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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大纲】

国家祥瑞 千秋茂典
——陈瑸生平事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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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陈瑸（1656——1718 年），字文焕，号眉川，清代广东省雷州府

海康县东湖村（今雷州市南田村）人，以廉能著称，与明代享誉海内

的海瑞、丘濬并列，被称为“岭南三异人”。

陈瑸仕宦于康熙朝，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终身持

志清明严正，修身廉洁耿介，十余年间，从县令擢升至督抚。他以生

命为笔，饱蘸深情，在雷州半岛、京都海疆和巴蜀荆楚大地，书写出

感人至深的华彩篇章、壮丽诗行。被康熙褒为“国家祥瑞”，雍正誉

为“一代完人”，乾隆赞其“治行卓越”，史家评其“海疆治行第一”，

百姓颂其为“万家活佛”。

讲述中国廉政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馆以丰富而翔实

的史料，全面展示这位亘古少有的清官之坚定信仰、处世情怀与精神

追求，其清廉卓绝的品格，为今人树起一座巨大的道德丰碑！

陈瑸简明年表

纪年 公元 年龄 纪事

顺治十三年丙申 1656 闰五月二十三日巳时生。

康熙六年丁未 1667 十二岁 从吴马期先生学举子业。

九年庚戌 1670 十五岁 举业成，初应童子试。

十三年甲寅 1674 十九岁 二月岁考入学。娶妻吴氏。

十九年庚申 1680 二十五岁 授徒于家，自颜其书室曰“兼山堂”。

二十三年甲子 1684 二十九岁 授徒陈元起家。倡捐重修东洋堤岸。



4

二十八年己巳 1689 三十四岁 二月，黄学道科考，领贡。

二十九年庚午 1690 三十五岁 授徒义馆。

三十二年癸酉 1693 三十八岁 乡试中式第三十四名举人。十月北上进京。

三十三年甲戌 1694 三十九岁
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四名进士。六月抵家。

倡捐修东洋堤岸。十月往琼州求党道台派捐。

三十六年丁丑 1697 四十二岁 诸生复邀讲学。冬，募修义学。

三十八年己卯 1699 四十四岁
二月启程赴京侯选。十月选授古田县知县。

次年三月抵古田任。

四十年辛巳 1701 四十六岁
九月奉旨准调台湾县。冬，邑人欲建生祠，

禁之。次年二抵台湾县任。

四十三年甲申 1704 四十九岁 正月内召抵闽，台湾民众吁留；夏初入都。

四十四年乙酉 1705 五十岁 五月补刑部云南司主事。

四十五年丙戌 1706 五十一岁
正月升本部山西司员外郎。七月赴湖广查办

土司田舜年案。十二月回京。

四十六年丁亥 1707 五十二岁 正月奉旨升兵部车驾司郎，五月到任。

四十八年己丑 1709 五十四岁
二月初钦点会试同考官。二月十五日奉命提

督四川学政，六月到任。

四十九年庚寅 1710 五十五岁 四月赴福建台湾厦门道任，六月十九日到任。

五十二年癸巳 1713 五十八岁
二月建朱子祠成。三月重修圣庙成。五月历

俸满三载。九月奉旨允准再任三年。

五十三年甲午 1714 五十九岁
革官庄、除酷吏、恤番、民。十二月有旨特

升湖南巡抚。

五十四年乙未 1715 六十岁

春，修台湾县学宫成。五月到湖南任。十二

月初，陛见；康熙目为“苦行老僧”，褒为

“国家祥瑞”。十二月初五，奉旨调福建巡

抚。

五十五年丙申 1716 六十一岁
正月入闽境接印，二月入住衙门。四月，捐

修建阳县考亭书院及朱子祠。

。

五十六年丁酉 1717 六十二岁
二月兼署总督印务。四月捐造澎湖新城。十

二月题请将公费修筑雷阳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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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年戊戌 1718 六十三岁
十月初三日辰时卒于官署。赠礼部尚书，赐

谥“清端”，御祭，立碑墓道。

雍正十年壬子 1732
卒后十五

年 赐入京师贤良祠。

乾隆五年庚申 1740
卒后二十

三年
五月十三日，送祀府、县两学乡贤祠。

第一部分 擎雷毓秀

部首说明：擎雷山是古雷州的案山，擎雷水是雷州半岛的母亲河。

因而，“擎雷”一词，也就成为雷州半岛的代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陈瑸成长为一代伟人，得益于擎雷山水的哺育。师长的教诲，父老的

期望，让他终生铭记这片钟灵毓秀的天南重地。陈瑸学业与人品兼优。

他出仕为官之前,已是远近闻名的青年俊彦，道德高尚、学问渊博，

为人处世备受称赞。

第一单元： 诞生东湖

【图版 1-1-1】单元说明：陈瑸在族谱中的《潁川郡谱小序》载：

“自入居东湖以來，讳明公者为其鼻祖；传至瑸方七世。”始迁祖为

陈明，自高州电白县安马村随母移居雷州府海康县东湖村（今南田村），

成人后在此置家业田产，由此开始了“钟楼

陈氏”一脉相承。

明清交替时，雷州城被战火烧成一片废

墟,清初治雷官员励精图治，使民生和经济逐

步恢复，雷州半岛的读书风气再度蔚然成风。

清顺治十三年（1656 年）五月二十三日巳时，雷州东湖村木匠陈观

宁家里，陈瑸出生。同年，雷州府举行了满人统治以来的首次科举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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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潁川郡谱小序》、雷州学宫、雷州古地图、陈瑸故居、南

