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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爱民 公正执法
———东汉太邱令陈文范

唐耀陈

不管什么年代，只有那些同广大人民的利益符合

的，同人类进步事业相一致的“节操”，才是我们要提倡

的。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无数“激昂大义，蹈死不

顾”的志士仁人，包括这则故事中的主人公陈 （文范）。

虽然他的官职不大，但是他廉洁爱民、公正执法的精神，

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风范，将受到世世代代人民的敬仰

和赞颂。

一、胸襟坦荡不计旧恶

陈 ，字仲弓，东汉名士，河南颖川许昌人，官至太

邱县令，卒谥文范先生，享年 84 岁。

陈 出身贫寒，祖辈世代务农。自幼聪明懂事，好学

上进。15 岁去许昌县衙当差役，因为工作勤快、肯吃苦，

为人忠厚老实，3 年后提拔为都亭刺史佐。县令邓邵见

他兢业克职，且“有志于学，坐立诵读”，觉得他与别的小

伙子不一样，找他谈过几次话，发觉他是一块当官的料

子，就荐举他到县学习读经书。完业后，邓邵召他回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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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提升官职。可是，陈 看到当时东汉朝纲不正，政治腐

败；官吏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盘根错节，就不辞而

别，隐避到离许昌很远的地方阳城（今河南汝阳），过着

自食其力的清贫日子。

陈 时运不济，恰恰遇上阳城灾荒，盗贼四起，郊外

山林荒野里，常有杀人劫财的命案发生。巡捕房一个姓

杨的长官，错定陈 是盗贼疑犯，把他抓捕关押起来。关

了两个多月，经受无数次皮肉酷刑，过着惨无人道的监

狱生活，最后，查无实据，把他释放出来。县衙把他留下

来当了半年多差役，陈 凭借才干超人，办事勤快，当上

了县衙的督邮。他日子好过了，想起半年前的冤狱，不仅

没有记仇于杨吏，还嘱咐部下，“礼召杨吏”。姓杨的捕头

以为陈 要报复他了，又害怕又愧疚，谁知见面后，陈

对过去的事一句未提，并以礼节款待他。事后，陈 对人

说：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比别人批评的作用大、

效果好。凡是知道内情的人，以及事后知道内情的人，都

非常佩服陈 的为人。

二、善则称君过则称己

阳嘉四年（135 年），陈 32 岁，已经升了亭长。汉代

在郡县之间，每隔 20 里设一亭，每亭配一名亭长。亭长

负责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食宿，处理民事纠纷等。由

于陈 执事秉公，疏导有方，当了一年亭长后，提升为功

曹。功曹相当于郡太守的总务长，权力比较大，除掌管人

事外，还有权参与郡府的政务，相当于县令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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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朝廷中一位常侍官叫侯览（相当于今中央

国务委员），委托郡太守高伦安置他的一位亲戚担任郡

教署文学掾吏（相当于今教育局局长）。高伦害怕侯览的

权威，只能唯诺答应了。此事给陈 知道了，他很清楚侯

览亲戚才学疏浅，很难胜任这个职责，就连夜秘密求见

郡太守高伦。陈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由他另予安

置的意见后，说：“这是陈 背着郡太守擅自安置侯常侍

的亲戚到别署工作的。”高伦知道这是陈 忠于职守，为

了不让自己陷于得罪侯常侍才如此做的，心里非常感

激。一年后，高伦当了尚书，郡中士大夫都去送行，独不

见陈 的影子。他还是那个老样子，不阿谀奉承上司，也

不卑贱自己的部下。途中，高伦将过去这件事告诉了大

家，并颇有感慨地说：“陈 此人做了好事，称是别人做

的；在一起工作出了点过错，第一个出面担当，称是自己

出错的。他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啊！”听了这段话，大

家才想起一年前陈 被侯览无故降级处罚的事来，纷纷

感叹不已。以后，慢慢知道这事的人多了，大家都敬佩他

的高尚道德。

三、为官清廉仁而爱人

永兴元年（153 年），陈 50 岁，朝廷召他去山西闻

喜县当县令。一年后，又调任河南太邱县当县令。冬去春

来，又是一年。陈 为官清廉，仁政爱民，公正执法，纪律

严明，以往贫困的太邱县，如今男耕女织，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家家都过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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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显示出陈 在理政和抚民方面，都有很高的才能。

