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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据记载，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既做过高

官，也多次被贬。但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

江湖之远，他都过着比较俭朴的生活。元丰

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

副使，一家人的吃用只靠他微薄的收入来维

持。为此，他绞尽脑汁，精打细算：根据自己

的俸禄收入，把全年需要的所有开支计算出

来，平均分成 12份，每月只用其中的一份；然

后又把每月的一份平均分成 30小份，每天只

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挂在房梁上，每天

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取下

钱袋以后，苏轼要仔细权衡一天的开销，只准

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存放在一个

竹筒里，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虽然苏轼官至

高位，俸禄丰厚，但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计划开

支节俭生活的习惯。

从古至今，勤俭节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一直被人们广为推崇。节俭是锤炼

个人修养和品格的良好途径。不管你身份

多么尊贵，抑或只是平民百姓，对每个人而

言，节俭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反而应该感

到光荣。节俭也不是作秀给别人看，而应该

把节俭放在灵魂中，去学习，去思考，去实

践，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把优良的传统

继承下去。

春秋时期鲁国的重臣季文子，在担任国

相时，除了朝服以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每次外出，所乘坐的车马也极其简单。见他

如此节俭，鲁国上卿仲孙它劝季文子说：你

身为鲁国的上卿，做了两代君王的国相，德

高望重，但你自己不注重衣着服饰，这样不

是显得太寒酸了吗？也会让其他国家的人

笑话您啊！这样做实在有损于我们国家的

颜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对仲孙它严肃

地说：一个人的能力与品德，不能根据他的

服饰穿着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强弱与荣辱，

不能靠臣子们是否衣着光鲜、车马亮丽来体

现，而是通过臣民们高洁的品行体现出来。

仲孙它听后，满脸羞愧，内心也对季文子更

多了一份敬重。

汉文帝刘恒作为一朝天子，从不骄奢淫

逸，他以秦朝奢靡致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的

苦乐对政权安定的重要意义，故而在位时身

体力行，凡事以节俭为先，成为百姓的表率。

古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大都修有漂亮的

露台，大臣们建议汉文帝也修建一个露台。

于是，汉文帝便召集工匠，计算一下建造露台

的费用。工匠们回答说，费用不算多，一百斤

金子就足够了。汉文帝听后吃了一惊，忙问

道：一百斤金子，是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

呢？工匠们回答说：大概十户左右。汉文帝

听了，连忙摆摆手说：现在国库的钱不多，还

是把这些钱省下来吧！因为心中记挂着百姓

生活的艰辛，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时间里，

没有盖过宫殿，也没有修过园林，甚至连供皇

室娱乐的动物、设施和车马仪仗都没有增

添。省下来的钱，用来供养 80 岁以上的老

人，每月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 90岁以上的

老人，再增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绵，给他们

做衣服。

即便是到了晚年，汉文帝在处理身后事

的时候，仍不忘节俭。临终前，他颁下遗诏，

要求为自己简办丧事。他说：为我建造的陵

墓只可以用砖瓦，不要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

金属装饰；不要建造高大的坟墓，陵墓周围的

山川要保持原貌，不能有所改变；丧事要从

简，尽量节省人力和资金。汉文帝节俭的美

德令臣民称赞，天下百姓纷纷效仿，因此社会

风气日善，国家也慢慢富裕起来。正是因为

汉文帝的节俭爱民和励精图治，才造就了“文

景之治”的盛世。③6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至今日，人们还对那场发生在清朝末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记忆犹新”，这场被无数

