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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中进士后的首个官职是长沙知县。
初入官场的陈希亮便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
长沙县寺庙中有一个叫海印的僧人，因为和章献
皇后一家关系密切，时常进京出入后宫，颇得皇
上信任，被皇上敕封为国师。海印和尚仗着国师
的身份，与朝中权贵往来甚密，他虽不为官，却颇
有势力，乃长沙一霸，没人敢惹。陈希亮听闻海
印在长沙县欺男霸女，霸占百姓田产财物，无恶
不作，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即令县衙捕头立即将
其缉拿归案，但捕头告诉陈希亮，长沙几任地方
官都不敢招惹海印。陈希亮闻言大怒，令捕头立
刻抓捕海印，就地法办，并将海印所霸占的田产
财物归还。长沙百姓见陈希亮不惧权势，为民除
害，人人拍手称快，直呼他为“陈青天”。

后来，在任京东转运使期间，陈希亮又碰到
一个案件。潍州参军王康赴任路上经过陈希亮
所辖之地博平，遇到绰号为“截道虎”的恶霸拦
路抢劫，王康不从，“截道虎”和手下便对王康及
其女儿进行殴打，几乎致死。部分官员惧怕“截
道虎”的势力，不敢过问，甚至还有官员和“截道
虎”沆瀣一气，纵容其恶行。但陈希亮并不畏
惧，在掌握了“截道虎”的罪行证据后，立刻将其
缉拿归案，流放海岛，同时上书朝廷，弹劾纵容

“截道虎”恶行的相关官吏，让多名涉案之人受
到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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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在官场上以“白脸青
天”的形象著称，内心却有大爱，且
品德高尚，为人称道。苏轼在《陈
公弼传》中写道：“其人仁慈，故严
而不残。”

陈希亮幼时父母早亡，依靠哥
哥为生。其兄是个性情偏狭，心胸
狭窄的人。16 岁时，陈希亮决定
外出求学，其兄趁机霸占了家中田
产，只将乡邻们向陈家借款的 30
万账单给了他。陈希亮也不计较，
他把那些借债的乡邻都找来，当面
一把火将借据全部烧掉，然后背起
行囊就外出求学去了。后来，陈希
亮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此时他哥
哥年事已高，身体很差，两个侄儿
陈庸、陈渝尚未成人。陈希亮不计
前嫌，一边服侍兄长，一边教养侄
儿。后来，两个侄儿也高中进士。
陈氏一门三杰，轰动眉州，时人称
其为陈门“三俊”。

善办外交

陈希亮知凤翔时，有于阗国的
使者要到京城觐见，路过秦州时，秦
州的经略使以客之礼款待于阗使
者。可这于阗使者把客气当福气，
在泰州时骄横无理，不仅毁坏馆舍
中的家具器物，还放纵手下到街市
上窃掠食物，商户们无法，只得关门
歇业。陈希亮以前接待过契丹国使
者，判断大概是充当翻译的人员从
中挑唆，便派人持符节见于阗国使
者，并告诉翻译：“入吾境，有秋毫不
如法，吾且斩若。”当于阗使者离开
秦州来到凤翔时，慑于陈希亮的威
严，恭敬拜见，陈希亮则“命坐两廊
饮食之”，并派人礼送出境，其间凤
翔无一人受到骚扰。

宽严相济

陈希亮一向对于自己的属吏
十分严格，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对于犯了错误的属吏，陈希良在严
惩的同时也会给予其改过自新的
机会。陈希亮在长沙任官时，有个
叫曾腆的老吏，欺负陈希亮年少，
就在眼皮底下干起了玩弄律法的
勾当。陈希亮知道这种事情有一
就有二，且一定不止曾腆一人如
此，便首先抓住曾腆这个典型，问
罪于他，警示旁人。曾腆见状惊慌
不已，连连磕头，表示愿意改正，陈
希亮原谅了曾腆并给他改过自新
的机会。之后，陈希亮要修筑县
学，曾腆感恩陈希亮不计前嫌，主
动捐资助学，并送同族子弟入校求
学，后来他的孩子中有的得中进
士，成为良吏。

