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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出兵，死不从礼。”这是楚国一句非常有名的古话。意思是说，一个君
王，如果在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带兵出征打过胜仗，死后就不能用王礼安葬，更不够
资格进入宗庙。对此，新锐史学家王伟先生认为，“这是祖先对楚人的督促和提醒：
所有的富足都是暂时的，没有进取精神，迟早有一天会有灭国之灾”。

据史书记载，楚康王即位后，康王元年的皋舟之战，楚军出师不利。第三年的
湛阪之战，楚国军队又打败了。到了第五年，还没有率军出征打过胜仗的康王就有
些坐不住了，他对令尹子庚说：“我在位至今已有五年了，却还没有率军出征过，国
人说我掌管国家却不出师，恐怕将来我死后都不配用王礼安葬了，更不配享祭于祖
庙。人们以为我贪图安逸，忘了先君的霸业！大夫，你快点帮我谋划谋划吧！”这个
故事说明，楚人的血液之中充盈着杀气冲天、强悍无比的尚武精神。

这，也许就是楚国为什么能够从逆境中强势崛起的秘密。在800多年的时间
里，楚国在开疆拓土的征战中涌现了一大批勇武有为、冲锋在前的君王。据《左传》
记载，前575年，楚、晋两国为争夺郑国而爆发了大战。楚共王在两军杀得难解难
分之时，身先士卒，奋勇当先，靠前指挥，不料却被晋将吕锜一箭射中眼睛，共王毫
不畏惧，奋力将箭从自己的眼睛里拔出，随即召来神箭手养由基令其射杀了吕锜。

其实，在楚国建国前的300年时间里，《左传》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楚”字。直到前
710年，《左传》中才第一次出现“楚”字——“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惧楚”两
个字，让我们感受到横空出世的楚，就是一只令“蔡侯、郑伯”胆寒的猛虎，刚一亮相就
让中原诸国的国君慌了神。的确，春秋早期楚国国君熊渠为了拓展楚国的生存空间，
一连发动了“三大战役”，西征庸国，东讨扬越，远伐鄂国。楚军“三战三捷，从而使‘出
自幽谷’的楚人‘迁于乔木’，楚国也转弱为强，真正开始立足于诸侯之林了。”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晚年楚武王的最好写照。熊通为了能增强楚国国
力，提升楚军战斗力，将目标紧紧地盯住周王朝掌控的铜矿资源。为了夺得周朝
掌控的铜矿资源，熊通敢于拿这个当时不知道比自己国力强多少倍的随国开刀。
前706年，楚武王亲率大军讨伐随国。只是，令熊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伐随之战
会如此的艰难。就如同今天的俄乌之战，一旦开战，往往就不会依人的意志而转
移。第三次伐随时，武王已有70多岁，仍亲率大军出征，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老
命。按照楚武王生前的安排，楚军将领严密地封锁了武王去世的消息。他们化悲
痛为力量，像猛虎出山一样扑向随国。“虽然群龙无首，但楚武王给楚军留下的，
是最宝贵的，必胜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楚军更加势不可挡。”面对如此强悍
的楚军，随国军队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就败下阵来。楚军用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
告慰了为国捐躯的楚武王。此役，“随人深切体会到楚人是不可战胜的，此后就心
甘情愿地臣服楚国了”。

楚人炽热与坚贞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楚人不停地“战斗、战斗”，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逐渐变得强大。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就是在腥风血雨中征战与厮杀的历
史。残酷的战争，让楚国的军队不断地变得更加强大。有学者说，正是在无畏的君
王的带领下，楚人才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比如，春秋时期的
楚国16任君王中，就有13任楚王亲自带兵，征战在开疆扩土的第一线。世人都说，
楚庄王在问鼎中原时如何的潇洒，但“庄王的称霸，很艰难”。正如易中天教授所
说，楚庄王“血战而霸，苦战而霸”。面对强者，敢于亮剑；面对生死，绝不后退。楚
国正是在血与火的撕杀，成就了霸业。这，就是楚人在长期与外族不断厮杀搏斗的
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虎狼之性。

总之，必胜的信念，在楚人的血液中奔腾、呐喊。由于楚国建国得来的实在太
不容易，所以处于初创和上升期的楚王们都是枕戈待旦的。在没有实现“打回老家
去”的终极目标之前，楚人需要通过不停地战斗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于是，楚人
一刻也不敢松懈，他们要用战斗的胜利来向那些瞧不起楚人的中原人证明自己，他
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自己的国土，更要用自己流淌的鲜血去改写中国历史，书
写楚国崛起的壮丽华章。

