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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我们的祖先对人生哲理有着一种特别的悟性。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读史使人增智”的认识。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书的作者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是明朝山西河津人，永乐进士，宣德时授监察御史，因忤逆宦官
王振，被下狱论死罪，后寻得释。
景帝嗣位，召他做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卿。
英宗复辟，薛瑄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十，入阁参与机务，后有感于朝政昏暗，弃官告归，专事讲
学和著作。
薛瑄生活的年代，正是朝廷腐败、动荡多变、内忧外患的时代。
作者本是深通华夏历史且颇谙人间世事的饱学之士。
当他饱经了世间忧患，尝尽了人间苦涩和世道艰辛之后，有感而发，议论剖析入微，见解不凡，著有
《读书录》、《河汾诗集》、《薛文清集》等。
《从政录》是作者的压轴之作，很多内容都不愧为千古名言。
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
作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为官者的立身谋略、道德准则、仕途基石以箴言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中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智慧和经验。
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
其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
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使人不得不佩服其对传统文化的切肤感受与妙悟能力。
我们之所以以此成书，奉献给读者，是考虑到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厚积”，再有就是儒、道、佛思
想及各种杂家都融合在一起，我们只能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以为官者“
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知之，可以得下之援”为目标，抓住文化的核心来阐释，由此来
选取我们所需的内容。
作者在对为官者的告诫中，特别围绕“清”、“慎”、“勤”、“忍”四字展开，从正义、诚心、修
身、谨慎、低调等角度来阐释为官之道，可谓用力简而见功多。
为了给读者以更为直观的感受，我们选编了经典的历史故事，以为对作者妙言的佐证，以帮助读者更
好地领会作者的智慧和经验。
同时，对历史人物而言，像刘邦、张良、诸葛亮、郭了仪等历史名人，都非常精通为官之道，他们善
于在权力、命运的变幻中体会什么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韩信、李斯、赵高等人虽然也曾显赫一时，
后来却在得意状态下失去手中的一切。
对比他们的文治武功，实在令人迷惑，但解析他们的为人为官之道，却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有地位
、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最后能成事，能够全身而退。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读物的失察之处，就是片面地解读历史，殊不知那历史其实是给“内圣而外王”
的人读的，其空泛的论调，不切实际的评述，都有让人无所适从的感觉。
真正的智慧，来自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和体会，这样才能给我们以真正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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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薛瑄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为官者的立身谋略、道德准则、仕途基石以箴言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
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给读者以更为直观的感受，我们选编了经典的历史故事，作为对作者妙言的佐证，以帮助读者
更好地领会作者的智慧和经验。
解析历史人物中像诸葛亮、郭子仪、李斯、赵高等人的为人为官之道，悟出他们进退得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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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是明朝山西河津人。
永乐进士，宣德时授监察御史，因忤逆宦官王振，被下狱论死罪，后寻得释。
景帝嗣位，召起作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卿。
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后有感于朝政昏暗，致仕告归，专事讲学和
著作。

    薛瑄生活的年代，正是朝廷腐败，动荡多变，内忧外患的时代。
作者本是深通华夏历史且顿谙人间世事的饱学之士。
当他饱经了世间忧患，尝尽了人间苦涩和世道艰辛之后，有感而发，著有《读书录》、《河汾诗集》
、《薛文清集》等。

    《为官镜鉴》是作者的压轴之作，议论剖析入微，见解不凡。
很多内容都不愧为千古名言，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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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律【事典】敢于进谏的魏征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
他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降
唐。
唐太宗时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后封郑国公，任太子太师。
魏征在历史上以能犯颜直谏著称，他性格耿直，认准的事喜欢据理力争，从不委曲求全。
魏征提倡“无面从退有后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他建议太宗广开言路，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有一次，唐太宗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
”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
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一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
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
”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
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
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
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
”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
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
”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
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
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
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
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
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
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
魏征听说这位女了已经许配陆家，便将此事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
，乐其所乐。
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
，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
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
母的道理吗？
”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
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
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
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
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
其中缘故十分清楚。
不足为怪。
”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谏廷诤，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
也会产生敬畏之心。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
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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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子，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
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它藏在怀中。
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了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
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
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
”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
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
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
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
？
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
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做呢？
”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
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
梳高髻，宫中所化。
”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
”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
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
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
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
”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
”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释评】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曾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
在魏征病重时，太宗多次亲往探视。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就是“贞观三镜”的由来。
在唐太宗的倡导及魏征的带动下，贞观年代逐渐蔚成直谏与纳谏的良好政风，成就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
“贞观三镜”确实值得后世治政者深思。
【原文】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
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解译】一些做学问的人，最大的弊病是故步自封，不能究其事理。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和他们所宣讲的道理不能合二为一。
处理事情就要讲求知行合一，合情合理。
如此，就可以做到行著习察了。
【事典】王安石三屈苏东坡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
胜曹了建之敏捷。
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从事，王安石很器重他的才能。
然而苏东坡自恃聪明，常多讥诮的言辞。
一次王安石与他做解字游戏，论及坡字，坡字从“土”从“皮”，于是王安石认为坡乃土之皮。
苏东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
”王安石心中不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官镜鉴>>

