，而包拯则负责地方官
员违法乱纪的案件。两人一内
一外配合默契，因为在工作中
不畏权贵、政绩斐然，因此赵抃
得了个“赵铁面”的美誉，而包
拯则被称为“包青天”。《宋史》
记载：“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
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赵
抃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

“铁面御史”之令誉载入《二十
四史》的官员。

赵抃为官 40 余年，担任京
官的时间却并不长，只有差不多
6 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弹劾过
宰相陈执中、参知政事刘沆、三
司使王拱辰、枢密使王德用、枢
密副使陈升之、翰林学士李淑等
一干朝中重臣。正因为赵抃的
刚正清廉得罪了太多的人，以至
于有 30 多年的时间里，赵抃都
在地方任职，不过也正因为此，
赵抃得以多次入蜀，让四川拥有
了一位名传千古的好官。

记者：赵抃第一次入蜀是在什么时
候？

蒋蓝：《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字
阅道，衢州西安人。进士及第，为武安
军节度推官⋯⋯知崇安、海陵、江原三
县，通判泗州⋯⋯”照此推算，赵抃考中
进士为官后，历三任才来到江源县，没
有言及“知江源”的具体时间。苏东坡
的《清献赵公神道碑》云：“中景祐元年

（1034）进士乙科，为武安军节度推官
⋯⋯阅岁举监潭之粮科，岁满改著作佐
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未几以
越国（按：赵抃之母徐氏封越国太夫人）
丧，庐于墓三年。终丧，起知泰州海陵，
复知蜀州江源。还通判泗州。”这一叙
述比《宋史》更为详细。

结合史料，崇州文史学者施权新
先生认为，若以中进士以后立即得官，
再在武安军节度阅岁，则已是景祐二
年或三年。潭州监粮科又岁满，则为
景祐三年或四年。宋朝制度，知县任
期一般是二到三年，以在建州崇安三
年计，其时应在宝元、庆历年间，即公
元 1040 年后了。到宜州不久（姑以一
年计算）就丁母忧守孝三年，服除知海
陵县再历三年，徙任蜀州时已是皇祐
初年（1049 年）的事了。

记者：赵抃“一琴一鹤”的琴是否有
讲究？

蒋蓝：北宋末年叶梦得的《石林诗
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赵清献以清德
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
各一，所向与之俱。”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赵抃一琴一鹤的琴，是“雷氏琴”。

成都的雷琴始于唐代，影响了中
国后续的制琴工艺和古琴文化。因为
现在能看到的古琴就源于唐代。唐代
的琴目前仅存十几张，全部诞生于成
都。成都雷氏家族尤其是雷威将制琴
工艺予以了改革。他在选材上，由以
往的桐木、梓木改成了发音效果更佳
的“峨嵋松”（一说是冷杉木）。制琴
师雷威选用木料的方式令人称奇：在
风雪交加之夜，一酒一人，立于树下，
听风过树叶之声，听大雪压枝丫发出
的嘎嘎欲裂之声，如此辨识良材。同
时，他改变琴眼大小，让琴声更为悦
耳；改进雷琴推广的模式，让蜀派雷
琴之声流传在广袤的大地。赵抃选取
雷琴为钟爱之物，足以看出他对蜀地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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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抃逸事

赵抃 （1008 年－1084

年），字阅道，号知非子，

北宋衢州（今浙江省衢

州市）西安人。宋仁宗

景祐年间进士，曾为蜀

州江原县令。赵抃当年

入蜀时，没有前呼后拥

的随从，单人独骑，仅携

一琴一鹤赴任。赵抃曾

任龙图阁直学士、资政

殿大学士，并以太子少

保致仕，卒谥“清献”，被

后世誉为“千古官守第

一、千古治行第一”。

一琴一鹤入西蜀

吾志如此江清白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继位，
赵抃被升任为右谏议大夫、参知
政事，这是他所任的最高官职。
被排挤出中央后，赵抃先后出知
杭州、青州等地。

熙宁五年（1072 年），成都
出现了戍卒不稳的情况，局势
再度动荡起来。已然年迈的赵
抃仍被宋神宗委以重任，二知
成都府。到任后，面对意图叛
乱的戍卒，赵抃以府尊的身份，
亲自开导戍卒头目：“吾与汝年
相若。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

抚一方。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
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
家计可也。”这些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的话，深得戍卒的信任，
最终“人喜转相告，莫敢为恶。
蜀郡晏然”。

元丰二年（1079 年），72 岁
的赵抃告老还乡，在他余生的
岁月里，与山水为伴。当回顾
一生的曲折与经历，赵抃感叹，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
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
柯村赵四郎（《题高斋》）。”元丰