田村航拍图

第二单元：刻苦好学

【图版 1-1-2】绘图：

少年聪慧

《清史稿》有载：“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

无门生故旧”。陈瑸小时侯家境贫困，陈瑸从小天

资聪颖，记性极好。家里没钱请老师，他就跑到

人家私塾去蹭课。本邑名师黄瞿滟先生，见到窗

外有个孩子默默跟着背诵，十分好奇，特走出庐

外对他考较一番，惊喜地发现这位眼睛乌黑发亮的儿童竟然对答如流，

功课比室内听课的孩子背得还要顺畅。先生很高兴，决定免费收他为

徒，教他《四书》《五经》。

【图版 1-2-1】文字说明：陈瑸学习刻苦，冬不生炉，夏不用扇。

读书时，常用两肘支撑案几。年长日久，

竟把案面磨出两道洼痕。陈瑸在府学读书

期间，学业愈加精进，每次岁试、科试都

名列第一。老师吴马期对陈瑸“教而兼养”。

陈瑸非常尊敬老师，执教义学后，每从先

生家门经过，必下车步行一二里。中进士

后依然如故。

【图版 1-2-2】陈瑸晒谷

一天，母亲要去海边采海，叮嘱陈瑸看守好晒在庭院中的谷子。

不久，天气突变，大雨滂沱。此时，陈瑸读书入了迷，忘了收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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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谷子被雨水冲走。母亲回家见此情景，又气恼又心疼。看到母亲

难受的样子，陈瑸便唱了一首雷歌安慰母亲：“蚶蛘若听陈瑸讲，回

去三年海中央。待儿逢科得高中，重重报还母功劳”。结果，母子两

人相拥而泣。

图片：陈瑸晒谷场景

【图版 1-2-3】望子成龙

陈瑸的父亲陈观宁，虽没读过书，但他重视子

女教育，很早就发现陈瑸是可造之才，尽其所能供

其读书。陈瑸 14岁时，陈观宁把自己的家搬到吴马

期先生的家附近，将自己种植的松树一起移到吴先

生学堂旁，并寄托了对儿子的期望，希望陈瑸学习

松树坚强不屈的精神，不怕风吹雨打，将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陈瑸

在吴先生家读书 8年，经常与这棵松树相伴。后来，陈瑸长大，父亲

去世，陈瑸把此树当做父亲化身，诗曰“为问移栽何所自，孤情欲诉

付鸾凰。”不忘父亲“树人”之期望。

第三单元：志存高远

【图版 1-3-1】

陈瑸自小即“志不在温饱”，而“志于道”“志于仁”。他认为

读书做文，说到底还是“小技”，目的则是“报国”。 陈瑸的家乡

濒临海边，每逢台风，海潮经常冲垮堤围，淹没村庄农田，造成严重

灾害。面对这种天灾，他幼小的心灵备受创伤，默默立下志愿：长大

后一定要把海堤筑高加固，为乡亲造福。陈瑸做诸生时，家乡遇灾，

他视救灾为己任，往来奔波，倡捐修堤，展露出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勇

气。出仕后从知县、主事、员外郎、郎中、学政、道台、御史，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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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巡抚总督，对他来说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平天下”的舞台不断变大。

图片：东西洋、护海长堤、

【图版 1-3-2】人生导师

当地宿儒，曾任休宁县知县的洪泮洙告老还乡后，与品学兼优的

陈瑸结为“忘年交”。陈瑸的聪慧敏捷、抱负见识深为洪老所赞赏，

特为他赠诗一首“岁序频催前辈老，江山留待少年雄”。洪泮洙的爱

民思想和治理经验深深潜入陈瑸内心深处。在洪先生的影响和教育下，

陈瑸不光确定了自己的“官品”，而且奠定了自己的“官能”。

在成长的过程中，陈瑸尤其把海瑞当做自己毕生学习的楷模。陈

瑸自幼为与“海瑞同乡”而自豪，一生立为榜样。他担心海瑞著作湮

没不传，穷其一生收集海瑞文章，并整理刊印成《备忘集》，期望海

瑞著作流传于世。

实物：洪泮珠赠予陈瑸对联

【图版 1-3-3】请愿修堤

东洋堤岸是雷州府海康、遂溪等县的护海长堤，守护着雷州半岛

的“粮仓”东西洋。康熙三十二年，飓风再次摧毁东洋堤岸，陈瑸目

睹东西洋田海水倒灌、农作物颗粒无收的惨状，深深叹息：“负山蚊

力终无济，空叹其鱼尽小民。”他知道光凭民间力量，很难筹集足够

经费加固堤坝，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刚上任的知府刘星身上，并撰写《上

刘府尊书》，请求官府出面组织修堤。然而，刘知府对人民的苦难视

若无睹，对陈瑸的恳切请求置若罔闻。这让陈瑸倍感悲伤与无助，东

洋堤岸成为他终生的牵挂。

陈瑸出仕后，一直心系乡梓。在福建巡抚任上，他请旨修堤获准，

为永久解除家乡心头之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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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灾诗

水灾见惯彼东洋，忍见今遭更可伤!

