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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精神与检察之魂

任祖镛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成为泰州市检察院“竹润检魂”

廉政讲?的首位主讲人。作为板桥先生的故乡人，郑板

桥的研究者，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心目中的板桥品格与

板桥精神，共同探讨“板桥精神与泰州检察之魂”。

一、郑板桥命运多舛的人生

郑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殁于乾隆

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1693.11.22—1766.1.22），名燮

（ ），是协调治理的意思，指“燮理阴 阳”，出自《尚

书》。给他取燮为名，寄托着他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M任

高官，化解社会各种矛盾，成为出-的管理人才。他的字

是克t，克是能的意思，克t就是能t，用来解释怎样燮

理阴阳，即要讲究管理艺术，能以t克s。他是康熙时期

的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二甲第 88 名进士，随

着人们对他的研究、认识的深入，现在他实际上已名列

3州八怪之首。他生于书0门第，曾祖、祖、父都是秀才，

祖父还任儒官。家住兴化城东南的城墙外侧郑家巷九

号，起初仅茅屋两间，由此向东北约 20 米，有架在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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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古木板桥一座，他以板桥为号，“天下咸称郑板桥

云”（《板桥自序》）。

郑板桥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极贫，后亦稍稍富

贵，富贵后亦稍稍贫。”“初极贫”指他出生后至四十岁中

举人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从四十岁中举人到六十一岁辞

官回乡共二十二年，是稍稍富贵阶段。其中四十到五十

岁做知县前，这十年时间他仅仅脱离贫困，是“稍稍富

贵”的开始，以后十二年在范县、潍县任知县才是他“稍

稍富贵”较为得意之时。板桥六十一岁辞官回乡，后来又

去3州卖画，往来于兴化、3州之间。至七十三岁去世，

他的稍稍贫阶段历时十三年。他从山东辞官再回3州卖

画，即名噪3州。王公显贵、地方官绅、文人>士乃至和

尚、道士都以能得到板桥的一幅字画为荣，并且都“珍惜

藏庋（ ）”。

板桥一生，以三十岁以前最为艰难。他出生后靠父

亲做塾师维持全家生活。四岁时生母就去世，时常饥寒

交迫。继母郝氏持家后，饥寒状况有所好转，但家中缺粮

的事仍时有发生，他则因吃不饱5而“伏地啼呼面垢

污”。十四岁继母去世，甚至他二十三岁结婚后，生活都

很艰难。他二十六岁曾到真州（今仪征）江村当塾师，但

收入微薄，加上灾荒，特别是他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后，生活难以维继。寒天孩子们因没有棉被盖，又吃不饱

而“啼号”，甚至以能吃到粥为满足。三十岁时父亲去世，

他生活更艰难，变卖了父亲的遗留书籍，一贫如洗，连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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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烧5的薪柴都买不起。家里断了炊，门外却响起催债

的敲门声。为了全家生计，板桥不得不另谋生路。三十岁

时离家去3州卖字画。当时的3州，经\繁荣，不仅官

僚、盐商附庸风>，一般市民也重视书画。“?前无字画，

不是旧人家”，在家里悬挂字画已成为当时3州人的时

尚，但因他初到3州“无所知名”，收入很低，尽管他在3

州卖画延续十年光景，生活仍处于极贫之中。三十九岁

时，妻徐氏病故，他缺衣少食，在除夕前一日，写[向兴

化知县汪芳藻诉说自己的窘境，得到汪知县的资助，在

第二年秋天考中举人，此后境遇才有所改善。四十岁前

的极贫生活使他对社会底层贫苦百姓的艰难困苦有深

切的体会，这是他廉政思想与爱民、亲民情怀的感情基

础。

他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廪生（秀才中的优秀生），居

家授徒（开私塾），板桥从小就在父亲的学塾里6书，l

字，诵6儒家经典，他说：“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

先。教授生徒数百辈，皆成就。板桥幼随父学，无他师。”

在父亲的教育与影响下，他深受孔子“仁者爱人”与c子

民贵V轻思想的影响。他在给弟弟信中说：“吾弟6书，

《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

董w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而已，只此数书，终身6不

尽，终身受用不尽。”他认为“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

事”，要“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些儒家的

价值观已成为他的廉政思想与爱民、亲民情怀的认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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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二、郑板桥为官清廉的品格

