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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不断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此，青少年德育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为了增强和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质，编者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巅峰阅读
文库》。

这本《廉(廉不妄取)》(作者于永玉、华志攀)是其中一册。

《廉(廉不妄取)》收录了《何远为官清廉尽责》、《让女婿务农的节度使》、《海瑞退礼丈田亩》等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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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弘治六年（1493）春，黄河在张秋镇（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决口，明 孝宗下诏书广求有才能
的官吏前往治理。
吏部尚书王恕等大臣推荐了刘大 夏。
于是，明孝宗下诏将刘大夏从广东右布政使任上调回，授以右副都御 史之职前往治理黄河决口。
刘大夏到任后，经过调查后决定，先从黄陵冈浚通贾鲁河（在今河南境 内），又浚通孙家渡和四府营
的上流，以分减水势；同时又从胙城起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起了一条长360里的长堤。
黄河决口的水患被消除，“张 秋镇”也从此改名为“安平镇”。
明孝宗对刘大夏的才能大加赞赏，将他 召回京城任左副都御史，后又任户部左侍郎。
弘治十年（1497），明孝宗命刘大夏兼左佥都御史，前往宣府镇筹办军 粮。
临行前，尚书周经提醒他说：“边塞上有权势家的子弟，以买卖粮食 牟取私利，你在处理这件事上不
要因过于刚直而招祸。
”大夏回答道：“处理天下的事情，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
等我到了那里后再想办法 对付吧。
”以往边塞上收购粮草有个规定——粮食够千石、饲草够万束才收。
一 般百姓没有如此大的数量，因此，宦官、武臣家便得以操纵粮草市场牟取 暴利。
刘大夏到任后，下令宣布：有粮十石、有草百束以上都可以收购。
这一政令打击了牟取暴利的权势之家，使边境地区的百姓得到了实惠。
百 姓欢欣鼓舞，纷纷前来交售，不到两个月时间，军粮就储备充足了。
第二年秋天，刘大夏三次上疏称病请求辞官归家。
获准后，他便在东 山下修了间草屋，闭门读书。
过了两年，由于朝中大臣不断推荐，明孝宗 又起用刘大夏，任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
当接旨后，他只带了两个家 童上路赴任。
两广的百姓原来就敬佩他为官清正，当听到他总制两广军务 的消息后，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相庆贺
。
刘大夏为了使政务清明，放弃 了按需要供应他东西的特权，并禁止内外镇守军官私自役使士兵。
在他任 职期间，两广的盗贼也逐渐减少了。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他屡次上疏推辞，明孝 宗不许。
明孝宗召见时问他为何多次称病不受诏，他谢罪回答说：“臣年 老多病。
臣私下看到现在天下民穷财尽，如果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责任 就在兵部。
我自量力不胜任，因而辞谢。
”明孝宗听后默然不语。
这一年 的六月，他又向明孝宗上疏陈述兵政“十害”，并请求卸任归乡。
明孝宗 不许，命令他将应革除的弊端详细写明上奏。
于是，刘大夏将军队中存在的弊端一一上奏。
明孝宗见到奏疏后，在 宫中便殿召见他，问道：“你上次说天下民穷财尽，自从太祖开国以来，征收
租税一直固定不变，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刘大夏回答说：“正因为有些征敛不都是固定不变啊。
比如现在陛下每年要广西进献铎木，要广东进献药香，仅这两项费用就以万计，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
”明孝宗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说：“军队的贫困同百姓一样。
”明孝宗不解地问：“军士驻防时每月都发粮饷，行军也有粮饷，为什 么会变得同百姓一样穷困呢？
”刘大夏很激动地回答说：“士兵的粮饷一大半被将帅们侵占克扣了，怎么能不穷困呢？
”明孝宗听后长长地叹息，说：“我坐江山这么久，竞不知道天下军民 如此穷困，有何面目为人主！
”于是下诏书清除这些弊端。
刘大夏忠诚厚道，得到明孝宗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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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献身国事，经常受到权臣和 奸佞小人的压制。
明孝宗死后，明武宗继位。
他奏请明武宗仔细核实大臣 家招募的勇士，此举引起宦官刘谨的怀恨。
当时，朝臣中刘宇、焦芳向刘 谨进谗言说：“抄了刘大夏的家，他家的财产当边防军费可用十二三年
。
”后来刘谨找借口将刘大夏关进监狱，本想处死他，但由于都御史屠溏和 大学士李东阳全力营救，刘
谨也派人了解到刘大夏家中贫无一物，所以他 才免于一死，被发配到边关去戍边。
五年后，刘大夏赦归。
刘谨被诛后，刘大夏官复原职，不久他便告老还乡了。
刘大夏为官多年，以清廉闻名。
他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
不仅 应当杜绝私利，也应当使清廉的美名流传。
”他还说：“人一生的是非功 过，只有到死后才有公平的结论；一日不死，担忧因做错事而受到别人
指 责的心情也一日不会停止。
”当刘谨派军校去逮捕他时，他正在家中的菜 园里干活，听到传讯令后，只到房中带了几百钱，就跨
上毛驴随同前往。
五年后被赦免归家，仍然过的是耕读生活。
刘大夏的一个任巡抚的门生，听说他已经回家，便从百里之外赶来拜 见他。
这位巡抚大人来到村头，看见一位老农正在田里扶犁耕地，便上前 说：“请问老丈，这村里有位刘尚
书，他家在哪处？
”农夫抬头看了看这 位巡抚，便引他走进一处农舍，进了堂屋后，才说：“我就是刘大夏。
”巡抚这才认出是恩师，纳头便拜。
有一年，朝鲜使者来中国，住在鸿胪寺宾馆里，遇到一位姓张的人，在闲谈中知道他是刘大夏的同乡
，便询问刘大夏的身体是否健康，并说：“我国听到刘大夏先生的大名很久了。
”有一年安南使者来时也问：“听 说刘尚书去戍边，现在在哪里？
”刘大夏受到邻国人如此敬重，也说明他 清廉的美名早已传遍四方。
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樘由于幼年时期生活坎坷艰难，故而身体一直赢弱多病。
但是，孝宗即位后却勤于政事，不但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 得大臣有更多均机会协助皇
帝办理政务。
与此同时，孝宗还重新开设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并开 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
朝与午朝之外的时间，与内阁大臣共同切 磋治国之道，商议国家政事。
明孝宗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
弘治一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 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
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
这段时期后来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P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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