万顷新苗归赤地，千村残月梦黄梁。

第四单元：孝悌持家

【图版 1-4-1】文字说明：陈瑸非常孝敬长辈。早年为了照顾母

亲，陈瑸提前结束了东山村的私塾生涯。在他 18和 20 岁时，母亲和

父亲不幸先后谢世。每遇父母忌辰，斋戒素服，犹作孺子泣。双亲走

后，家里有谪母和庶母需要赡养。兄长陈瓘又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

嫂。年轻的陈瑸教书谋生，一家八口相依为命，和睦相处。正如他在

诗中的描述：

田家也有小规模，随地安排足自娱。

内阻石栏防外寇，旁行篱落卫中枢。

鸡豚认主颜偏熟，酒饭留宾趣不孤。

探得庭前相对语，年来只怕史书无。

第五单元：乐善好施

【图版 1-5-1】陈瑸青少年时，经常受到老师和乡邻的帮助。他

几次去广州参加考试，经费都是师长、乡邻资助的。他一直抱着感恩

之心。陈瑸《家范》提到“人生斯世，珠玉锦绣，享用皆有尽期，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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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能种福田，便一生受用无尽”。他一生奉行“乐善好施，罕与伦

比；恤灾救患，极其笃诚。”他把教书所得的微薄束修，分赡族中贫

困者。当官后，还让儿子继续代他恤孤扶贫。他经常教育儿子：“人

饥我饱，有伤神明”。让儿子自觉地担当接济乡邻的义务，以完成他

的夙愿。

图片：书信、家范

【图版 1-5-2】剪纸：陈瑸与盗贼

陈瑸出仕前，在东坡村当私塾先生。一天，

散馆后，村中父老叫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挑担

子，送他回家。途中，陈瑸发现有一个汉子在

身后偷偷尾随着，一直跟到家里，悄悄地躲在

床底下。陈瑸发现后，让母亲多煮一个人的饭，

然后到床边请汉子出来吃饭。原来，这个汉子以杀猪为生，因母亲年

老多病，走投无路，便打起拦路抢劫的歪主意。陈瑸听后，不仅没有

责怪他，还拿出半年微薄的积蓄送给他，劝他改过自新。据传，这个

人后来成了陈瑸忠实的长随。

第六单元：执教义学

【图版 1-6-1】文字说明：从 22 岁一直至出仕前，陈瑸以教书

谋生。他博学善教，弟子众多。知府孔衍珻、蒋洞思深为敬佩，先后

登门拜访陈瑸，诚聘其主教雷阳义学。陈瑸

倾心授学，督课精严。学生中有不少出类拔

萃者，翁与义、陈元起先后中举，选授知县。

陈瑸与弟子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勉励他们

勤政爱民，清廉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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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6-2】剪纸：书中寻乐

学习“以苦作舟”是必要的，但是，

要想行之长远，还得“以乐作舟”。陈

瑸认为读书是人间至乐，只有用苦心读

书，方得读书乐处。他对学生非常和蔼

可亲，教学方法活泼灵动，“时与诸徒

遍览名胜”，寓讲说、启迪、点化于休息游玩之中。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通过这种方式，不但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开放思维，也让自

然的风貌与人的气质相互沟通，从山水中感悟到人的品格。

第七单元：高中进士

【图版 1-7-1】文字说明：陈瑸十二岁时，修举子业。十五岁，

应童子试。十八岁，过县、府试，十九岁为郡学生。二十三岁，经考

试取得廪生资格。二十八岁，参加院试。在府学读书期间，得到教授

萧无枝指导，学业愈加精进。每次岁试、科试都名列第一。广东学政

于觉世十分赏识，在试卷上批曰：“和平精实，居然大家。”伯乐们都

欣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接力似的把陈瑸培养成一代能员干吏。

他从二十九岁起，开始赴省城参加乡试，三十四岁选拔岁贡，三十八

岁第四次乡试中举。康熙三十三年，赴北京会试。考官认为其试卷力

能避俗，文笔飘逸，气势宏大，思想精纯，中式三甲三十一名进士。

回乡候任官职的五年内，他继续执教雷阳义学，倡修堤坝，热心公益，

为家乡做出了杰出贡献。

图片：科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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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宦海生涯

部首说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临近清明，陈瑸在拜辞家

庙、文庙和雷祖庙后，告别亲朋，离开家乡，向远方，朝擎雷山方向，

深情一躬。从此，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海疆京城，但再也没能踏

上归程。福建省古田县是他宦途的起点，是从政最艰难的岁月，也是

“清端”的开端，由始造就辉煌。

《辞家祠》

显扬恨不逮亲存，为告游方是帝阍。

少小教儿期筮仕，勤劳积德赖垂昆。

寸椽未克成堂构，半菽何曾佐旦昏。

每一追怀情欲绝，报君斯可报亲恩。

《辞文庙》

宫墙数仞极巍峨，敢道钻瞻日已多。

桃李春风开秀色，鱼龙秋水跃清波。

曾思豚价全无饰，却怪麛裘尚作歌。

愧此漆雕斯未信，无端使仕更如何？

《辞雷祖庙》

一炷心香格九天，如公名宦又乡贤。

盟衷惟有神知我，出宰方期吏似仙。

伯起清标非往事，刚峰强项至今传。

倘邀默相循良绩，敬辑英灵续旧编。

展示内容 1：初任县令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三月至四十年

（1701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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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说明：康熙三十九年，陈瑸被选授古田县令。福建省古田县