品格之一：清廉自守，拒绝灰色收入

郑板桥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他不带妻妾上任，拒

收礼贿，真正做到了清廉自守。而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

[人、书画家，潍县经\繁荣，商贾云集，有许多大商人

想附庸风>，更想和县太爷拉拢关系，千方百计想索取

郑板桥书画作品———自然润笔之资一定也非常可观。以

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果板桥想用书画的润笔增加收入也

许是无可非议的，何况之前他已有在3州卖画十年的经

历。以他的功力，写一幅字，画一幅画，来钱很容易，也是

y理成章的事。

但郑板桥就是不识富人抬举，坚决不傍“大款”。他

说：“索我画偏不画！”彻底堵死了他们的钻营之路。为

此，他还以竹子为题言明心志：“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

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这里“不开花”是指自守

清廉、洁身自好，“免撩蜂与蝶”是指拒绝灰-收入，决不

收受贿赂。这在当时的官场是难能可贵的。

品格之二：公平执法，不搞权钱交易、不循私情

郑板桥执法公平。古代谚云：“八字衙门朝南开，有

理无钱莫进来。”郑板桥却认理不认钱，执法公平。他审

案问讼毫不买富p的账，尽力保护穷人、帮助弱者，不给

有钱人面子。曾衍在《小豆棚(记》里记载了一则轶事，

说有个大盐商抓来一个穷苦的私盐小贩，要求郑板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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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按照清朝的法律，卖私盐是犯罪，是要法办的。而“郑

见其人褴褛非枭徒，乃谓曰：‘尔求责仆，吾为尔枷示如

何？’商首肯”，于是判小贩在盐商店门口戴枷示众，枷却

用芦席制成，“郑于?上取+十余张，用判笔悉画兰竹，

淋漓挥洒，顷刻而就，命皆贴枷上，押赴盐店。观者如堵，

终日(沓，若闭门市。”看热闹的人多得把店门都挡住，

盐商生意也无法做了，最后只得求县令免刑，郑板桥一笑

了之。可以想见，假如他依照盐商的要求把私盐小贩关进

监狱，盐商必定会和他意思意思。而郑板桥则用自己的智

慧和幽默教训了盐商，也表明了自己对官商勾结、权钱交

易的拒绝态度。

郑板桥做官后，按当时官场m例，应带一批自己的

亲信上任，他却例外。当时兴化的郑氏族人有要求到他

的衙署供职的，他都一律回绝。他在家书中说：“人必有

才艺，始可出为世用。”郑氏族人“无一艺之能，署中位置

无多，上峰介绍者尚且无从安插，岂能为私人谋枝栖？”

表现了严于律己、不循私情的品格。

品格之三：捐款救灾，不按官场潜规则行事

1746 年，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当时潍县正遭遇持

续五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岁歉，人相食”。许多富户权贵

乘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与贪官污吏借救灾为名，大肆

渔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郑板桥以一县之令的身份带头

“捐廉代输”，把自己的俸银捐献出来，当时板桥每月俸

银 45 两，一年养廉银 1 千 4 百两，他带头捐钱三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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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约相当于八个月的俸禄，帮助老百姓缓解灾情带来

的困难；同时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生产自救。

“大兴建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郑板桥还带头自掏

腰包，“捐修”城墙六十尺，救活饥民万余人。

前面已谈他不但对富商的送礼、送钱拒之千里，而

且对于顶头上司他能敢讲真话，不b谀奉承。12 年的仕

途生涯，满负才情的郑板桥只做过两任小小的县令。虽

然披肝沥胆，励精图治，中丞考绩也特列“一等”，说他

“老成持重，才堪大用”，明确要保举他升任知府，但终究

还是被迫辞官回乡。他做官前已认识乾隆的叔父慎郡

王，如跑官、要官是可能升任的。原因在于他“难得糊

涂”，“怒不同人”，吃亏是福，打松算盘得大自在，决不钻

营升官之道，不按照官场“潜规则”行事，他不跑上级衙

门，不逢迎拍马，送礼行贿，执着于竹V子节操、正直的

清廉品性，决不同流合污。

潍县大灾过后，省里的要员们在趵突泉大宴宾客，

席间有人提议要这位七品县令以趵突泉为题赋[。郑板

桥看到这些发灾荒财的贪官，心中愤懑，吟道：“原原本

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g。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

识清泉。”[中说趵突泉本是一汪清泉，可是流到海边却

都变成了卤水，清浊不分，好坏不辨，旨在讽喻浑浊的官

场，明明是清官也难辨别，暗批在座的大多是贪官污吏。

“[成，满座拂然，皆谓郑讪诽上台。”加之大灾当中，郑

板桥不顾上司忌讳，上报灾情，开仓赈灾，“忤大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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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决心，因而走得清清,,、坦坦荡荡。