七年（1084 年），77 岁的赵抃与
世长辞，宋神宗闻讯后为其辍
朝 一 日 ，追 赠 太 子 少 师 ，谥 号

“清献”。当年十二月，赵抃葬
于衢州西安莲花山。

赵抃一生为官，诚如清白
江奔流不息、澄莹清冽的汹涌
波涛。赵抃最高的官职做到了
参知政事，可谓是位高权重，但
他始终不置产业，不蓄养歌伎，
资助兄弟的女儿以及其他孤女
出嫁，至于施恩布德，救助贫穷
孤苦，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赵
抃坚持了他清白的操守，也将
一琴一鹤入蜀的传奇延续到了
生命的终点，成为今天清廉的
代名词。

再度入川 蜀郡晏然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赵抃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出
任成都府知府。成都作为宋代
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知府不仅
位高权重，而且责任重大，且宋
代官方对四川的治理一向非常
重视，宋英宗就曾说道：“蜀远在
西南，最要部也。朕常患吏不能
究宣德泽，以被于远民，故其择
守，非慈良俭重者不以命之。”

带着皇帝的殷殷期盼，赵抃
第三次入蜀，承担起了治蜀的重
任。相比之前的严格执法，他审
时度势，展现了“宽治”的一面。
当时成都城里有一群游手好闲
之人，依靠装神弄鬼来收敛财
物，二三百人在街巷里歌舞戏
耍，昼夜喧嚣数日。对于这种现
象，赵抃曾严厉处罚过，因此蜀
人听闻“前度赵郎今又来”，民众
无不以为参与其事的人必在劫
难逃，于是“蜀人大恐”。

赵抃在经过仔细侦查后，认
为其造成的危害不像以前那么
严重，这些人仅仅是搞些骗吃骗
喝的小把戏，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跟着凑热闹，属于行为过失，
算不得重大犯罪，最终只是严厉
处罚了首恶，而将其他跟随的人
全部释放。这一依据事实处理
案情的做法，既公允，又深得民
心。之后，朝廷要召赵抃回朝，
成都老百姓遮道挽留，据《全蜀
艺文志·赐赵抃父老借留奖谕诏
序》记载：“府之黎老士民，举千

百数伏使者车前曰：‘自公问俗
布政，阔略法禁，绪正纲目，坐格
醇茂，仁义道德，衍为教化。徭
赋均节，俗安生业，人人自爱以
重犯法，风雨时若，粒米狼戾。
民惕然惧朝廷之召迁而父母去
我矣，愿上书借公留’。”宋英宗
由衷地赞叹说：“赵抃为成都，中
和之政也。”

宋 仁 宗 嘉 祐 三 年（1058
年），赵抃被任命为梓州路转运
使（治所绵阳三台），次年又转任
益州路转运使（成都府路）。与
初次入蜀任职相比有所不同，此
时的赵抃已经因“铁面无私”闻
名天下，是弹劾过宰相的“硬核
狠人”，再度入蜀为官，赵抃已极
具声望。

宋代的四川，是全国最富
庶的区域之一，特别是成都，
商 业 高 度 发 达 ，不 仅 诞 生 了

“十二月市”的商品贸易模式，
同 时 还 诞 生 了 世 界 第 一 张 纸
币——交子。对于官员来说，
入蜀当官可谓是美差、肥差，
而 赵 抃 却 力 图 改 变 当 时 官 员
的奢靡风气。

到成都后，深入市井当中
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从民生最

底层了解治蜀的症结所在。相
传赵抃最喜欢在成都城里找一
个十字街口，坐在最热闹的茶
馆里，一边喝茶一边与众人聊
天，并将所听所见的不平之事
记录下来，留作后用。虽然是
难以查证的传说，但却成为了
此 后 市 井 百 姓 最 津 津 乐 道 的

“赵青天微服私访记”。
赵抃经过走访，发现了四川

存在“内臣入蜀”“送遗节酒”“鼓
铸大钱”三大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是他向宋仁宗接连上了《乞绝
川路州军送遗节酒》《乞降指挥
内臣入蜀只许住益州十日》等奏
章，将当地官场存在的问题一一
如实汇报。对于赵抃的上奏，朝
廷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当地官
员的行为大为收敛，老百姓的负
担也有所减轻。

专 家 说 赵 抃

蜀地为官 体察民情

主政成都 施以“宽治”

《铁面御史赵清献一琴一鹤匹马入川》刻画赵抃赴川上任途经剑门关翠云
廊的历史片段 钱磊 （四川省美协理事、成都市美协副主席） 绘

赵抃曾在蜀州江原（今崇州市）为官，罨画池内立有赵抃的碑刻

受访专家蒋蓝：著名作家、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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