在吴楚之战中，楚人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深远。在柏举之战中，楚国最
高行政长官“莫敖大心”在身陷重围之时，表现出成仁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大
义凛然地说：“现在兵尽矢绝，楚国败亡之期已到，我将与敌人徒手搏斗，为楚国战
死，能多扑杀一人，就不枉楚国社稷哺育了我。”说罢，带头只身冲入敌阵，在与吴军
搏杀中壮烈牺牲。前506年，吴王阖闾率领吴军击败楚军，攻占了楚国都城。据史
书记载，当吴国军队攻入郢都之后，守城的楚国士兵和市民自发组成“敢死队”，同
吴兵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但楚国的文武百官，就连平民百姓也都表现出舍生忘
死的英雄气概。据说，就连王宫的婢女们也都人人手持武器，守卫着宫门。都城沦
陷后，楚国民众人自为战，吓得吴王阖闾一夜之间竟然换了五次住处，生怕在睡梦
里被楚人砍掉了脑壳。最后，众志成城的楚人终于与秦国援军一道，击退了猖狂一
时的吴军。可见，“在楚国人民看来，保家、卫国、护王是他们的义务和职责。这份
义务和职责，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表现得更加感人至深”。有资料表明，在
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时，楚人战死无数，没有一个投敌献媚。当时，远离纪南城
被流放的屈原在听到郢都沦陷的消息后，悲愤交加，投江自尽。

长期以来，楚人逐渐养成了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精神。正是由于“每一个楚人
的心中，都有一团火。那是祖先传下来的，不畏苦难、奋勇向前的执念”。所以，楚
先民才能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才能在狭小的蛮荒之
地里，用鲜血与生命杀出逆境，一步步走向强大，从而跻身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
霸主地位。

以廉为姓的维族名臣——廉希宪
□ 谢谢 葵葵

北京海淀区有个魏公村，著名的北京外
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就
在這一带。此地在元朝时是畏兀儿（维吾
尔）官员的宅寓及其家族墓地之所在，因敕
封“魏国公”的布鲁海牙及其子廉希宪家族
都葬于此而得名。

廉希宪（1231年-1280年）之父布鲁海牙
跟随成吉思汗征战，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
廉访使（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任命的
当天，恰好第二个儿子出生，他说：“是儿必大
吾门，吾闻古者以官受氏，天将以廉氏吾宗
乎！吾其从之。”因此，给儿子取名廉希宪。

1249 年，廉希宪 19岁被召入王府为
怯薛（宫廷卫士），忽必烈对他很是器重。
廉希宪曾两次出镇关中，任京兆、四川道宣
抚使，重用良将，力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
都海，平定关陇，旋即升任平章政事。在拥
戴忽必烈和平定关陇的过程，不仅显示了
廉希宪的军事才能，而且表明他是一个具
有政治远见，善于审时度势，临事镇定，处
理问题果断的政治家。此后，廉希宪以中
书右丞和中书平章政事先后在中央和京
兆、山东、北京、江陵等地任职，为元朝初创
立下了汗马功劳。

翊赞中枢翊赞中枢 整饬朝纲整饬朝纲
中统二年（1261 年）春，希宪奉诏还朝，

入中书省；五月，授中书平章政事。他在朝
廷秉公执法，有几个著名的事例。

激浊扬清 知人善任
史天泽（1202年-1275年）是忽必烈推行

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为开创元帝国的一统
江山，多有建树。当时有人说他党羽众多，
权威过甚，恐怕要谋反。忽必烈怕他势力过
大，准备将其罢官。廉希宪极力解释说，史
天泽帮助陛下打天下，劳苦功高，遭人嫉妒，
请千万不可听信谗言，要罢免他就连我一起
罢免。忽必烈反复思考，改变了主意，史天
泽得以幸免。

又一次，忽必烈因听信诬告，命令他诛
杀四川帅钦察，廉希宪说：“钦察大帅，以一
小人言被诛，民心必骇，收系至此，与讼者廷
对，然后明其罪於天下为宜。”于是诏二人对
质，其后查明事无实据，钦察得以保全。

秉公执法 不计得失
至元六年（1269 年），一次，忽必烈下诏

大赦京城囚徒。一个西域商人匿赞马丁也
被释放，廉希宪因为告假，不在京城，不知此
事。匿赞马丁的仇家上告到忽必烈那里，廉
希宪认为有大赦的诏书，匿赞马丁可以被释
放，补上自己的签名。忽必烈很不满意，至
元七年正月（1270年），廉希宪被罢官。他居
家四年，以读书、教子为务。

后来，忽必烈问廉希宪在家做什么，侍
臣说他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

“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
为？”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玛害怕廉希宪
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进谗说：“希宪
日与妻子宴乐尔。”忽必烈听了怒斥道：“希
宪清贫，何从宴设！”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
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