又一次，王安石与苏东坡谈及鲵字，鲵字从“鱼”从“儿”，合起来便是鱼的儿子的意思。
苏东坡又调侃说：“鸠可作九鸟解，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了七兮。
'就是说鸠有七个孩了，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只鸟吗”？
王安石听后不再发话，但心中对苏东坡的轻薄非常反感，不久便把他贬为湖州刺史。
苏东坡因言辞巧诈而被贬，实为遗憾。
苏东坡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任满回京。
想当年因得罪王安石，落得被贬的结局，这次回来应投门拜见才是。
于是，便往宰相府来。
此时，王安石正在午睡，书童便将苏东坡迎入东书房等候。
苏东坡闲坐无事，见砚下有一方素笺，原来是王安石两句未完诗稿，题是咏菊。
苏东坡不由得笑道：“想当年我在京为官时，此老笔数千言，不假思索。
三年后，真是江郎才尽，起了两句头便续不下去了。
”把这两句念了一遍，不由得叫道：“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不通的。
”诗是这样写的：“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在苏东坡看来，西风盛行于秋，而菊花在深秋盛开，最能耐久，随你焦干枯烂，却不会落瓣。
一念及此，苏东坡按捺不住，依韵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待写下后，又想如此抢白宰相，只怕又会惹来麻烦，若把诗稿撕了，不成体统，左思右想，都觉不妥
，便将诗稿放回原处，告辞回去了。
第二天，皇上降诏，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转眼便已深秋，这几日忽然起了大风。
风息之后，后园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
苏东坡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无语。
此时方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
不由得对友人道：“小弟被贬，只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谁知是我的错。
切记啊，不可轻易讥笑人，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呀！
”苏东坡心中含愧，便想找个机会向王安石赔罪。
想起临出京时，王安石曾托自己取三峡中峡之水用来冲阳羡茶，由于心中一直不服气，早把取水一事
抛在脑后。
现在便想趁冬至节送贺表到京的机会，带着中峡水给宰相赔罪。
此时已近冬至，苏东坡告了假，带着因病返乡的夫人经四川进发了。
在夔州与夫人分于后，苏东坡独自顺江而下，不想因连日鞍马劳顿，竟睡着了，及至醒来，已是下峡
，再回船取中峡水又怕误了上京时辰，听当地老人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
一般样水，难分好歹。
”便装了一瓷坛下峡水，带着上京去了。
上京来先到相府拜见宰相。
王安石命门官带苏东坡到东书房。
苏东坡想到去年在此改诗，心下愧然。
又见柱上所贴诗稿，更是羞惭，倒头便跪下谢罪。
王安石原谅苏东坡以前没见过菊花落瓣。
待苏东坡献上瓷坛，童儿取水煮了阳羡茶。
王安石问水从何来，苏东坡道：“巫峡。
”王安石笑道：“又来欺瞒我了，此明明是下峡之水，怎么冒充中峡？
”苏东坡大惊，急忙辩解道误听当地人言，三峡相连，一般江水，但不知宰相何以能辨别。
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定要细心察理，我若不是到过黄州，亲见菊花落瓣
，怎敢在诗中乱道？
三峡水性之说，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太急，下峡水太缓，唯中峡缓急相伴，如果用来冲阳羡茶
，则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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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敬服。
王安石又把书橱尽数打开，对苏东坡言道：“你只管从这二十四橱中取书一册，吟上文一句，我答不
上下句，就算我是无学之辈。
”苏东坡专拣那些积灰较多，显然久不观看的书来考王安石，谁知王安石竟对答如流。
苏东坡不禁折服：“老太师学问渊博，非我晚辈浅学可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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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官镜鉴:解读中国历代为官之道》作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为官者的立身谋略，道德准则，仕途
基石以箴言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很多内容不愧为千古名言，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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