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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1014—1077 年），北宋眉州

青神县人，无论是任职地方还是立身朝堂，

他都嫉恶如仇，勇于担当，为官一任，振兴

一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的

进退祸福，享誉当世，流芳千古。今天，我

们读《宋史·陈希亮列传》，仍然不禁为陈

希亮的“三铁精神”所深深感动。

不畏权贵，铁腕执法。陈希亮嫉恶如

仇，秉公办案，他甚至胆大包天，冒死上疏，

公然与仁宗皇帝叫板。有人上书朝廷，举报

华阴人张元西入夏州，做了叛宋自立的李元

昊的谋臣。此时，宋军正被西夏军队打得焦

头烂额。闻张元叛逃投敌，助贼为虐，仁宗

不由火撞顶梁，遂命令将张元全族老老少少

一百多口尽皆缉捕归案，流放到房州集中羁

押。作为房州知州的陈希亮本当谨遵皇命，

奉旨行事，对张氏一族严加看管，频施惩戒，

也唯有如此，才能博得皇上好感，以求封赏

晋升。然而，陈希亮却甘愿冒着忤怒皇帝甚

至杀头的风险，上疏仁宗 ：“张元通敌之事

真假尚未可知，何以逼之太急？倘或张元真

的投降了敌国，此举岂不是更加坚定了他为

敌国效力的决心！何况现在羁押的都是张元

远房族人，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微臣恳请陛

下，还是开恩赦免他们吧。”呈上这封奏疏，

陈希亮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还好，仁宗此时

心境已大为好转，览表沉思良久，诏命赦免

张元族人。张元族人回归家乡后，将陈希亮

的画像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世代顶礼膜拜。

忠肝义胆，铁心为民。陈希亮调任雩

都知县。当地一帮巫师结伙儿作祟，每年搜

刮百姓的钱财祭鬼，称之为“春斋”，并且

散布谣言说，如果吝惜钱财，不这样做，有

三个穿着红衣的老头儿便会窜到人间来放

火。百姓年年受骗上当，白白损失大量金钱，

苦不堪言。陈希亮查明了事情真相，立即禁

止了这项活动。一方面强力出击，组织力量

摧毁不合礼制的祠堂上百座，勒令 70 多名

巫师回归务农 ；一方面釜底抽薪，向百姓广

为宣传，拆穿巫师的鬼把戏，使他们不再迷

信上当。当陈希亮奉命调离之际，当地父老

扶老携幼，送他出县境，流着热泪说 ：“青

天大人啊，您离开了我们，那穿红衣的老头

儿恐怕又要回来了！”

勇往直前，铁肩担道义。外戚沈元吉

横行汴京，骄纵不法，依仗皇亲贵胄的特殊

身份，强占田产，欺男霸女，杀人越货，无

人敢管。适逢陈希亮调任至开封府司录司，

沈元吉很快被缉拿归案，在升堂审讯时当场

气绝身亡。沈家上书皇上，控告陈希亮，皇

上诏命御史追究陈希亮及所有办案官员之

罪。陈希亮将所有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愤然道 ：“杀此贼者独我耳。”陈希亮因此被

治罪免官，废为平民。后来，陈希亮又被朝

廷重新起用，做凤翔知府。这年，凤翔闹饥荒，

陈希亮到任后，立即发布命令 ：即刻打开官

仓，将 12 万石粮食全部借贷给百姓，责任

由我一人独自承担。百姓官府两受益，“陈

青天”的呼声此起彼伏。

（王宁摘自《文史天地》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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