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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余端礼（1135-1201），今溪口镇
冷水村人， 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
进士。历知湖州乌程县，孝宗召为监察
御史，迁大理少卿、太常少卿，进吏部
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绍熙四
年（1193），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
密院事（《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
四）。 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进知
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庆元元年
（1195），拜右丞相，二年，迁左丞相，
寻出判隆兴府，改判潭州，移庆元，
复为潭帅。 嘉泰元年卒，年六十七，追
赠为太傅、郇国公，谥号为“忠肃”。（见
《诚斋集》卷一二四《左丞相余公墓志
铭》，《宋史》卷三九八）。

从政期间， 余端礼积极践行儒家
思想，始终以社稷百姓为重，不惜得罪
权贵，敢于直谏，为民请命，屡次不惜
犯上请求朝廷为饥荒百姓赈贷放粮、
减免税费，被誉为“南渡名宰”。作为南
宋历史上著名的廉吏， 余端礼深受百
姓爱戴和朝野人士敬重， 南宋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有“庐陵四忠”之一称誉
的周必大为余端礼所作的《丞相余处
恭挽词》中写道：“勋业良平亚，声名丙
魏齐。 ”把他和历史上的名臣张良、陈
平、丙吉、魏相并论。 著名宋代诗人杨
万里在其所撰的《宋故少保左丞相观
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
评价其“肃如清风，闻者兴起。 勋劳智
名，帛素竹清。”并在其所作的《余处恭
少师左相郇公挽辞三首》 中写道：“忠
清两杨绾，诚一再温公。 ”用“忠清”二
字描述出余端礼的忠诚廉正。 余端礼
一生正直，清廉守正，其清廉作风为中
国古代传统廉洁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一、社稷为重的大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必须牢

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 做到正
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
大局。 从政期间， 余端礼始终秉持着

“社稷为重” 的高尚情怀。 公元 1194
年，太上皇孝宗病逝，宋光宗赵惇生来
身体病弱，此时又病重，于是称病不主
持宋孝宗的葬礼，导致朝廷局势不安、
人心惶惶，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余端礼
与宰相赵汝愚拥立皇子嘉王赵扩继
位，赵扩却以“父未亡”的理由拒绝登
基。 余端礼便上奏说：“不思国家之大
计， 是守匹夫之小节， 而昧天子之大
孝”， 他认为如今先皇丧事无人主持，
百姓人心不安，不应坚持退让，要考虑
国家大计，而不是只在乎个人小节，竭
力劝谏，最终赵扩继位，号宁宗，人心
开始安定，余端礼也被升为参知政事，
委以重任。

被征召回答皇帝问题时， 宋孝宗

希望恢复中原疆土。 余端礼对他说：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时，先
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
以俟其机。 ”（谋敌决胜的方法在于根
据不同情况转换虚实的声势， 根据敌
人的强弱来决定虚实的顺序， 等待合
适的时机。 ）端礼言：“越谋吴，外讲盟
好，内修武备……今日之事与越相若。
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
则机可投矣。 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
之已至，不可以后。 以此备边，安若太
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上喜曰：“卿
可谓通事体矣。 ”（并以汉武帝反击匈
奴、春秋时期吴越之争为喻，告诫孝宗
应对外讲求订立盟约示好， 在内做好
武力征伐的准备， 秘密谋划， 做好准
备，观察时变，伺机恢复。 时机没有到
来，不能够先举事；时机已经到了，不
可以贻误时机。以此来防备边疆，安若
泰山；以此来应对敌人，势如破竹。 皇
上高兴地说：“爱卿可谓是通晓事理
啊。”）余端礼升迁为大理少卿。光宗皇
帝登基，授予余端礼吏部尚书的官职。

蜀州将帅吴挺去世，“吴氏世握蜀
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
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

“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 夫置大
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
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
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
言。（余端礼对枢密使赵汝愚说：“吴氏
世世代代掌管蜀地兵权， 现在如果又
让他的儿子承袭帅位， 将成为国家后
患。 ”赵汝愚认为他的话正确，把他的
话全部上奏。光宗皇帝心意未决，余端
礼说：“赵汝愚的请求是为蜀地考虑，
为东南地区考虑。 如果委派的将帅不
合适，就会失去蜀地；失去蜀地，就会
失去东南地区。 如今军中请求委派将
帅而迟迟不回复，人们将生有异心。 ”
光宗皇帝没有听从。 后来吴挺的儿子
吴曦最终占据蜀地叛乱， 正如余端礼
所言。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余端礼为官
时能始终以社稷为重，不畏皇权，据理
力谏，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二、刚正不阿的作风修为
在余端礼到任乌呈县知县之前，

县衙受封建贵族控制，只为权贵办事，
不为百姓考虑。余端礼到任后，处事刚
正不阿， 雷厉风行， 不理上级官员求
情，直接将违法富商按法处置，获得百
姓一致好评。余端礼以廉闻名，他在奉
旨巡查两浙西路期间，不顾“违令”，放
粮赈灾，智惩贪官，匡正朝纲的故事流
传至今。 婺剧《南宋廉相余端礼》便是
以粮仓案为基础，塑造了不畏权贵、清
正廉洁、反腐惩贪、刚正不阿的古代清