电影和教科书提及的战争以清军败北收局，

并让日本人割走了台湾。

虽然战争失败原因是多重的，并非仅仅

是因为慈禧挪用军费，但慈禧大寿上的奢华

场景和黄海上漂浮的满清兵勇的残尸形成巨

大对比，此后满清开始不得民心。

光绪二十年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

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

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

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建设，将钱移作军

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

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

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

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

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

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停止其

在颐和园受贺事宜。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

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 60
岁生日。结果这顿饭，吃掉了整个北洋水师！

慈禧在战争爆发之际的那句“今日令吾

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充分暴露了其

好面子的性格，慈禧也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留

下了心胸狭窄、骄奢太后的形象——在其垮

台前，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丢尽

了这个国家的脸。③6
摘编自《今晚报》

慈禧一顿饭慈禧一顿饭““吃掉吃掉””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成宗大德七年，元朝政府颁布诏书，官员

年满 70岁可以退休，掌管太史院的昭文馆大

学士郭守敬时年已经 73岁，申请退休却不被

批准，他还要为朝廷效力 10余年。郭守敬于

而立之年才正式参加水利工作，职业生涯长

达 55年，但他的传奇不止于时间，更在于执

着精神，业精于敬，道守于一，淡泊名利之间

成就济世惠民之功。

郭守敬从小深受家学熏陶，在祖父郭荣

的教导下，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尤其表现出

了对于器械制造和工程设计的极大兴趣。有

一次，郭荣的好友子聪和尚来访，两人切磋学

问，热烈讨论一种已经失传的计时器“莲花

漏”。年仅 15岁的郭守敬在旁聆听，根据两

位长辈手中的拓片，开始钻研“莲花漏”结构

并试图仿制，子聪和尚深以为奇，将他收入门

下。子聪和尚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秉忠，

不仅是元朝的学术大神，也是深受元世祖忽

必烈信任的重臣。郭守敬在恩师的精心培养

下，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成为邢州学派

的代表人物。

郭守敬精通水利，很早就崭露头角，21
岁时修复了家乡邢州城北的达活泉石桥，并

疏浚了达活泉、野狐泉等河道。他勤于思考，

对待水利工作一丝不苟，尽可能实地勘探研

究，对于水文、地理、工程的精准把握，令人叹

服。元成宗大德二年，朝廷讨论一项水利工

程。郭守敬认为工程所在地为山区，大雨时

水流汇集很快，建议干渠宽度应在 50步（古

人计量长度的单位）至 70步，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方案没被采纳。第二年，大雨来临，水渠

行洪不畅，造成了巨大损失，元成宗十分后悔

没听取郭守敬的建议。“料事如神”来自于精

深的专业造诣和严谨的科学精神，郭守敬终

生对此孜孜以求。

郭守敬涉足的工作领域广泛，不仅仅有

水利还有天文，但无论干哪一行，他都干得十

分出色。郭守敬年轻时主要从事水利工作，

35岁任都水少监，41岁任都水监。人过 40不
学艺，然而人至中年的郭守敬，职业生涯却发

生了重大转折。公元 1275年，都水监并入工

部，45岁的郭守敬任工部郎中，参与编制《授

时历》，从水利领域一下子跨界到了天文领

域。郭守敬迅速适应了新岗位，数年苦功，到

公元 1280年，新历告成，定名《授时历》，郭守

敬也正式就任太史令。《授时历》是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最准确的历法，在中国沿用了 300
多年。

郭守敬似乎“官运不佳”，41 岁任都水

监，到了 61岁再次就任都水监，辛苦工作 20
年，虽然岗位多变，但是级别一直未变。在

这期间，郭守敬完成了包括《授时历》在内

的多项重大任务，作为刘秉忠的爱徒，又深

受朝廷信任，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十分赏

识他，若想谋取高官，“跑跑动动”应非难

事。但是，郭守敬心里好像只有工作，在乎

的是做事的机会，毫不在意官有多大。无

论在哪个阶段，郭守敬对于自己的本职工

作始终充满了热情。

邢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才德兼备，其

中多人后来都身居高位，相比之下郭守敬

的官位不显。但郭守敬一生专注本职工

作，屡屡主动承担艰巨任务，无不精益求

精，反而成了邢州学派中最为后人所知的

代表。③6
摘编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房梁挂钱”说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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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