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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头上司屡屡“找茬”
恃才自负的苏轼颜面尽失

如今的凤翔只是陕西宝鸡市下辖

的一个区,历史上的凤翔是先秦的国

都,是周秦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

安史之乱时,唐肃宗驻跸于此,将凤翔

升格为西京。到了宋朝,它仍是管辖周

边九个县的凤翔府。

嘉祐六年（1061年）,宋王朝任命

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

是他高中进士后第一次担任职务。苏

轼此职,意味着他以掌管刑狱的京官身

份出任地方官。彼时苏轼26岁,风华

正茂,春风得意。初出茅庐的苏轼,凭

一篇《刑赏忠厚论》倾倒文坛领袖欧阳

修,轰动京师,誉满天下。

苏轼在凤翔并非一把手,他只是知

府的高级秘书。苏轼第一任领导是凤

翔知府宋选,四川眉山人,他与苏轼家

是同乡也是故交,这位和蔼忠厚的长者

与刚出道的阳光青年相处甚欢,对苏轼

关怀备至,爱护有加。

苏轼到凤翔任职的第三年,迎来了

他的同乡陈希亮。与之前的知府宋选

不同,军人出身的陈希亮组织纪律性很

强,平常不苟言笑,做事认真谨慎,与苏

轼豪爽的性格迥然不同。在共事的两

年中,苏轼屡屡被陈知府为难，罚款、把

他草拟的公文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把这

个风华正茂的才子告到了中央。陈希

亮首先把阿谀奉承苏轼为“苏贤良”的

衙役揍了一顿,苏轼和同事一起拜见陈

希亮,陈知府却把他们晾在客厅长达6

个小时,“谒人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

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想必苏东坡坐

冷板凳时脸色一定很难看。中元节陈

知府宴请下属,苏轼赌气不去被罚款。

罚钱倒是不多，但被通报批评的滋味一

定不好受。最让恃才自负的苏轼不能

容忍的是,当时苏轼文采早已天下共

知,他写的公文,以前宋选在任时几乎

一字不改,但陈希亮不一样,总是毫不

客气地删改,甚至打回要求重写。

彼时年少成名的苏轼才华横溢,风

流倜傥。陈希亮的做法让苏轼在上级、

同僚及下属面前颜面尽失。年轻气盛的
苏轼也不买这位顶头上司的账,两人发
生矛盾在所难免,故尔常常针锋相对。

苏轼写《陈公弼传》
终于明白陈希亮良苦用心

陈希亮修筑了一个凌虚台,落成后
嘱苏轼“文以为记”。苏轼在传世的《凌

虚台记》里,幸灾乐祸地想象着刚建好

的凌虚台轰然倒塌,讽刺说“夫台犹不

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终有

一天会重归荒野。尽管苏轼在整篇文

章中讥讽凌虚台的建造者,陈知府却大

度包容,他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

改,反而命人立碑刻石以壮其盛。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

神人，他与苏轼家算是世交,论辈分还

相当于苏轼的父亲苏洵的长辈,因此他

对其他人说,他是将苏轼看做自己的孙

辈,见不得他志骄意满,平时对他严厉,

故意不给他好脸色,就是要挫一挫苏轼

的锐气,让他踏实下来,避免以后在复

杂的官场吃亏。

知子莫若父。苏轼待人真诚却又

心无城府,见识卓绝却又不屑韬晦,许

多方面和苏洵很像。“轼”是古代车前用

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苏洵为苏轼起

名“轼”,就是希望苏轼要注意外在的装

饰,能够察言观色,掩饰真心,遇事不要

冲动,对人不能过于坦诚。

多年后,经历了太多坎坷与挫折的

苏轼才明白陈希亮的良苦用心。中国

向有为死者立墓志铭、盖棺定论的传

统。苏轼毕生仅写过七篇墓志铭,除了

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外,他为陈公弼写的

墓志铭是最长的。在陈希亮去世14年

后,苏轼写了《陈公弼传》,他认真检讨

往事,承认当时年轻气盛,“屡与公争

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与包拯同时代的“陈青天”
《清明上河图》虹桥的设计者

陈希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能臣良

吏,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与北宋另一

个家喻户晓的清官包拯是同时代的人,

然而后世皆知包拯,知陈希亮者却少之

又少。在他从政的30多年中,严惩贪官

污吏,打击地痞无赖,搜捕盗贼,开仓赈

民,架设汴河飞桥,每次任满离开时,父
老们都洒泪相送,被誉为“白脸青天”。

陈希亮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官员,他

曾辞去三品的龙图阁大学士,坚决去河
南滑县任六品知州。他曾用公酒赠送
贫寒的游士,即便支付了酒钱,最终还