官形象。
宋宁宗赵扩即位之后，有“翼戴之

功”的名相之孙韩侂胄拥功自大，在朝
堂中倾轧宰相赵汝愚，使其客死他乡，
还将大批对他有意见的人排斥出庙
堂，权重一时，专权误国。 余端礼不畏
权贵，极力反对韩侂冑迫害朝臣。“及
韩侂胄以传道之劳，寖窃威柄，汝愚等
欲疏斥之， 谋泄而汝愚逐。 端礼不能
遏，但长吁而已。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
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
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
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
端礼解救不获。 他日见上，言：除从官
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 ”（等
到韩侂胄窃取朝政， 赵汝愚想上书皇
上斥退他， 谋划泄露而赵汝愚被迫离
开。余端礼不能阻止这件事，只能长长
叹气罢了。 掌管浙西常平仓的黄灏因
为放宽对百姓征收租税而被流放，婺
州知州黄度因为庇护蜀地官吏而被革
除官职，这两人都是韩侂胄怨恨的人。
余端礼坚持上奏， 但最终没有免去两
人的处罚。 太府丞吕祖俭因为忤逆韩
侂胄而被贬官到南方任职， 余端礼解
救他没有成功， 舆论于是开始责备余
端礼。有一天朝见皇上，说朝纲已被扰
乱，祸根已经滋生。 ）余端礼担任丞相
期间，一直保护良善之辈，然而在被韩
侂冑锁牵制的情况下，他却有心无力，
抑郁不得志。他这种不畏权贵、秉持正
义的廉洁操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三、为民请命的担当情怀
余端礼深谙“食禄者不与民争利”

的儒学治国智慧，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余端礼考中进士赴乌呈县（今湖州）知
县。 在担任乌呈县令期间，“民间赋丁
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固，
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 ”
（老百姓苦于丁绢钱，即人口税。 规定
每三丁交纳绢一匹， 不纳绢而折价的
话，每匹折钱高达一千，后来又增加到
折钱五千，百姓受到层层盘剥，生活难
以为继，不堪重负。 ）余端礼立即将此
事报到州府，又亲自赶到中书省，这个
情况得以逐级上报， 最终丞相虞允文
及时奏请孝宗， 使乌程县每年蠲免钱
六万， 有效地减轻百姓负担， 休养生
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宋宁宗庆元元年，安徽、浙江发
生饥荒，余端礼奏请宁宗皇帝，得准贷
钱发粮救活饥民。余端礼曾在《劝农石
头城赋诗》中写道：“苍颜老守政无奇，
只要我民不苦饥。奉诏偕行两赤令，职
在劝耕无扰之。”（县令白发苍苍，政绩
平平无奇，最大的希望就是百姓不会
饥饿贫苦， 接受皇帝命令来此的两

名县令， 职责就是鼓励农民努力耕
作，不去扰民。 ）诗文最后一句了“同
见三登太平日，老守不愿万户封”道
出了只要天下百姓五谷丰登不再受
饥荒之苦， 宁可舍弃个人封官进爵
的赤子情怀。 余端礼关心百姓疾苦，
心系百姓冷暖的士大夫品格在他的诗
作中可见一斑。

在韩侂胄的唆使下， 皇帝任命余
端礼为潭州和庆元通判，当时潭州即
现在的湖南湘潭，当地民风强悍，局
势不安， 年事已高的余端礼到那里
主事，困难重重，社会动荡，他依然
为百姓各项民生事务操劳， 最终积
劳成疾，不幸病逝于潭州。无论身处何
地，无论是升是贬，他以民为本的担当
情怀始终未曾改变。因此，余端礼深受
百姓尊崇爱戴。

四、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
余端礼墓位于溪口镇石角村，为

浙江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该墓坐
西朝东， 现存墓葬占地约 48 平方米，
墓室为砖砌的双室墓， 墓顶为花岗石
板压顶。 1997 年冬，文物部门对位于
石角村的余端礼墓进行发掘， 其陵墓
没有宏大的规模， 只有一个圆形的土
包，四周砖铺地面，未见其它建筑物，
墓中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双墓室（仅
宽 1 米、长 2 米）只发现一方红砂石墓
志，记叙了其生平，以及少数石刻雕花
建筑构件。在其出生地冷水村，也未留
下荣归故里的奢华建筑。耻于钱财、甘
于清贫的余端礼这一生不喜欢钱，吃
素食，穿布衣，所挣银两均用于义举之
上，修建义亭、开办义学等。 耻于钱财
留后人， 宁愿廉洁传后人。 余端礼的
《家训六条》中就有：“生之先后则有尊
卑长幼之节”“宜孝宜悌”，教育子女要
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用“反责子弟之
不学咎，师之不勤奚可哉，吾族钱谷积
聚不亚爱邦而以教读” 的案例来告诫
子女要爱国爱民。 在余端礼廉洁的家
风家训教育之下， 其儿子余嵘成为了

“孤直行志，始终持节”的官员，从侧面
也论证了余端礼的廉政修为。

后人为了纪念余端礼， 在他的出
生地冷水村修建了一座处恭亭。如今，
龙游县城越来越多以其名字命名的地
名或学校，端礼小区、端礼路、端礼小
学等等，“南渡名宰” 一生为民的高尚
情怀、 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世代为人
传颂。

作者分别为县委党校、 县纪委监
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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