处于万山之中，“丛篁深棘，往往有毒蛇猛兽择人而噬；鬼怪百出，

历来吏者相戒畏途”，古称为“难治之县”。在自然、政治环境十分恶

劣的情况下，陈瑸践行了当官为民的理念，充分发挥他的道德力量和

政治才干。治标：完征积年欠粮，恤孤抚贫，救济灾民，修理残破城

墙。治本：清除蠹书、蠹役，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征粮制度，减轻农

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建书院，修圣庙，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只用

了一年多的时间，使这个难治之县变得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展示内容 2：首理台政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二月至四十三

年（1704 年）正月

文字说明：康熙四十一年，陈瑸因“廉能为最”被朝廷委以重任，

调任台湾县令。陈瑸为台湾县第七任县令。面对百业待兴的台湾县，

他访贫问苦，体察民情，提出了治理台湾的十二条措施，如改建文庙、

兴社学、定季考之规、举乡饮、开商运、革水丁等，致力兴学广教、

发展生产、移风易俗，给台湾百姓带来亲情福祉。康熙四十二年，陈

瑸任期届满，经保举调任京官。陈瑸离台之际，台湾百姓百般挽留，

并特立《邑侯陈公功德碑》以表永久铭记其恩德，称“公之功不可没，

公之德不可忘”。

图片：陈瑸撰写的部分重要公牍：

《条陈台湾事宜》、《议仓粟改征看详》、《覆抚宪禀》

陈瑸颁发的部分重要告示：

《台邑问民疾苦示》、《劝息讼示》、《季考示》、《禁搬戏示》、《禁

签卜示》、《禁米贵示》、《重禁米粟出水示》

展示内容 3：北京部曹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五月至四十八

年（1709 年）二月

文字说明：陈瑸在台湾任满，经保举调任京官。先后在刑部、兵

部任职。他安于清贫，忠于职守，逐年得到晋升。1705 年他任刑部

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六品）时，认真研读大清律例，细心思考，撰写

《刑曹呈稿》一文，提出刑部改革的四条意见，有些条文为朝廷采纳，

成为定例。一年后，升任本部山西司员外郎（从五品）。康熙四十六

年（1707 年）五月转任兵部车驾司郎中（正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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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清代六部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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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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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内容 4：四川学政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六月至四十九

年（1710 年）四月

文字说明：康熙四十八年，陈瑸被任命为四川学政（提学道佥事）。

陈瑸制定《学政条约》，规范四川教育。发布《禁冒籍示》等告示，

革除陈规陋习。这期间，他不畏蜀道艰难，踏遍巴山蜀水，往偏远之

地视学考察。他不仅鼓励士子“矢志发愤”一心向学，还通过征文等

方式，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康熙闻其事迹，对朝内大臣说道：“近

闻四川官员横行恣肆者多，操守清廉者惟学道陈瑸耳。” 在学政任上

仅九个月，陈瑸接到新的任命，移职台厦道。四川士子痛感失去恩师,

写下《四川季考留试呈词》深情挽留,称陈瑸为“化雨春风”，并在叙

州府城(今宜宾)建陈宗师祠,春秋祭祀。

书影展示：《四川季考留试呈词》

【四川巡学】四川辖十五府、十五个直隶厅（州），多为山区，

少数边僻的府厅更为崇山峻岭、湍急江河所阻隔，历任学政鲜有亲历。

陈瑸不畏险阻，在九个月的时间，竟然走遍了绝大部分府、厅（州），

巡视督察。如果不是调台令下得急迫，他肯定要把四川的山山水水全

部跑遍。据《西川试牍序》记载：“计考过凡九十大、小学，余惟夔、

遵、顺、保四府、潼川一州。内四十六学人文未得遍览为憾。”

展示内容 5：台厦兵备道 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六月至五十

三年（1714 年）十二月

文字说明：康熙四十九年初，台厦道缺员。福建巡抚张伯行以“四

川学政得人较易，台厦道得人实难”保举陈瑸补缺，康熙准奏。陈瑸

在台厦道任内，剔除积弊数十端，巨奸豪蠹敛迹远窜。革除官庄，开

发番区，兴文振教，建设海疆，为发展台湾倾注了全部心血。三年台

厦道任满，按例应该离任。台湾士绅为挽留陈瑸，一拨又一拨不避惊

涛，跨过台湾海峡，奔向总督、巡抚衙门恳求，终使陈瑸获准得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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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连任。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陈瑸被破格提升为湖南巡抚。赴任前,他捐