从封建官场看，郑板桥的所作所为显然不合流G，

所以不但得不到迁升，还被迫请求退休。但老百姓的心

目中却自有一杆秤。潍县善政，“活万余人，……潍人戴

德，为立祠”。离任之日，百姓更是倾城出动，“去官日，百

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即使在今天，范县、潍县都

有郑板桥纪念馆。兴化李 也做过范县知县，吴 做过

潍县知县，尽管评价都很高，但就享受不到“立祠”建纪

念馆的殊荣。这应该说是当地百姓对板桥爱民、亲民，以

廉为荣的思想行为的最好评价！

三、郑板桥的爱民亲民情怀

（一）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

古代六经之一《春秋》三传的《谷梁传》中把民分为

“士农工商”四等，士居首位。板桥认为，农夫辛勤劳动，

耕种收获，应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工人制造工具，商人

贩运货物，应为第二、第三等人，而士只能居四民之末。

板桥主张男女平等，他非常重视妇女在家庭及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

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他还认为，家乡的

妇女虽不能织绸织布，但操持家务、弄5做针线，非常辛

劳，在家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男子。

因此，板桥主张人不分男女、贵贱，都应平等对待。

因为大家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而且“天道循环f

伏”，贫富可以转化，所以不应该瞧不起“臧获、婢妾、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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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皂隶”这些身份卑贱的人。在封建等级社会，板桥呼

吁平等对待劳动人民，这种人不分男女、贵贱都应平等

对待的平等思想，闪烁着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民主思想

的光N，是他爱民、亲民思想的基础，十分可贵。

（二）体贴贫民百姓的困苦

板桥生活在清代康（熙）乾（隆）之世。虽说盛世，当

时的农民在正常年景尚难免于饥寒，如遇到大的自然灾

害更难于应付，往往卖妻鬻子，逃荒求生。

板桥官潍县时正逢“山东遇荒岁”，他的《逃荒行》

《还家行》《思归行》分别写于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六

年，是潍县大旱灾与灾后情况的纪实。“杀畜食其肉，畜

尽人亦亡”“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天荒虎不饥”等

悲惨情景使人不忍卒6。还有些[文反映人民的贫苦生

活。他在范县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家乡“东门人”住破屋，

“吃秕糠、啜麦粥”度日的艰辛，《七歌》《哭醇儿五首》写

自己从儿时到中年生活的窘迫，还有老师陆种园“先生

贫病老无儿”晚景的凄凉；他还写了范县“秃袖鹑衣小吏

贫”的贫困小吏、“四十聘妇”的穷人及向友人借债不获

的贫士，无不动人心弦，催人泪下。可见他爱民、亲民首

先是关心生活贫困的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他们是全社

会最急需关心、帮助的人，所以他通过[文为他们鼓与

呼！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同情与重视。

（三）为普通百姓伸张正义

板桥[文中有不少篇幅鞭挞了奢侈贪婪的达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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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与凶残的封建宗法制度，为百姓伸张正义，大声疾呼。

揭露富户p门的糜烂生活。在《潍县竹枝词四十首》

中就有：“呼卢一夜烧E蜡，割尽膏腴不挂心”“博进已赊

三十万，青楼犹伴美人P”是对他们狂赌滥嫖的斥责；他

们吃的是“巨口银鳞”的海鱼、诸城的“西施舌”，喝的是

“宝珠茶”，住的是“连云甲第”“带宅园林”；他们兼并土

地，“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p家”，是对他们奢侈

贪婪生活的愤懑。

鞭挞残暴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姑恶》《孤儿行》《后

孤儿行》等[中，如《姑恶》中写年仅 12岁的女孩到婆家

当童养媳，横遭婆婆“肆詈”“鞭挞”，头发被“揪秃”了，

“疤痕掩破襟”，都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唯.“一言

及姑恶，生命无须臾”！写叔叔为了霸占孤儿侄子的财

产，勾结官府把侄子关到牢中折磨而死，等等。

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残害人民。板桥抨击的锋

芒主要针对胥吏衙役。在《悍吏》《私刑恶》两首[中，都

给予深刻的揭露。写悍吏下乡鱼肉乡民，县官Y户口，他

们下乡“入村捉鹅鸭”；县官要养老，他们“沿村括稻谷”。

悍吏抓人“如豕搏”（像捆猪），被抓者“斩筋抉髓剔毛

发”，被刑$的人“忽漫无声四肢直”“游魂荡漾不得死，

婉转会苏天地黑”，犯人的“一丝一粒”的财物都被搜索

光，妻子儿女也被“累累”（绑成一串），还“牵累无辜十七

八”，连 70岁的邻居老翁也遭刑杖。

从以上简述可见，郑板桥的爱民、亲民还表现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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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被压迫、遭苦难的百姓一边，反对“扰民”“害