周边郡县的百姓，十分仰慕太邱县令陈青天，陆续从四

面八方迁来太邱。陈 发现后，心里却反而觉得不安，就

上门去一家一户做思想疏导工作，劝说他们返回原地，抚

勉大家勤耕劳织，节俭持家，艰苦创业，安分守己，过自食

其力的、清贫安稳的日子，并每户发给谷种一石（150

斤），棉花或 皮一担（100 斤）。外县的百姓看到陈县令

如此仁政爱民，疏导在理，就不再给他留难，陆续回原地

去了。

四、党锢之祸自首囚禁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滥增税赋，官场上下，谄媚奉

迎，贿赂成风，贪官成群。有些官员恐怕老百姓告发他，

企图废除百姓告官的诉讼法规。陈 为了维护百姓的权

益，竭力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说：“老百姓诉讼为了讨个

公道，如果将老百姓告官的法律取消了，那么老百姓受

到的委屈到哪里去申诉呢？”陈 的这一番话，得罪了那

些贪官污吏，他们因此记恨于心。陈 是这样说的，过去

也一直这样做的。他在审理诉讼案件时，执法公正，对胜

诉方和败诉方，都做到有理有据，使败诉方心悦诚服，认

罪愿罚。陈 在审理民告官的诉讼时，同样纪律严明，执

法公正，一视同仁。这样，为他日后种下了祸根。

东汉称因“结朋党”而酿成的灾祸为“党祸”。东汉恒

帝时，宦官专权，侵犯了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地方大族李

膺和太学士郭泰、贾彪等人联合起来，抨击宦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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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九年（166 年），宦官勾结奸人，诬告李膺、郭泰

等诽谤污蔑朝廷罪，将李膺等 200多名“党人”逮捕，凡

“党人”的老师、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被免官禁锢。过

去与陈 共事的许多士子、故吏都逃亡外地去了。乡亲

族里劝说陈 也外出躲避一时，陈 却说：“如果我不进

监狱，他们决不会放过我；已经被逮捕的人因为我未进监

狱要更加连累受苦。”他坦然地自请囚禁，一关就是 3年。

五、革职归田 !而"

建宁元年（168 年），灵帝即位，大赦天下。陈 随“党

人”一同释放出来，时年 65 岁，鬓发全白。根据所谓“党

禁”规定，陈 被削除官职，打发回河南颖川老家。当时，

有一位颖川籍的高官叫张让，任中常侍，御封列侯官爵。

因为此人善于搜刮民财，霸占田地，史书上记载他是“权

倾天下”。昏庸无能的灵帝非常宠信他，称他为干爹，所

以张让更加为所欲为。张让的父亲死后归葬颖川，地方

官员百姓，害怕他的权势，违心去送葬的人很多，但正人

名士去的不多，张让觉得丢了面子，非常恼火。陈 依然

故我，胸襟坦荡，忘记一切，“落落大方，独往吊焉”。

隔一年，在宦官侯览、曹节等专权挟持下，再次收捕

李膺、杜密等一百多人入狱，然后相继处死，又陆续抓捕

处死、流放、囚禁六百多人。中常侍张让因陈 独往吊唁

他的父亲，宽恕了他，使他逃过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君子&己'善

东汉末年，连年灾荒。有天晚上，一个小偷混进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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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躲在梁上，等待陈家的人入睡后偷东西。不料给陈

发现了，他不声张，把儿子、孙子都召集来，以严肃的

语气训诫他们说：“凡人都应该自觉要求上进，任何时候

都不要放松自己、堕入邪路。干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

是坏人，只因平时不学好，对自己要求不严，慢慢就养成

了坏习惯，不断干坏事。这样，本来也可以是君子的，也

变成了小人，成为‘梁上君子’了……”