是“以私用公”上书弹劾自己,坚持请求
辞职。

青年陈希亮就展露出比常人优秀
的一面。他幼年丧父,16岁那年,其兄

乘他在成都游学侵吞了父亲临终前分

给陈希亮的家产,只将乡邻们向陈家借

款的三十万贯钱借账单交给了他。陈

希亮把那些借债的人都找来,当面将账
单全部烧毁,不让乡邻们还钱了。陈希

亮学成后,不计前嫌,返家辅导哥哥的

儿子陈渝、陈庸的学习。陈希亮与其侄

陈渝、陈庸进京赴考,同中进士,时人称

其为“陈氏三俊”。

年仅20岁的陈希亮任陕西户县县

长时,县府的老官吏曹腆欺他年轻,便

怠慢法令胡作非为。陈希亮查实了他

的罪证,曹腆磕头认罪到鲜血直流,并

表示愿意改过自新。陈希亮严正告诫

他而免去了处罚,曹腆最后成了一个好

官吏。

陈希亮任长沙县令时,办了个轰动

朝野的案子。国师海印和尚依仗着有

章献皇太后家为靠山,又与朝中一些权

贵交往密切,侵夺长沙县的百姓田地无

人敢管。当时年幼的宋仁宗刚即位,由

章献皇太后主持朝政,陈希亮在查获海

印的大量犯罪事实后,仅以小小的县令

将海印逮捕法办,其正气与胆量,并不

比包拯逊色。一时间,全县为之震惊,

老百姓更是感激他,称他为“陈青天”。

海印案还未彻底平息,陈希亮又遇

到了“郴州竹场案”。湖南郴州的一些

粮户伪造凭证充当税粮,东窗事发被拿

下,粮户都将被处死。看着卷宗,陈希

亮不禁怀疑：贫穷的粮户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会写,怎么可能造假呢?他派人去

郴州调查真相,发现是竹场的官吏在捣

鬼。结案后,宋仁宗特赐给陈希亮五品

官服,“陈青天”的美名传得更响了。

陕西华阴人张元,被谣传去了西夏

做了谋臣。宋仁宗大怒,派人把张元家

族中的老少一百多人悉数抓了起来,关

押到陈希亮治理的房州。陈希亮认为

张元叛国之事虚实尚难分辨,这样做反

而会导致张元死心塌地投敌,况且这些

人都是张元的远亲,不该罪及无辜,最

终说服宋仁宗,释放了张元的族人。据

历史记载,那时在房州府内当堂宣读皇

帝的诏书时,张元家的族人跪在陈希亮

跟前,个个泪如泉涌,都高声呼喊着“青

天大老爷”,之后,陈希亮的画像永远地

留在了张氏家族的祠堂中。

陈希亮任陕西凤翔知府,适逢凤翔

饥荒,陈希亮命令粮官借发官仓十二万

石粮谷赈济饥民。粮官深恐此粮借发

出去后难以收回,便不敢借发。陈希亮

以自身担保放粮,饥民得以度过饥荒。

当年秋收后,广大饥民感激陈希亮借粮

赈济之恩,主动全部归还了借粮,上下

无不敬服陈希亮。

陈希亮任开封府有司时,开封福禄

寺的胜塔被火烧毁,朝廷下诏命重新建

造胜塔。陈希亮预算重建此塔需耗资

三万银两,便上奏朝廷说:“现在陕西正

打仗急需军费,希望朝廷能将造塔的三

万银两转支给陕西边防作为军费。”于

是,朝廷准奏下诏停止重新建塔。皇后

外戚沈元吉对一民女强行非礼,而且还

打死了那位民女的丈夫。案发后,开封

府便将这个案件交给陈希亮主办。沈

元吉竟当堂被吓死。沈家诉告陈希亮,

皇帝下令弹劾陈希亮以及几位办事的

官吏。陈希亮慷慨激昂地说:“杀此贼

者只有我一人,无关他人。”这样,他把

罪过一人独担,被免官贬为平民。不

久,湖北房县群寇四起,甚至还杀死了

一些地方官吏,名臣富弼便推荐陈希亮

去那里“扑火”。陈希亮上任后，搞地方

团练,严惩腐败,安顿百姓。

很难相信《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

那座绝美虹桥的设计者就是陈希亮。

汴河作为北宋的生命线,航运十分繁

忙,汴河改道流经宿州,宿州的汴河大

桥常被洪水冲毁。陈希亮任宿州知州

时,亲自设计并指挥在宿州汴河上建造

了用巨木架空而成的没有墩柱的飞

桥。此桥建成后,桥下既可行船,洪水

也畅通无阻,大桥再也不会被洪水冲

毁。为此,朝廷下诏褒奖陈希亮,并制

定法令推广此类桥。后来,开封至安徽

泗州的汴河上,都依此法建造了“叠梁

拱桥”,这才有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

看到的那座绝美虹桥。

陈希亮良好的政声,与他的才能和

品德分不开。他一生嫉恶如仇,从不考

虑个人的祸福进退,能断案,会治军,可

外交,擅工事,堪称一个政绩卓著、万民

爱戴的榜样。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与包拯同时代的“陈青天”陈希亮
苏轼为他写下最长墓志铭《陈公弼传》

□路晓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
似飞鸿踏雪泥。”

1061年的冬天,菊花开得
正艳,饮凤池的水还泛着冰花,凤
翔府来了一位青年才俊。带着
“才子”和“京官”的光环,苏轼辞
别父兄,携妻挈子从繁华的汴梁,
一路诗酒,来到北宋王朝的西北
重镇凤翔,迈开了出仕的第一
步。到任第三年，年轻气盛的苏
轼遇到了屡屡“为难”他的知府
陈希亮，二人矛盾不断。多年
后,经历了太多坎坷与挫折的苏
轼才明白陈希亮的良苦用心。

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设计者就是陈希亮。图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凌虚台

陈希亮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