陈希亮和同乡苏轼还有一段
同事经历。苏轼中进士后，曾任
凤翔签书判官，而当时的凤翔知
府正是陈希亮。当年，苏轼因一
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动京华，
年少气盛，恃才自负，陈希亮有心
磨其傲气，便故意磨砺于他。

某日，一个下级小吏因慕苏
轼的才华，当着陈希亮面称其为
苏贤良。陈希亮随即反驳：“一
个 小 小 的 签 书 判 官 ，称 何 贤

良？”此话让苏轼颇感难堪。不
仅如此，苏轼文笔极好，但每次
呈送给陈希亮的文稿，都被要求
一再删改，这让苏轼大为不悦，
觉得自己被有意刁难。甚至，
当苏轼求见陈希亮被拒绝时，
还作《客次假寐》进行暗讥：“竭
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
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
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
忧，且复忍须臾。”但年轻的苏
轼哪里知道，这是陈希亮有意
磨砺他的性子，好让他日后在
仕途上少吃亏。

后来，陈希亮在凤翔建起了
一座凌虚台，想请苏轼作记，苏
轼心想机会难得，便在文章中写
下讥讽之语，如“物之废兴成毁，
不可得而知也”“台犹不足恃以
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
而忽来者欤”等。谁知陈希亮读
后，令人不易一字刻石，并慨然
感叹：“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
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
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可
见陈希亮心胸宽广，暗中对苏轼
这位有才华的后辈极为关注。

宋代的凌虚台早已消逝在
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今陕西凤翔
县东湖公园中，又建起了新的凌
虚台，记录下了这一对同乡相交
的往事。

苏轼著述颇多，但几乎不与
人写行状墓表。但陈希亮去世
后，苏轼却破例为他作《陈公弼
传》，文章中写道：“公于轼之先
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
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
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
色，已而悔之。”此后，当有人称
赞苏轼的为官才能时，苏轼则答
曰：“我是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
学来的。”在与友人聊天时，苏东
坡也曾言：“吾蜀前辈有吏能者，
唯 何 圣 从 、陈 公 弼 二 人 而 已
……”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陈希亮
的尊敬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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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希亮担任凤翔知
府期间，有一年发生饥荒，
老百姓纷纷外出逃荒。当
时的官仓中储藏有大量朝
廷的战备粮，但在没有皇帝
御批的情况下动用官仓粮
食，将犯杀头之罪。作为知
府的陈希亮一边命人快马
向朝廷报告灾情，同时决定
开仓赈灾，向老百姓出借粮
食，以解燃眉之急。同僚担
心他未获圣旨就开仓放粮，
会有杀身之祸，粮官也担心
粮食借出去后若收不回来，
恐朝廷怪罪。但陈希亮指
着自己的脑袋厉声说道：

“我以身家性命作保，出了
事我一人担着。”好在灾情
之后，当地粮食丰收，老百
姓纷纷将所借粮食归还官
仓，储存的陈粮也因此换成
了新粮，陈希亮开仓借粮之
举受到百姓的称赞和朝廷
的肯定。

