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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连载之一:“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齐国贤相晏婴 

阅读次数： 500  2006-4-24 11:49:00 

【编者按】  

     历史是一面镜子。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从历史里面可以吸取智慧、吸取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一些

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尤其是各个领域里的腐败现象，引起广大群众的不

满，“反腐倡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最近，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宁波市江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策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腐败史

话》丛书。本刊从本期开始，连载其中《清风长留天地间》、《刑场上

的红顶子》两书的精彩章节。  

     看看留芳千古的清官的感人事迹，再看看遗臭万年的贪官的可耻下

场，肯定会给今人留下很多的思考和感悟。  

 

     步出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国宫城遗址以北三百米，有一座高十余

米、方圆近百米的古墓，墓前有明代万历年间所立石碑一座，碑文有

“齐相晏平仲之墓”七个古朴苍劲的大字，相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

之墓。  

     晏婴（？——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尊

称晏子，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他出身齐国名门贵族晏氏。齐灵公二

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婴继任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



三朝，辅政长达四十余年，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

交家，也是早期中国有名的清官廉吏。据考证，他不仅生活节俭，廉洁

奉公，而且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

被后人誉为名相或贤相。他的言行事迹有《晏子春秋》一书流传于世。  

清廉俭约，屡拒赏赐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凭借其世卿世禄的特权，生活极端腐朽

堕落，奢侈之风盛行。晏婴虽然身为辅相，却大力倡导俭朴节约，并且

身体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节俭为齐人所称道。  

     晏婴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便祭祀祖先也不过把衣服和帽子洗干

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

一直穿了三十多年。每日粗茶淡饭，正餐也不过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

素两个菜。据记载，一天，晏婴正要吃午饭，齐景公派人来见他，晏婴

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来人共进午餐。景公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

说：“相国家里竟然如此清贫！”说完，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黄金千

两，以供他接待客人的开支。不料晏婴不愿接受，叫来人带回。景公命

人再送，他还是执意不肯收下。当景公命人第三次送来时，晏婴对来人

说：“请禀报大王，我并不贫困。大王给我的俸禄，不仅足够我供养家

人、接待客人之用，还可以用来接济穷苦百姓。所以，我不能接受大王

额外的赏赐了！”来人非常为难地对晏婴说：“相国，我也是奉命办

事。您这次再不收下，叫我如何去回报大王呢？”晏婴想了想，说：

“既然如此，我和你一起进宫，让我当面向大王辞谢。”  

     晏婴见了景公，首先感谢他对自己的厚爱，深怕景公再坚持，便先

向景公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

治理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就变成

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

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人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

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

赏的五百个村庄吗？你晏婴为什么要推辞呢？”晏婴便以“圣人千虑，

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相对答，并认为自己虽然愚笨，

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能是正确的。景公见他把话说到如此地步，也只

好作罢。  



     晏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

景公知道后，觉得晏婴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三次派人

送去新车骏马，却都被晏婴拒绝了。景公非常不高兴，责问他为何不

收，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

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

马，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毒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

时候，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  

     至于住的，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齐景公提出要为他

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但被晏婴婉拒。齐景公并不死心，趁晏婴出使

他国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的相国府。晏婴回国之后，马上从新相

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

住在那儿的人。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

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这在齐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坚

决不同意。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景公。晏婴一生清廉俭

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所大力倡导的清俭节约的作风。即便

是在临终之际，仍不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简，绝不许厚葬。  

不弃糟糠，忠于老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少男人一旦升官或发财，便开始嫌弃昔日的糟

糠之妻，纳妾娶小乃常有之事，有的甚至还寻花问柳。晏婴虽然官居相

位，但却是一个例外。在《晏子春秋》中，有多处反映他对老妻忠贞不

二的记载。  

     据说，一天，晏婴下朝回家，正在房内休息，忽然一个年轻漂亮的

婢女轻轻推门进来大献殷勤。见他毫无反应，便十分露骨地献媚说：

“奴婢本是东郭人，久慕大人，自愿献身，终生服侍大人。”晏婴一

听，顿时拉下脸来，严肃地规劝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

女又羞又愧，只好低头匆匆离去。  

     也许有人会说，大概是晏婴嫌弃奴婢的身份太低，不屑为匹吧！但

下面的事例也许能说明问题。  



     一天，齐国大夫田无宇路过晏婴家门口，看到晏婴站在大门外，便

凑上去打招呼。这时，只见屋内走出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妇人，满脸皱

纹，一头白发，身穿粗布衣。田无宇等那妇人走远后，问晏婴：“刚才

那位老妇人是谁啊？”晏婴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听后哈哈大笑，

说：“您位至卿大夫，食田七十万，为何不另娶一位妙龄阿娇，却同一

个老太婆厮守一生？”晏婴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并不屑地回答说：

“我曾听人说，‘抛弃年老的，是为不守礼义；纳娶年少的，是为淫

乱。何况是见色忘义，因富贵而失人伦，简直可称得上是大逆不道’。

难道你希望看到我有淫乱之行，不顾人伦而另娶，做那些倒行逆施、寡

廉鲜耻的事情吗？”一席话，说得田无宇无地自容。  

     晏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说，齐景公有位宝贝女儿，年

轻貌美，对晏婴心仪已久，一心想嫁给他。景公知道她的心意后，打算

寻找机会予以成全。一天，景公到晏婴府上赴宴，酒至半酣，看到一个

老妇人穿堂而过，便明知故问：“这就是您的妻子吗？”晏婴点头称

是。景公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这么老，这么丑啊！”接着又说

自己有个女儿年轻漂亮，愿意嫁给他做夫人。晏婴一听，马上站了起

来，诚惶诚恐地表示：“现在，我妻子确实又老又难看，但她年轻时也

很漂亮，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加，才变成这般模样。我们已

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我决不能辜负她！”并进一步说：“无论任何人

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和难看的。我非常感谢主公的好意，却

万万不能从命！”说罢，俯身下拜不起。景公见状，也只好作罢。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孜

孜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晏婴做到了。  

     大思想家孔子曾经称赞晏婴说：“他关心民间疾苦、救民于苦难而

不自夸，德行高尚足以弥补齐国三代君主的过失而无人可比，晏子真可

称得上是君子啊！”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在其皇皇史学巨著《史记》中为

晏婴作传时，将他比作管仲，还禁不住赞叹说：“如果晏婴还活着，哪

怕让我司马迁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啊！”仰慕之情，溢于言

表。  

                                                                 摘自《清风长留

天地间》  



【返回】  

作者:李小红 责任编辑：张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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