躲在梁上的小偷，句句听得清楚，听到“梁上”两字，

更吓得手足无措，只得硬着头皮，从梁上跳了下来，向陈

连连磕头求饶。陈 挽他起来，对他说：“我看你不像

是个坏人，大概是由于生活贫困，才被逼如此的。”当即

赠送他两匹绸绢，让他当作本钱做小生意。那小偷感恩

不尽，又跪下磕头，拜谢离去。

这件事很快地传扬了开去，对社会震动很大，全县

再没有出现过盗贼。陈 正色训诫“梁上君子”克己反善

的故事，后来成了中国的一句成语，也成了后代传诵千

古的佳话。

(、)*+,-./0

中平二年（185 年），“党禁”才解除，当时陈 已 82

岁。他仕途半生，“党锢”之祸，却害了他 20 年。大将军何

进、司徒袁槐都派人去劝说他“出山”，并承诺赏封他一

个很高贵的职位。可是陈 一一直言谢绝了。他说：“陈

已20 年与世隔绝，如今已是残烛之年，等待入土的老

朽了！”因为陈 德高望重，每天仍旧收到很多诚邀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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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聘书，陈 都一一辞绝了，在家里闭门悬车，闲心静

居，谢客养老。

中平四年（187 年），陈 在家乡安然长逝，享寿 84

岁。他临终前嘱咐避隔巡腐犯快劫案快托拾
诈案肉劫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快犯酷快荒快托捕案捕酷快荒快托款快觉巡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巡犯酷快荒快托捕案捕酷快荒快托款快勉吃案快托严快觉款嘉伙快托勉
避隔巡腐劫巡快劫案快托拾伙快托勉
避隔巡腐劫肉腐酷快劫案快托拾
劫盘肉押酷快荒快托款快觉隔伙快托勉
避隔巡快劫案快托拾
劫案快荒快托款快荒快隔托勉
避隔巡腐案快劫案快托拾
劫案快荒盘案捕酷快荒快托款快赂盘盘盘盘盘盘盘盘盘巡犯酷快荒快托捕案快荒快托款快荒快饭觉署伙快托勉
避隔巡腐劫快劫案快托拾
劫盘肉押酷快荒快托款快申邵 从 离从 离 哼 忙 裔 该 逢 仲 赐 婆 亓 适 婆 腹 污 
 徙 适 荣 适 适 昭 幸 婆 项 婆 腹 再 婆 判 适 婆 腹 糊 婆 召 再 唯 聚 婆 腹 办 
 裔 该 逢 仲 亓 逢 婆 亓 适 婆 腹 污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再 糊 婆 召 哼 忙 
 赏 支 支 支 支 支 反 糊 婆 召 哼 忙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涂 召 逝 聚 婆 腹 项 适 适 昭 幸 支 支 支 支 塌 召 该 聚 婆 腹 办 
 裔 该 逢 仲 昭 婆 亓 适 婆 腹 污 赐 昭 适 支 昭 幸 婆 项 婆 腹 再 婆 召 丫 聚 婆 腹 办 
 裔 该 逢 婆 腹 办 
 裔 该 逢 仲 亓 逢 婆 亓 适 婆 腹 污 聚 亓 丫 聚 婆 腹 办 
 裔 该 逢 操 亓 适 婆 腹 污 
 徙 适 荣 适 适 昭 幸 婆 项 婆 腹 再 婆 召 丫

去世了，都很悲伤痛惜，百姓名士，失声痛哭。大将军

何进派代表致祭，南阳太守曹君致悼词，远近赶来吊唁

的不下一千余人。灵帝诏刻石立碑，谥“文范先生”。

陈 （文范先生）人生经历，可以用一段话概述他给

我们的启迪，就是他起于微末，出身贫寒，成于变通，政

绩辉煌，终于功德，万世景仰。陈 一生崇尚“仁爱”，故

事中满纸记录着他的“仁爱”精神。“仁爱”是做人的起码

准则。孔子说：“仁”就是“爱人”，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为人

之道。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继承、弘扬

这种优良的传统美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

唐耀陈，男，高级教师。退休前任无锡邮

电总局工会副主席、教育科副科长、北京邮电

函授学院无锡辅导站站长等职。现为无锡市作

家协会、无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先后发

表文章 80 余篇，出版专著或合著《无锡文化丛

书·无锡传说》等五部。作品曾获 1983年无锡

市“太湖文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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