嘉祐二年（1057年），陈
希亮调任开封府判官，因朝
廷三司积案太多，卷宗堆积
如山，朝廷便令陈希亮同时
负责开拆司（宋代官署名）

的工作。到任后，陈希亮立
刻组织人手将案件分门别
类，自己带头日夜加班拆阅
卷宗，清理积案。

在此过程中，陈希亮处
理了积案无数，为平民百姓
主持公道，备受赞誉。其中
四川荣州（今四川荣县）的
盐 税 积 案 尤 为 具 有 代 表
性。诉状称十八口盐井因
盐水枯竭，逐年减产，但盐
税官不顾实情和盐户疾苦，
仍照初定税额征收盐税，
300余家盐户因欠税而被没
收财物，最终破产。陈希亮
派人到荣州查明此案后，令
荣州官府退还所没收的财
物，同时酌情减免盐税，以
恢复井盐生产。在查案中
还发现有官员收受贿赂，贪
赃枉法，陈希亮不管涉案人
员背景，一律严惩。减免盐
税影响了部分官员的“生财
之道”，便有人借机参奏陈
希亮，但他上书据实报告盐
税案实情，阐述减免盐税原
因，直陈帮助盐户恢复生产
和培植税源的重要性，因此
得到朝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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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皇祐元年（1049 年），仁宗皇帝调陈希亮任
滑州（今河南滑县）知州，还未赴任，便发生了一
件事。都转运史魏瓘上书说陈希亮在河北负责
征调粮食时擅自操纵物价，有从中牟利之嫌。陈
希亮知道后，请求与魏瓘当面辩论对质。朝堂之
上，仁宗认为陈希亮说得有理，便罢免了魏瓘的
官职，并想把陈希亮升为龙图阁学士，但陈希亮
却坚决请求回到滑州。

当时黄河洪灾频发，滑州鱼池埽一带河水暴
涨，眼看就要冲垮河堤，一旦河堤缺口，下游诸县
将遭受灭顶之灾。陈希亮火速组织动员全滑州
的力量来护堤抗洪，甚至将朝廷派驻滑州的近卫
亲兵都悉数派到防洪大堤参加抗洪。为鼓舞士
气，陈希亮“坚卧不动”，白天在大堤上指挥抗洪
抢险，晚上就住在河岸边房子中，直到滑州安全
度过汛期。

陈希亮的治水之功还体现在宿州知州任
上，彼时，宿州有一条河叫汴河，汴河上的桥梁
在雨季常被冲垮。庆历六年（1046年），陈希亮
知宿州，遇到大雨侵袭成灾，便冒雨察看灾
情。原来，汴河乃朝廷的交通命脉，通过大运
河转运的物资大多都汇聚到汴河上，再转运到
都城开封。如果架起较多桥墩巩固桥梁，将影
响桥下行船效率，但若少架桥墩，大水一到，桥
梁又容易被冲垮，实为两难。如何既有利于行
船，又能保障桥不被冲垮？陈希亮苦思冥想，
经过日日夜夜的设计筹划，构想出一种新的造
桥方案——不在湍急的流水中建桥墩，而是采
用独特的弧形结构，桥身直接飞跨两岸。构想
和设计完成后，陈希亮便筹集钱粮，征集能工
巧匠进行修建。最终，汴河之上架起一座崭新
的木桥，桥身如虹，飞跨两岸，桥上行人来往，
桥下舟楫畅通，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虹桥”，朝
廷知晓后，也下诏褒奖陈希亮，并大力推广此
类设计。如今，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可看到当
年陈希亮发明设计的“虹桥”。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其结构就来自于陈希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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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1014年—1077年），字公弼，北宋眉州青神县（今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人，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北宋著名良吏，著有《辨钩隐

图》《制器尚象论》和《陈公弼文集》等。

陈希亮年轻时曾在成都游学，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考中进士，历知长沙、临津等县，又知房、曹等州，后任提点江东刑狱，徙河

北。嘉祐二年，又任开封府判官、三司户部勾院，迁京西转运使，后知凤翔府。英宗即位后，升任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卒于任上。无论是在

地方任职还是入朝为官，陈希亮都勤政廉洁，政绩卓著。他初入官场任长沙知县，不惧权势，法办违法的海印和尚；任京东转运使时，严惩恶

霸“截道虎”；任凤翔知府时，勇于担责，开仓放粮，救百姓于饥荒；开封府审案，为四川荣州盐户伸张正义，减免赋税。陈希亮为官以国家利

益为己责，以百姓民生为己任，享誉当世，流芳千古。

《宋史》陈希亮传记载，其身材矮小、清瘦，因为人刚直、面目冷峻、不苟言笑。因其一生才能突出、政绩卓著、受民爱戴，《宋史》评价他：

“其良吏与。”苏轼也在《陈公弼传》中形容陈希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加之陈希亮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

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故人称他为“陈青天”。但他生性仁慈，严厉却不残暴，《陈公弼传》中写道：“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

《凌虚台记》宋 苏轼

陈公弼像 张法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