疾恶如仇 进贤若渴
廉希宪任平章政事的时候，正遇上拥有

权势的大奸臣阿合马总揽国家的财务大

权。至元五年(1268年)，始建御史台，继设各
道提刑按察司。当时阿合马说：“庶务责成
诸路，钱谷付之转运，今绳治之如此，事何由
办？”希宪说：“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
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
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恣贪暴，事岂可
集耶！”阿合马无言以对。

有一次，廉希宪生病，医生说需要砂糖，
当时的砂糖是稀有的东西，阿合马派人送来
两斤，被廉希宪拒之门外，他说：“使此物果
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

阿合马贪赃枉法，搜刮钱财，在各地强
占民田，同时挟权经商，获取四方之利，在家
中设置总库。他还仗势欺人，欺男霸女，拥
有妻妾400余人，荒淫到了极点。后来由于
与同伙分赃不均，互相揭发，致使案情败
露。忽必烈委托中书省进行审理查处，可
是，中书省的几位大臣谁也不敢彻查此事。

正在朝廷左右为难之际，廉希宪挺身而
出，毅然决定亲自审理这个案件。经过详细
审问和调查，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人赃俱在，
罪行属实，阿合马及其党羽得到了应有惩罚。

抑制近幸 不畏权贵
至正十一年(1351 年)二月，诏起廉希宪

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用意是
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
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
称驸马，在城外扎营，敲诈勒索。即遣吏逮
捕假“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
榻上，希宪下令拖下来下跪，责他私设公堂
违法，这人哀求免死，连夜拔营逃走。

忽必烈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与驸马打猎
时经常踏坏百姓的庄稼，百姓既敢怒不敢
言。廉希宪知道后，严加查办，公主出一万
五千贯钱赔偿受害百姓，从此再也不敢滋扰
百姓了。

忽必烈说：“吏废法而贪，民失业而逃，工
不给用，财不赡费，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为
相，朕无此忧。”他回答说：“陛下圣犹尧、舜，
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治化，以致
太平，怀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

廉希宪最崇拜唐代的魏徵，他说：“忠臣
良臣，何代无之，顾人主用不用尔。”认为秉
忠直言是做臣子的本分。他每次上朝议事，
都是直陈利弊得失，在朝堂上丝毫不留情
面，忽必烈说：

“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为天子
臣，乃尔木强耶？”希宪回答：“王府事轻，天
下事重，一或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
爱也。”

治荆有方治荆有方 百废俱兴百废俱兴
至元十二年（1275年）四月，元朝右丞相

阿里海牙领兵沿长江进至沙市。在沙市的
北面，原有南平王国高季兴为了抗御来自北
方的军事威胁开掘的“高氏三海”，刚好当年
干旱无雨，恃水为防的预设阵地失效。阿里
海牙率元军从干涸的湖底取道向沙市进
攻，“城不下，纵火攻之”。风仗火势，火助
兵威，一座繁华商埠顷刻化为乌有。元兵乘
势杀入，宋军抵挡不住，沙市失陷，宋军都统
程文亮战死，监镇司马梦求（司马光第五代
孙）自尽。

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
府镇守。忽必烈乃派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
省江陵，授与他任命三品以下官员的权力。
廉希宪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
酷暑直奔江陵。

战火之后的江陵，满目疮痍，一片萧
条。白天也紧闭城门，晚上严禁灯火，民心
惊惶。希宪到达治所，当天就禁止抢掠，使
商贩恢复贸易；令士兵各自归营，非调发不
许擅自出军营一步；下令打开城门，撤去关
卡，取消宵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
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
理，人心渐安。

南宋为了防御元军，引沮漳河水注入古
杨水故道，使之形成“四柜”，但并未阻挡蒙
古铁骑，淹没之地却有数百万亩。战事过
后，急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廉希宪命令决
堤放水，开垦良田，颁给百姓耕种，承诺三年
不收租，三年后减半收租。当时公安水灾，
他调拨沙市储备粮二十万斛，用以赈济公安

县饥民。
阿里海牙在对宋作战中，在湖广俘降民

三千八百户为奴，称为“驱口”。驱口不能与
其他阶层通婚，子子孙孙永为奴隶。廉希宪
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
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他人收养，病
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订立文书典卖妻
子儿女的人，加重治罪，并没收非法所得。

希宪在荆州，首先登记原宋朝官吏中的
能人，以备选取和咨询，还挑选了20多人，
根据才能授任相应的官职，并无猜疑之心。
有人提出异议，廉希宪说：“今皆国家臣子
也，何用致疑。”这些前朝旧官吏晋见元朝官
员，都争相送礼，遭到他的严厉斥责：“汝等
身仍故官，或不次迁擢，当念圣恩，尽力报
效。今所馈者，若皆己物，我取之为非义；一
或系官，事同盗窃；若敛于民，不为无罪。宜
戒慎之。”

