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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勤政清廉百姓称颂

余甸中进士后，在京师等候吏部送派期间，应福建巡抚张伯
行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不久，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
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收贿赂。发榜时，榜上有
名的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称颂。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余甸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
（今重庆市江津区）知县。接到任命时，有好友劝余甸不要去江
津县受职，理由是：当年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
有升迁机会，但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
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抚张伯行出面向朝
廷建议让他“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
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伯行面前说了
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重庆知
府，而江津县乃重庆府管辖，周某正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

对此，余甸坦然面对，并不畏惧。他只带一仆一马上任。
他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
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当堂裁决，从不拖沓。政务闲暇
时，他就召集读书人，一起诵文读诗，讲解性理，教化当地士民。

余甸对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
并定时公开，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廉明之风，深受百姓称
颂，重庆知府周某也对他消除了因误解而积怨的矛盾，两人的
关系也自此融洽起来。

二
拒加赋税捆绑特使

此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到青海作战。
他以“作战”之名对四川各县额外加派赋税，以中饱私囊。四川
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
言。当时，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也都是康熙皇帝
倚重的宠臣。因此，各州县对年羹尧的加征加收，都唯命是
从。不过这就苦了四川百姓。

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抵制年羹尧的非法征
赋行为。在这此前，年羹尧已是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衙，要求余

甸按他的指令加征加收，但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
信吏员，手持年羹尧亲笔手令来到江津，他以为这样就能震慑
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

年羹尧的特使到了江津县衙，余甸闭门不见。特使不耐烦
了，就在衙署外大吵大骂。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
把特使押上堂来。衙役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于是，余甸亲自
动手，把特使按倒在地下，进行捆绑。县丞和主簿等吏员出面
劝阻说：余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羹尧乃是
上官，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
但无济于事，连余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
……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
役对特使动刑。

围观的民众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民
众数十人上到公堂，哀告说：“余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
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了一个好父母官的庇护，赤子
无依呀。”

余甸被众人的求告所感动，最后同意放了年羹尧的特使。
但年羹尧的特使不肯离去，他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
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
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
交我的好友收存。”

余甸的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赋税的证据在我手
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羹尧的特使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
去。

三
百姓立“去思碑”纪念

余甸在衙署捆绑年羹尧特使的事件引起强烈反响。消息
传到京城，朝野震动。年羹尧更是气得暴跳如雷。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朝廷吏部要选调一批京官，余
甸被任命为吏部稽勋司主事，主要任务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
绩。余甸升任了，江津民众“遮道泣送”，后来百姓又在东门外
的义门牌坊下立了一尊“去思碑”。

不久，余甸又被提升为山东济宁道道员，后再被命为山东
按察使。清雍正帝还亲自召见余甸，他对大臣们说：“朕又得一
直臣矣！”不久，余甸被调入京城为官。

清雍正五年（1727年），72岁的余甸卒于家中。江津百姓
闻此噩讯，群聚在“去思碑”前缅怀这个清官。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

夏天来了，手不离扇，我想到苏东坡题扇的故事。
相传，苏东坡担任杭州太守时，狠抓积案。
有一人上告：街坊何老三，借他20两银子作本钱，卖

扇。可是，夏天早过，秋去冬来，他一厘未还。
苏东坡叫衙役押来何老三。
苏东坡见何老三矮壮憨厚，面相朴讷，一看就不像奸

狡之徒。不还钱，必有原因。
“被告何老三，何故不还钱？”苏东坡问。
“老爷，不是小民耍赖，实在是没得钱还。”何老三回

答。
“你卖扇子的钱呢？”苏东坡又问。
“老爷，今年夏天，阴雨绵绵，天气凉爽，没有人买扇

子呵！”何老三再次回禀。
苏东坡查证，那年夏天平均气温仅为24℃，比平常年份

低了7℃-8℃，何老三没有撒谎。可是，欠债还钱，理所当
然。苏东坡审案多年，绝不会有违法令。不过，苏东坡并
没有惩罚何老三，而是叫他回家，搬来20把扇子。

苏东坡当场吟诗，书写在扇面上：
菰蒲无边水茫茫，
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然后，苏东坡令何老三当街销售。

有苏东坡题字的扇子，被抬高到一两
银子一把，还争得打架。

何老三还了钱，家里剩的扇子
就是赚的，明年再卖。一场官司，化

于无形，老百姓无不称道。
苏东坡做了好事，晚上少不了喝二两小酒。
次年，苏东坡客访邻州，发现邻州也在卖扇，上面居

然是他的诗。
朋友调侃苏东坡：“你会挣钱呵，这润笔不少吧？”
那个年代，文化人拿点润笔，天经地义。
苏东坡拿过扇子，看到上面的字和他的字只有七分

相似，并不是他所写，应该是别人仿写的。
苏东坡对朋友苦笑几声，说了缘故，也没有多想。
但夏天刚过，塘报送来，上面印有弹劾他的文章：题

扇敛财，不务正业。
真是天大的冤枉。
那时，朝内对苏东坡攻讦甚炽，他不得不请辞太守之

职。好友寥和尚不甘心，决心查明真相。
原来，事情坏在何老三身上。苏东坡题诗扇面，让他

渡过难关，他内心很感动。但同时他想：为啥苏东坡一题
字，扇子就增值多倍啊？有文人告诉他，原因是苏字值钱。

何老三面善，却有贪心。他想肯定再请不动苏东坡
了，于是请人仿写苏字，题诗扇面，不在杭州售卖，而是发
往邻近的苏、湖、常等地。哪知，竟然被苏东坡碰上了。

苏老三被押来，伪造他人字画，按律当判刑。
苏东坡却没有判他刑，而是对何老三说：你如果学我

的字，学得九分像，就放你。何老三是文盲，如何学得来苏
东坡的字？不出半年，何老三衰老了，走路都走不稳了。

苏东坡只好把他放了。
何老三回到家，不久，抑郁症病发，吊死在挂枝上。

苏东坡痛惜不已，他原想让何老三学会自
己的字，也好谋生，结果事与愿违，白白让何

老三丢了性命。看来，好心不一定能办
成好事。

在何老三坟前，苏东坡流泪化
纸，并吟诗一首：

去年烈日来迟迟，
题扇还钱正当时。
今年夏天酷暑旺，
害得老三挂树枝。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苏东坡题扇
□马卫

江津有块“去思碑”
纪念爱民清官余甸

□庞国翔

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江津百姓在县城东门外的义门牌
坊下，立起了一尊约一人高的青
石石碑，他们将这叫作“去思
碑”，其意为“斯人虽外任，感思
到永远”。这块“去思碑”是专
为一个叫余甸的县官所立，里
面藏着他为官清廉的故事。

余 甸（1655 年 ～1726
年）原名余祖训，字仲敏，号
田生，福建福清人。清康
熙四十五年（1706 年）中
进士。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年）任江津知县。
清光绪版《江津县志》
卷三“职官场·知县
篇”记载：“余甸，居官
清廉，革除杂派，听
断明决，公暇勤课
士子。作歌劝农
三载，擢史部稽勋
司主事。”

余甸的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