俸星夜鸠工备材,重修了台湾县学宫。台湾民众至诚感谢陈瑸，又铭

刻《台厦兵备道陈公去思碑》以示“戴公者诚、思公者切”，并说“斯

石可泐，公德不朽”。

展示内容 6：湖南巡抚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五月至十月

文字说明：由于台厦道政绩斐然，陈瑸获破格晋升偏沅巡抚，一

跃而成为封疆大吏。陈瑸理政，注重调查研究，一上任即发布《咨访

利弊示》，雷厉风行整饬吏治，严禁官场馈送及奢侈浪费，弹劾罢免

横役累民的官员。禁革钱粮重耗，减免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改

善民生。连发《通饬吏治示》《严禁重耗示》《严禁征收南漕积弊示》

等多道政令，把吏治、税赋、司法等方面的积弊予以清除。

十二月上旬，陛见皇帝。康熙对陈瑸更加了解、更加信任，称其

为“苦行老僧”，褒为“国家祥瑞”。十二月初五，康熙召见陈瑸两次

后，即下旨将他调任福建巡抚。陈瑸在湖南巡抚任上，只干了短短的

五个月。

展示内容 7：福建巡抚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正月至五十七

年（1718 年）十月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正月，陈瑸即入闽境接印，任职福建

巡抚（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段时间

还曾兼摄浙闽总督。在福建巡抚任上，陈瑸统揽大局，致力于全面建

设：注重发展农业，大兴农田水利、开垦荒地；大力发展教育，修学

宫、建学校、置学田、聘名师、招生员，改建鳌峰书院；巡视海疆，

加强海防建设，兴建淡水营、澎湖城等；整顿纪纲，洁己率属，荐举

好官，弹劾劣吏。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十月初三日辰时，陈瑸劳心惮力,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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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署，享年六十三岁。朝廷追授为礼部尚书，赐谥“清端”。

【抚闽晓谕】

说明：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陈瑸任湖南巡抚仅半年后，调

任福建巡抚，“闽人闻而踊跃”。次年正月到达福建浦城，拜谒了当地

的朱子祠，二月初二抵达福州。陈瑸刚到福建，就颁布《抚闽晓谕》

通谕全省：“本都院一行作吏，三入闽疆；风土人情，久已略知其概。

兹复奉命抚闽，责任愈重，畏惧愈深”，“居心不敢不恕，持法不敢不

平”。晓谕表明他的施政纲领，让福建各级官吏勤修职业，执法公正，

杜绝横征暴敛；谨持宪体，革除陋规；清正自守，清理积弊。

第三部分 廉能为最

部首说明：陈瑸修身律己，严格谨慎，恪尽职守，亲民爱民，一

心为公。生活贫寒清苦，为官一清如水，干净干事，勤政廉政。陈瑸

知古田，即以“廉能著称”，后来成为他为官处事的固定品格特征。

为了表彰其“廉能”，康熙誉为 “卓绝清官”，雍正树为“千秋之茂

典”。

第一单元：淡泊明志

【图版 3-1-1】文字说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陈瑸

的座右铭。“淡泊”使他毫无贪念，官清如水；“明志”使他为民造福，

鞠躬尽瘁。他一上任古田，即发布安民告示说：“本县志向不在温饱，

自读书之日起，目标已定。我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图版 3-1-2】【一文即贪】

说明：陈瑸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微薄的俸禄还是够用的，

贪污源于欲望的膨胀。他无论在何地为官都严禁馈赠之风，从不妄取

分文；巡学四川，从来不让地方官府接待，不扰官，不扰民，轻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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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台厦道任上北巡，自带行粮，睡屋檐下。他陛见康熙时说：“贪

官不在多收少取；若取一、二钱，即如取百千万。却必一文不取，乃

可谓之清官。” 康熙对此极为赞赏，认为陈瑸“诚清廉中之卓绝者”。

绘图：夜宿屋檐下

【图版 3-1-3】【不取羡余】

说明：羡余是指办公经费的剩余及俸禄之外官员可以合法取得的

其他收入。陈瑸对此从不染指，一毫不取。台厦道任内，官庄岁入三

万两，全部用于修理炮台等公事；署

总督印务时，应得银两也未领取；去

世前一日，还奏请将应得银一万三千

余两充为兵费，令接任撫臣押解回京。

死后不留分文，无法营葬。官民感恸，

康熙也感慨不已。

第二单元：苦行老僧

【图版 3-2-1】文字说明：陈瑸安于清贫，生活艰苦。他在做官

前已经给自己定下基调：“纵使为官依旧贫”。他轻享受而重操守，认

为操守是一个人处世的根本、安身立命的基石，应倍加珍视和坚守。

他恪守清贫，心无杂念，廉洁奉公。康熙皇帝称他为“苦行老僧”，

此名不胫而走，陈瑸清廉之名誉满天下。

【图版 3-2-2】【孑身为官】

说明：陈瑸从县令到封疆大吏，辗转近二十年，“万里一身，不

以家累”，仅有一两个仆僮相随。在古田、台湾、京都、四川，甚至

“止一苍头随侍”。四十四岁离开家乡，与妻子分别，从此再未相见；

与两个儿子也是天地相隔。其次子除在四川任上与父亲见过一面外，

仅生前最后一年在身边读书进修，照顾起居。正是这常人难于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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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康熙闻之叹息良久，说：“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

【图版 3-2-3】【食無兼味】

说明：陈瑸一生节俭，不管是做县令，还是做巡抚，都节俭如一。

他住仅一居室，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每饭只一味素菜，不沾鱼

肉，经常用老姜佐餐。偶尔改善生活不过与老仆分食一只盐蛋。《国

史列传》这样概括他的一生：“瑸性清介，私居常御布素，食无兼味。”

官民感叹其：“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康熙对他简

朴生活表彰与提倡，使许多官员震撼，一扫官场的奢靡之风。

第三单元：经世济民

【图版 3-3-1】文字说明：陈瑸时刻关注民生，禁革钱粮重耗，

减免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开垦荒地，大兴农田水利；引领百姓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瑸从为民的愿望出发谋治国之策，通过施政

