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廉故事一 

 

王溥，是明朝時桂林人，洪武年間任廣東參政，因廉潔有德而

被人稱道。 

王溥的弟弟有一次來探親，同王溥的下屬乘同一條船，下屬贈

送一件布袍給他。王溥知道後，命令弟弟將布袍歸還，說：“一

件衣服雖然微不足道，但不可不謹慎，因為這就是玷污行為、侮

辱自身的開始。” 

王溥勤修德政，為百姓提供了很多方便，雖然任官多年，但箱

子裏沒有多餘的衣服，廚房裏都沒有兩種食物。 

後來王溥受到誣陷而被關入牢獄，有下屬贈送給他財物，他一

概不接受，說：“我豈能因為患難而改變心志！” 

事後冤情得以昭雪，王溥回到家鄉安享晚年。 

王溥嚴守操行，不以細微之事而污了自身清白。這位有德君子

用一生的實踐，為後人證實了廉潔的高尚與難得。 

 



清廉故事二： 

 

鄭板橋，是江蘇興化人，清乾隆年間進士，客居揚州，曾擔任

山東范縣和濰縣的縣令十多年，為了不騷擾百姓，他任官期間從不

大擺排場和官威，總是簡裝出行，遇到需要幫助的貧苦之人，總是

解囊相助。 

進士韓夢周原先貧困潦倒，深夜在茅屋苦讀時，被鄭板橋發

現，鄭板橋非常憐憫，用自己的俸祿資助他去參加了科舉考試，結

果高中進士。對於孤兒，鄭板橋更是傾力相助。即使對於佣人，鄭

板橋也不曾另眼看待他們，並且經常教育家人不能苛責佣人。 

有一年濰縣遇到災荒，鄭板橋捐出自己的俸祿，並且開倉放糧

救濟災民，下屬勸他不要擅自作主，以免被治罪，但鄭板橋認為百

姓的生死危在旦夕，上邊要怪罪就由他一人承擔。並刻了一方「恨

不得填滿普天飢債」的圖章以明志。  

鄭板橋因為為百姓力爭賑濟而被貪官污吏嫉恨，最終遭誣告而

罷官。在離任時，百姓們爭相來為他送行。鄭板橋回到揚州後，以

賣畫為生，專注於詩書畫的藝術創作，更將自己推崇的節操和德行

融會於藝術創作之中。他的作品流芳後世，直到如今人們還對其鍾

愛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