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万历年间，四川迎来了一位好巡抚，他的名字叫作乔璧星（一作乔壁星）。乔璧星（1550年—1613

年），字文见，号聚所，河北临城县人。他为官30余年，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每在一地任职，都留下非常好的口

碑，民众称赞、朝廷嘉誉，被誉为“明代天下第一清官”。

乔璧星在四川担任巡抚期间，积极整顿当时官场的混乱，限制藩王的权力滥用，体恤百姓、关心民生、发

展经济，让四川人在积弊丛生的明朝后期反而迎来了一段安定的时光。当他离任后，后人撰写楹联“中牟追

汉循，武侯德并肩”，给予了这位蜀地任职的好官以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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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璧 星 有 一 个 雅 号 ——“ 乔
板”。乔与桥谐音，号桥板者，刚直
不阿也！这个雅号的由来，与乔璧
星不畏权贵、仗义执言有着密切的
关系。

万历十六年（1588年），顺天府乡
试，宰辅、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恒
考取了第一名，顿时舆论哗然，许多
人怀疑这次考试存在内幕，一时间争
议四起。就连朝中许多官员都有所
不满，却又惧于王锡爵的权势，不敢
公开发声，毕竟王锡爵是当朝位高权
重的宰辅，皇上倚重的股肱之臣。

王锡爵不知是因为心虚或是其
他原因，一边上书皇帝，为自己辩
解；一边压制舆论，打压官场和民间
对此次考试成绩不满之人。

乔璧星面对宰辅的权势，并没

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向
皇帝上奏折陈说不公。在他上奏折
前，有朋友同事曾劝说他，此事何必
较真，得罪了王锡爵没什么好处。
乔璧星却丝毫不畏，在上给皇帝的
奏折中，将此事一一道明，同时请皇
帝对王锡爵的不当言行进行训诫和
教育。

果然，乔璧星此举既得罪了王
锡爵，又惹来了皇上的不悦。皇上
回复乔璧星说，不关你事，何必多
言，“姑不究”。意思是你不该说这
件事，我暂时不追究你了。

虽然皇帝选择了“冷处理”，但
是乔璧星仗义执言的举动却在京城
引起轰动，“乔板”之名不胫而走，老
百姓对这位“天下第一清官”更加充
满期待与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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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璧星轶事

体恤民生

不携分文

《明宣宗行乐图》展现出明代皇室的生活场景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乔璧
星因政绩突出，被朝廷任命为四川巡
抚，成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

乔璧星甫一上任，即在衙门前挂出
一块牌子，公告各路官员，严禁接风洗
尘，请客送礼的旧习，如有行贿受贿贪
墨者，严惩不贷。史料记载：“甫下车，
例按晋时，裁革交际，语榜于戟门。”有
官员认为这是新官上任，总要说点面子
话，做做样子，做下属的哪能不拜见新
任上司呢？于是还真有官员提着礼品
私下去见乔璧星，没想到乔璧星硬是不
给面子，不仅将这个官员严厉地训斥了
一番，还将其撤职。一众官员见乔璧星
是动真格的，都不敢再请客送礼、行贿
受贿了。

明朝时，各地都封有许多藩王，这
些藩王仗着是皇亲，在封地是作威作
福、纵情享乐。许多地方官为了讨好这

些皇亲国戚，平日里都要到王府走动走
动，搞好关系，以利日后升迁。到乔璧
星任巡抚时，成都就藩的藩王是蜀王朱
宣圻。巡抚衙门中有僚属出于好心，对
乔璧星说，一般官员大人可以不理，但
蜀王府非同一般，照例还是应该到蜀王
府去走动走动，意思一下。乔璧星脸色
一沉说，我“语榜于戟门，难道是儿戏？
藩王交际一概谢绝”。

蜀王朱宣圻对乔璧星的做法很不
高兴，想给这个新来的巡抚一个“下马
威”，但又听闻这个乔璧星在京城被称
为“乔板”的故事后了解到其为人品性，
便没有做什么“小动作”，于是也导致了

“朱邸无敢以承筐见”。
先是整顿官场，再是限制藩王权

力，乔璧星新官上任三把火，给积弊已
久的四川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展
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景象。

巡抚四川

扫除积弊

豪华考究的明蜀僖王陵地宫，可见明代蜀王的权势与财富 余茂智 摄

乔璧星任四川巡抚多年，勤政为
民、关心民生，他大力兴修水利、筑路修
桥、整肃边境、建义仓赈灾济民、办义学
教贫苦孩子识字等，特别是减轻蜀地百
姓徭役，改民间采运木材为官方采运等
方面的德政，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从明朝建立开始，修建皇宫和陵
寝的工程几乎未停止过，所用木材皆
是从全国各地进贡而来。四川多山，
自古盛产名贵木材，如金丝楠木、紫檀
木、黄花梨、铁力木、乌木、黑檀木、樟
木、柏木等。因此四川每年都要向朝
廷“上贡”大量珍贵木材，供朝廷修建
皇宫和陵寝之用。

多年以来，这些珍贵的木材却成了
压在老百姓肩头一道沉重的负担。以
金丝楠木为例，一根成年楠木树长数
丈、重千斤，从四川运到京城，走陆路山
高路险，行水路又水急滩险，其艰难可
想而知。史载，运送木材的民夫往往