达到为民的目的，兼具卓越的政治才能和优秀的政治品质。

【图版 3-3-2】【严禁重耗】

说明：“火耗”是指将碎银熔铸为银

锭时的损耗。在清代，征税时，许多地

方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所需的“火

耗”，这成为官员盘剥百姓的手段。陈瑸

认识“火耗”之危害，所任职之地要么

不征火耗，要么将之降至最低。他给康熙上书《乞裁火耗疏》，并多

次颁发告示，严禁重耗，减轻了农民负担。

【图版 3-3-2】【废除盐仓】

文字说明：在古田，官府设立盐仓，垄断盐价，严禁贩卖私盐，

高价盘剥百姓。为废除盐仓，造福百姓，陈瑸顶住各方压力，放开食

盐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使盐价骤降。从此，古田的贫民百姓再也不

喝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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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视民如伤

【图版 3-4-1】文字说明：陈瑸亲民、爱民，急民所急，忧民所

忧。通过打击贪官蠹吏，兴利除害，革除弊政，尽力减轻百姓负担，

缓解百姓苦痛，受到治下各地民众的衷心爱戴。

【图版 3-4-2】【躬亲救灾】

文字说明：在古田，遇到暴雨成灾,溪

水暴涨,禾苗淤埋,庐舍毁坏。陈瑸逐户勘查

灾情，让衙役详细记录田园颗粒无收之户，

田园半收之户，房舍倒塌之户，分类抚恤。

示期齐集县堂，陈知县逐户亲给，确保救济钱粮发到灾民手中。在台

湾，大水冲溃堤坝，逼进仓库，陈知县躬自负土石，士民见长官带头，

都争先趋役。陈瑸对百姓苦处“知之最真，言之倍痛”，执法行政，

处处为百姓着想，很快赢得百姓的信任。

【图版 3-4-3】【乡征北路】

文字说明：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陈瑸任古田知县。此地税

赋积欠甚多，素称“难治之地”。前二任知县皆因“收税无力”而离

任。

一到任上，陈瑸便带上仆人，上

山下乡，调查民情。所到之处，强豪劣

绅都一致表示：“山民交清税赋，我等

自然不敢拖欠！”于是陈瑸进山，亲自

去拜访乡民，了解详情。

“虎啸催林木，猿啼断客魂”，这是一位古代清官的群众路线。

陈瑸爬山越岭，昼行夜宿，与民同艰。一个多月，每到一户，陈瑸与

乡民促膝谈心，嘘寒问暖。“环山耸峭壁，数十户人烟”，“山谷稀陶

瓦，民居半树皮”。乡民的困苦，陈瑸看在眼里，记在诗文上，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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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民劳财已竭，赋急法难禁”？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