行贿者惭愧谢罪离去，当地官场风气为
之一振。

廉希宪服膺汉学，热爱尊重儒家文化，
有“廉孟子”之称。地方秩序刚刚稳定，他又
大力兴办学校，选择教官，购置经典书籍，天
明时亲自到学校讲课，以鼓励学生。曾经拆
了官舍，恢复竹林书院，购书一万四千卷，入
学者与日俱增。

廉希宪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今贵州
岑巩县）、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土官田、杨二
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都越过边境率民众
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的奴隶
则接受之，然后释放回家，被释放的人于是
自称“廉民”。

此事上奏朝廷，忽必烈称赞说：“先朝非
用兵不可得地，今希宪能令数千百里外越境
纳土，其治化可见也。”

廉希宪兴利除弊，这使荆州很快出现了
勃勃生机。几年后，忽必烈将他调回京师。
廉希宪临行时，“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
江陵百姓号泣遮道，留之不得，都争先恐后
画像建祠。

鞠躬尽瘁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死而后已
至元十四年(1277 年)春，廉希宪奉召还

朝。当时有人建议设立门下省，忽必烈认为
门下省侍中非希宪不可。后因阿合马反对，
门下省没有建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

廉希宪病情好转，忽必烈高兴地说：“卿
得良医，疾向愈矣。”廉希宪回答：“医持善药
以疗臣疾，苟能戒慎，则诚如圣谕；设或肆惰，
良医何益？”忽必烈悟出，这是廉希宪在“以医
讽谏”，对他愈加敬重，又派太子前往探病，希
宪病重之际仍然不忘劝谏之责，他说：

“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
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
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
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药矣。”

廉希宪临终时叮嘱儿孙说：“丈夫见义
勇为，祸福无预于己，谓皋陶、后稷、周公、召
公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无牵制，
三代可复也。汝读《狄梁公传》乎？梁公有
大节，为不肖子所坠，汝辈宜慎之！”

至元十七年（1280 年），廉希宪病故，终
年50岁。大德八年（1304年），追封魏国公。
廉希宪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是元朝开国功
臣。但他虽位高权重，却能以“大丈夫见义
勇为，祸福不足以动摇”自警，从不考虑个人
的进退荣辱。他一生清贫廉洁，刚直不阿，
善于招抚，不事杀戮。所至之处，招徕流民，
发展生产，减轻赋税，维持治安。他在近30
年的政治生涯中，忠于职守，体察民间疾苦，
并致力于除暴安良，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宋濂曾在《元史》评论说：“希宪在中书，振举
纲维，综劾名实，汰逐冗滥，裁抑侥幸，兴利
除害，事无不便，当时翕然称治，典章文物，
粲然可考。”

因为廉希宪是少数民族，又因元朝国祚
短，所以其知名度不高。纵观他一生的业
绩，与其它朝代中优秀的汉族官员相比也毫
不逊色。他正如天山吹来的一缕清风，飘过
元代政坛，涤荡出一方净土，留下清廉、刚直
和高洁，令后人敬仰！

（参考文献《元史·廉希宪》卷一百二十
六，列传第十三）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沙市三清观遗址
沙市三清观始建于公元1184年、1189年间，

明祠被毁，光绪初年重建，距今800余年，是经历
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有代表性的道观建筑。

记得那一年三伏里的一天，为了保护这座历
史古建，我父亲、夏艺圃、徐树楷等老一辈学人，
聚集在我家，对保护三清观的历史价值、意义作
出认真严谨的论述。三位老人一人一把大蒲扇
仍是汗流浃背，那个情景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
成文后四处奔波，征集荆沙知名文化人的签名，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沙市三清观还是
被拆毁了。

假如三清观能保留到今天，在此基础上，修
旧如旧恢复原貌，定能成为人们忆古怀旧、休闲
游览的绝佳所在。

翰墨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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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中山公园是全国最大的中山公园，始建
于 1935 年，园名是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所
题，后由董必武题写。公园内的春秋阁原为金龙
寺一座戏楼，建于1806年，后毁于一场大火。于
1934年重建于中山公园，供奉一尊关羽读夜《春
秋》的塑像，故名“春秋阁”。

那一年，一个雪后晴日，春秋阁银妆素裏，周
围万籁俱寂，朦胧的太阳、暖暖的光，一切都好像
凝固定格在历史的时空里，如梦如幻。

1975中山公园春秋阁

雪霁——1975中山公园春秋阁 沙市三清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