“十还一二”。乔璧星了解情况后，立刻
上书朝廷，请改民运为官运。即将以前
无偿征用的徭役改为官办，由官府出费
用雇请民工，以减轻百姓负担。

乔璧星担任四川巡抚期间，外出公

干一律轻车简从，能步行就不坐轿子，
能带干粮就不下馆子⋯⋯每年节约下
来的办公经费，连同乔璧星本人的俸银
都捐出用于修路、治河、办义学等方
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乃“蜀之所
有还于蜀，不以分文自取。”他为官清廉
的事迹得到了无数人的认同与尊重，
明朝万历年间的吏部大臣赵南星等人
在撰写《同乡议谥公揭》时这样写道：

“（乔璧星）三差俱不受谢，荐礼一切赎
锾，俱发济边，不以分文携回。”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乔璧星
卸任归乡，离开时所带物品除了衣物
和几箱书籍，别无他物。清康熙《临城
县志》载：“（万历）四十一年，谢事归，
囊无长物。”乔璧星回乡不久后就因病
去世，死后竟无钱安葬。《临城县志》上
记载，乔家是卖了城里的祖宅才将乔
璧星安葬。

乔璧星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品格
为万民称颂，蜀中百姓为其建生祠两
所，一在巡抚衙门左，一在武侯庙左。
后人撰楹联：“中牟追汉循，武侯德并
肩。”将乔璧星与诸葛武侯“并肩”称
颂”，给与了他极高的历史评价。

雅号“乔板”清廉治蜀
□何民/文

开箱亮家底

万 历 四 十 一 年
（1613 年），乔璧星卸任
归乡，此时他已年逾花
甲且重病在身。回到
乔家庄后，乔璧星已是
疲乏不堪，家人正准备
直 接 将 他 抬 回 家 中 。
轿到村口，乔璧星忽然
大喊，“落轿！”随后命
家人打开箱子，让等候
在村口的父老乡亲查
看。随行人员不解，为
何在村口落轿？乔璧
星说，家父有家训，但
凡回乡，必须在村口落
轿，打开行李箱子，让
乡亲们查看，没有多余
钱财，方可回家。

卸 任 后 的 乔 璧 星
回家不久后就因病去
世。曾作为一省巡抚、
绯服大员的重臣，去世
后竟然还要靠卖祖宅
才能安葬，清廉如此，
百姓闻之无不潸然泪
下 。 乔 璧 星 下 葬 时 ，
中牟县百姓数十人从
河南赶到乔家庄跪在
坟 前 恸 哭 ，感 恩 并 怀
念 他 的 爱 民 之 举 、清
廉之气。

乔板墓歌

据传在民国时期，
两个盗墓贼悄悄潜入
乔家庄乔家墓地，准备
盗 取 乔 璧 星 的 坟 墓 。
然而，乔璧星的墓非常
简陋，两贼掘开墓穴，
点亮油灯找寻半天也
没有发现珠宝金锭等
物，只发现一具枯骨，
一块石板。

两 贼 见 石 板 上 隐
隐约约有字，以为挖到
了文物，忙将石板抬出
墓穴，拂去石板上的泥
土，仔细一看，上面有
诗句四行：“我是明朝
一儒贤，手中无有半文
钱。墓中只有枯骨在，
手提衣裳掂倒掂。”这
就是在临城县至今仍
在传唱的“乔板墓歌”。

乔璧星家三代为官，他的祖父
乔直曾任江西吉安府龙泉县知县，
三年任期满卸任回乡，把老百姓叫
到庭前，打开箱子让大家检视，只有
几件衣服和书籍。乔璧星的父亲乔
辅世，品德高洁、乐善好施，一生吃
粗茶淡饭，穿粗布衣服，以勤俭清廉
家训传家，在自家墙壁上题词：“一
巾着五载，一袍穿十年。”乔家的家
风和祖父辈的为人处世，对乔璧星一
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历八年（1580 年），乔璧星考
中进士，授职河南中牟县知县。他
牢记乔家家训，要勤政廉洁，做个好
官。到了中牟县，乔璧星经常轻车
简从，深入乡村，实地了解百姓疾
苦。当地一些地主豪强勾结官府，
隐瞒田产，将应交的赋税摊派在百
姓头上，穷苦百姓苦不堪言。乔璧
星革除弊政，均徭役、减赋税，召回
流离失所的农民 2000 余家，在全县
清理隐田 450 余顷，开垦土地 300 余

顷，减免公粮 6000 余石。一系列大
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让中牟县社会
逐步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

在知县任上，乔璧星还大力建
设水利设施，修渠筑堤。中牟县有
条河叫贾鲁河，河上建有木桥一座，
桥北的人要到桥南去种收庄稼，桥
南的人要到桥北赶集购物，每年汛
期，河水泛滥，木桥就会被冲毁，给
两岸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乔
璧星上任时，正遇上木桥被冲毁。
他就计划在河上修一座坚固的石
桥。可是县衙府库中没有钱，怎么
办呢？乔璧星首先捐出自己的俸
银，又动员百姓捐资，终于在贾鲁河
上修起了一座石桥，解决了困扰贾
鲁河两岸百姓许久的不便。

乔璧星在中牟县任上政绩突出，
业绩考核连年中州（河南古称）第
一，被擢升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离
任时老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为他建
生祠13所，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家传清风

心系百姓

乔璧星离任时，都会展示自己的“家当”以示清廉 苏莹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