公开考试之法裁汰冗员，减轻政府开支；免去穷苦乡民的耗羡，只交

正供等。乡民闻讯，都勒紧裤带，踊跃缴税，支持这位千年难遇清官。

仅一个月就征起拖欠已久的租税三千两。

【图版 3-4-4】【悯民求雨】

康熙四十二年，台湾县大旱，民田龟裂，苗秧枯焦。陈瑸心

急如焚，率民众往上帝庙、龙王庙、天后宫各神庙求雨。他不辞

劳苦，顶着烈日徒步四十多里往鲫鱼潭迎水，也许是他的爱民之

情感动了上苍，县内普降透雨，民得耕种。

康熙五十一年，台湾又逢大旱，此时陈瑸已任道员，仍亲率

农民到各庙祈雨，并写下《妈祖宫求雨文》：“但得利民，凡百殃

咎甘受，某身不悔”。陈瑸反躬自省，责己罪己，但求神明以苍生

为念。句句肺腑，感天动地。得雨后，台湾县旱情有了很大缓解，

作物长势喜人，百姓丰收在望。陈瑸满脸笑容。随即走乡访野，

查看水源，征集民夫，修筑池塘、水库，以彻底解决旱灾之难题。

第五单元：海疆治行

【图版 3-5-1】康熙四十一年（1701 年），古田知县陈瑸因能力

出众，政绩显著，调任台湾县令。为消弭番民矛盾，促进民族融合。

陈瑸践行儒家仁政爱民思想，先后撰写了《台邑问民疾苦示》、《条陈

台邑事宜十二条》、《条陈经理海疆北路事宜》等文告和施政纲领，移

风易俗，兴利除弊。此后，又在台厦道、福建巡抚任上励精图治，为

台湾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后代史家誉为“海疆治行第一”。

【图版 3-5-2】【实行会哨制度】

说明：康熙五十四年，闽抚陈瑸主理台厦防务，他指出：“沿边

之海贼患在突犯入境，台厦一带海贼之患，在剽劫海上也”。台厦海



22

贼往往会买通商船上的船员为内线，对所掠目标货物银两了如指掌，

一旦出海，就内外勾结劫掠商船。为此，陈瑸制订了“会哨之期”、

“护送之举”和“连环保之法”。他命令水师哨船，从厦门至澎湖，

从澎湖至台湾分段护送，每月会哨一次，彼此交旗为验。并要求出港

商船必须结伴同行，连环取保，首尾相救，同时派兵船护送出港商船，

这样,海盗就失去可乘之机。

图片：可采用连环画中图片

【图版 3-5-3】【捐俸固海防】

说明：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满保陈瑸

督抚联合巡查连江、福宁至闽浙交界的海

防线，声势颇为浩大。但陈瑸绝不允许劳

官扰民，沿途所需费用都自行解决，需用

人夫，皆照时价交给标下守备按站散给，

更不许地方官借故派扰。同时，察军务兼带民政，二人随手发令修复

了沿途的一些学宫、贤祠及桥梁、道路、坝闸。

这次巡查，发现了军事防御的许多薄弱环节，于是督抚商议一起

捐俸，新建漳浦县云霄营演武厅；修建金门官澳寨（此寨为明代周德

兴建造，是一座巡检司城，周围一百四十八丈，基广六尺五寸、高一

丈七尺）；捐建澎湖新城。这些有力措施使台湾海峡防卫固若金汤。

第六单元：兴学广教

【图版 3-6-1】文字说明：治国之本在于“收人心”，收人心之

法则是“重教化”。陈瑸既有卓越的治理能力，又有突出的军事才能，

但他最为重视的还是教育。他认为“人不知学，牛马襟裾”、“国家昌

隆之运系乎人才，人才造就之方本乎学校”，所以他在每一个地方做

官，都把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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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3-6-2】【修建书院】

说明：岳麓书院创自宋时，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陈瑸甫任湖南

巡抚即去考察。他在奏疏中说：“见今柱朽瓦裂，应即修整。容臣率

同城各官量力捐费，宣布皇仁雅化，俾士子感激奋励。”陈瑸任福建

抚时，努力振兴鳌峰书院，聘名师、招学员、订学规，并常亲临讲学，

使之成为福建四大书院之首。福州越山书院几欲倾圮，陈瑸筹措银两

重新修建。当地士林感怀不已，为陈瑸立“报功祠堂碑”，并供奉其

牌位在六贤堂上。

图片：《报公祠堂碑》

说明： 越山书院被大火焚毁，福建巡抚陈瑸于病中筹款重建，

并答应建成后前去讲学。书院建成，陈瑸已逝，士子们对陈瑸万分感

激与怀念，遂建报功祠以祀，并立碑以记。

【图版 3-6-3】捐建文庙

陈瑸在治台策中把教育放

在首位，他说：“建学校,行考校,

诚审乎教养之根本,为海天第一

要务”。陈瑸捐俸筹资，修建文

庙。陆续修建或重建明伦堂、朱

子祠、文昌阁，棂星门、大成门、

东西庑、大成殿、魁星阁等，并令台湾、诸罗和凤山县都建立起儒学

学宫。为保障学校经费来源，陈瑸购置了数处田地,作为台湾府学的

学田,租谷收入用于资助士子科举考试以及县学、文庙的日常费用。

陈瑸的努力与付出，为后来台湾构建“海滨邹鲁”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第七单元：宽严驭吏

【图版 3-7-1】陈瑸洁己率属，既持法严正，又体恤属员，奖优



24

罚劣。他深感官职越大，责任越重，畏惧愈深，“忧危常似涉春冰”。

要治理好一方，整饬吏治是关键，“所以居心不敢不恕；持法不敢不

平；不敢苛求州县之小吏而偏纵大僚。”

【图版3-7-2】平反冤狱

湖南人段獻生，任上杭知县，是一心为公的好官。因其生性耿直，

嫉恶如仇，被知府吴澍诬陷治罪。段獻

生向巡抚陈瑸直书其冤，揭露地方官府

黑暗。并且写道：“卑职不敢言而敢怒，

大人不感到内心惭愧吗？”看到的人都

吓坏了，以为他将大祸临头。想不到，

陈瑸看信后，不但没有发怒，还非常赞

赏段獻生直言的勇气。查清冤情后，立即给他昭雪平反，官复原职。

【图版 3-7-3】为国抡才

康熙四十七年，朝廷选拔科举考试的监考官，陈瑸御选为第二名，

钦点会试同考官，当朝名臣李光地为考试总裁。陈瑸为国选才，独具

慧眼。推荐的二十三名贡士中，阿克敦排在首位。但卷子几次送呈李

光地，都未获首肯。陈瑸据理力争，说“此人日后当为国家柱石”。

果然，中举后不久，阿克敦又高中进士，被康熙皇帝赏识，认为他“学

问优”。在雍正、乾隆两朝，阿克敦被委以巡抚、总督、刑部尚书、

步军统领等重任，还兼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太子太保、协

办大学士，成为国家重臣。

【图版 3-7-4】偏沅肃贪

康熙五十五年，陈瑸调任偏沅（今湖南）巡抚。带长随林山、任

重、之芳三人，牵着一匹瘦马，昼行夜宿，访贫问苦。半月后，到达

府城的巡抚官邸。安顿完毕，升堂理事。各州府的官员逐一报告。长

沙知府薛琳声报告时，陈瑸问他：薛大人，湘潭的王知县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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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做官如何?薛琳声说：“王知县廉洁爱民，政声颇佳。”