民”并为他们发出血泪控诉，有力地鞭挞了被誉为“康乾

盛世”的社会真实存在的丑恶现象。

（四）为贫苦民众排忧解难

郑板桥一方面无情揭露贪官污吏的罪恶行径，希

望官吏不扰民、不害民，要求他们“!而遽改之”，还要思

民、忧民。“衙斋卧'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板桥看来，作为州县官吏

要时刻想着百姓，哪怕是琐r的民情也要关注。另一方

面他身体力行，力求做到惠民、助民、\民。他说画兰竹

石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要求?弟对佃户要“待之以

礼”，佃户生活困难要给予借贷，无力交地租的要宽让。

在潍县任上，他不顾个人安危，开仓赈\，救助灾民；他

责令贮粮大户平粜，开设粥厂放赈。他晚年靠卖字画自

给，“偿置一囊，储银及果实，遇故人及乡人之贫者，随所

取赠之”。可见，他离开官场之后还在做助民、\民之事，

只是个人能力有限，只能接\贫穷的故人与家乡人了。

为了了解民间疾苦，他不要衙役喝道，不坐轿子，穿

着草鞋“问G入林深”，深入到田头看农民种地，向老农

了解收成，了解民情。穷人与富商打官司，他“右窭子而

左富商”，“窭子”就是穷人，指他保护穷人，斥责富商。他

在范县、潍县为官十二年，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

心，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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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郑板桥笔下的“竹”与泰州检察人的“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被称为四位

“V子”，所谓“V子”是指有道德修养、人格高尚的人，竹

V子是以竹喻人；我国古代又有“岁寒三友松、竹、梅”之

说。是指松、竹、梅经得起严寒环境的考验，能保持高洁

的本性。而竹除了竹叶凌冬不凋外，还具有节操、谦虚、

坚韧、正直、无所畏惧的美德，确实具有古代的V子之

风。

郑板桥一生画竹，无竹不居，与竹结下不解之缘。他

身怀[书画之绝，尤以画竹为最，常用寓竹[画表达个

人的情怀。今天，泰州检察人以竹喻检，实施“竹润检魂”

廉政建设工程，可谓与板桥以竹抒怀有n8同工之妙。

（一）竹之“君子”与检察人的形象

郑板桥在[词中一直把竹子作为V子来歌颂：“东

风昨夜入山来，吹得芳兰处处开。唯有竹为V子伴，更无

众卉许同栽。”这是直接把竹子作为V子的同伴。他还说

“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丈不移之石，千秋不

变之人，写三物与大V子为四美也”，以兰竹石为喻，赞

3了德行坚定，决不随G浮沉的V子美德。这次泰州市

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以竹润检，j养检察人的“V子”

风范，用竹子的V子美德来滋润心灵，修养身心，正合了

板桥笔下竹子的V子形象。

（二）竹之节操与检察人的品格

板桥有一对联咏竹云：“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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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人一代代相传接力，团结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前辈乐为“人梯”，新生奋发努力，追求突破的团

队精神。

（五）竹的无畏与检察人的气慨

板桥笔下的竹还作为无所畏惧的勇士来歌颂。“r

r的叶、疏疏的节，雪压不垂，风吹不折”“一二十片叶，

三四两竿节，可以耐风霜，亦可欺冰雪”是赞3不畏风霜

冰雪的威压、坚韧不屈的精神。“秋风昨夜x潇湘、触石

穿林m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一阵

狂风倒卷来，竹枝翻回向天开。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

区扫地埃！”这两首《题画》赞3了勇猛进击、斗争到底的

精神，不仅要“扫地”，而且要“扫云扫雾”清除阴霾，涤荡

乾坤；即使暂时遭挫，也要继续努力：“画根竹枝插块石，

石比竹枝高一尺。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泰

州检察人在打击犯罪、惩治腐败、惩恶3善时表现出的浩

然正气、无畏气概，与板桥先生所喻的竹的无畏是高度切

合的。

由这些[句可见，板桥以竹喻人，赞3竹子能经受

严冬环境的考验，具有节操、谦虚、坚韧、正直、英勇无畏

的美德。他的这些咏竹的[句，与我们泰州检察之魂是

多么契合。今天，泰州市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实施“竹

润检魂”廉政建设工程，~分挖掘和利用泰州本土廉政

文化资源，用郑板桥为官清廉的板桥精神以及其笔下竹

之品格，来润育泰州检察之魂，弘3板桥坚韧、正直、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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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廉洁的良好品行，润育爱检敬业、亲民爱民、廉洁自

律、无私奉献的泰州检察之魂，真是善莫大焉！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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