“王知县出行的阵仗，本官在路上早已见过。岁俸四十五两的七

品小官，如此铺张，钱从何来?薛大人可否略告一二?”薛琳声顿时满

脸通红，无言以对。陈瑸又问：“王三的那封削发断指的状子，可还

在贵府上? ”听到这话，薛琳声慌忙跪下，不知道这位刚刚上任的巡

抚大人还知道多少秘密。

原来，在路上陈瑸对王爱溱与薛琳声罪行了如指掌：市民王三状

告恶邻蚕食院落，气死父亲一案，因恶邻乃王爱溱的亲戚，不加理会。

无奈，王三削发断指夹于诉状中，告到知府薛琳声处，安知薛琳声与

王知县乃同呼一气，诉状如泥牛堕河。陈瑸非常气愤，遂上疏，把知

府薛声与王爱漆一并弹劾。不几日部议下来，王爱溱罢免，薛琳声降

三级留用。从此，偏沉地方激浊扬清，大小事宜慢慢走上正轨。

第四部分 高山景行

部首说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陈

瑸身上，携带着传统文化中大量优秀基因，其道德品格、清风介节及

卓越功勋，仰之弥高，思之弥深。青史留名，树榜样于后人。

第一单元：国家褒扬

【图版 4-1-1】说明：康熙五十七年，陈瑸耗尽最后心血，殉于

福建巡抚任上，享年 63岁。陈瑸去世，朝野震悼。康熙、雍正、乾

隆等清初三朝皇帝都对其评价极高，称之“国家祥瑞”、“千秋茂典”、

“治行卓越”。

【图版 4-1-2】【国家祭祀】

说明：陈瑸去世，朝野震悼。康熙下旨，追授

礼部尚书，赐谥“清端”，荫及后人。康熙赐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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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全葬银 400 两，碑价银 300 两，并亲自写了御制祭文和御制

碑文。康熙的《御祭碑文》充满深情，给陈瑸以极高评价：

忆尔尝造膝而陈，惟朕亦倾心以听。谓甫临民社，即已免于饥寒；

倘稍通苞苴，将尽堕其名检：故必取严一介，始可号为不贪。每追畴

昔之言，实克符卓绝之行。近求今日、远稽古人，似此清操，夐乎尚

矣！

【图版 4-1-3】

【入贤良祠】

说明：雍正八年（1730 年），雍正皇帝为“崇忠念旧”，敕建

贤良祠，表彰前朝功臣，首批选满汉大臣各五名，陈瑸入选。雍正十

年，陈瑸等人牌位正式入祀，春秋享祭，典礼隆重。雍正的《赐入京

师贤良祠致祭文》中，把陈瑸永远树立为百官榜样：“流芬竹帛，卓

然一代之完人；树范岩廊，允矣千秋之茂典。”每逢祭日，雍正皇帝

则赐祭银并委官亲临陈瑸墓前读文致祭。

【崇祀名宦】

说明：名宦祠设在各地文庙内，供奉政绩卓著、百姓爱戴的贤臣

能吏，由本地官员率士绅春秋致祭。陈瑸逝世后，其履职过的古田、

台湾、四川、湖南、福建省城及许多府县都把他的牌位入祀名宦祠，

成为当地官民深情怀念的先贤。

【入乡贤祠】

说明：各地的乡贤祠设在文庙内，祭祀品学端方、贤德服众、造

福乡梓的地方名人。乾隆五年，海康县、雷州府士绅呈请圣旨允准，

陈瑸入祀府、县两学乡贤祠 ，永享馨香，聿照盛典。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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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百姓怀念

【图版 4-2-1】陈瑸无论在何地任职，都爱民如子，深受拥戴。

生前百姓就为其树碑立传，表达感恩之情；殁后台湾、四川、湖南、

福建省城及许多府县都以各种形式寄托哀思、学习纪念、永志不忘。

【图版 4-2-2】建祠怀恩

康熙 40年，陈瑸从古田县令调任台湾县令消息传开后，古田全

县百姓即发布《古田闔邑紳士子民公啟》，计议为其建立生祠。陈瑸

详举十条理由，苦口劝阻。但他走后，古田还是矗立起了五座“陈公

祠”。1986 年国家建水口水电站，文化站站长连夜把“生祠”的 4

块石碑移出水浸区，并敦促镇政府划地重立碑刻。他离世前叮嘱子孙：

好好地保护这些碑刻，永远铭记恩公的恩情。至今，当地老百姓人人

熟知陈瑸故事。

图片：

【图版 4-2-3】雕像致祭

陈瑸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万民悲悼。台湾百

姓把《台厦兵备道陈公去思碑》修缮一新，并加建

“尚书亭”，再雕了两尊陈瑸像，一尊供奉于府城文昌阁，一尊送回

陈瑸故乡雷州，敬置在雷城陈清瑞公家庙中。雕像时百姓环集，按陈

瑸生前胡须的黑白长短，自镊其须，交塑匠共成之。每年五月二十三

日陈瑸诞日，台湾百姓都会张灯结彩、鼓乐以庆，焚香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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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甘棠有颂

【图版 4-4-1】陈瑸精神不朽，青史永垂，天下传颂。以陈瑸为

纽带，两岸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他的故事通过戏剧《陈瑸放犯》

《台湾知县陈瑸》《陈瑸听召》传唱不绝，他的传说《陈瑸晒粮》《把

米庙》《陈瑸捉鲎》教育一代代青年人，他的精神吸引着当代的专家

学者不断地深入研究。

【图版 4-4-2】诗文流传

说明：有德者必有言，文以立言。陈清端精神得传不朽，其诗文

不可或缺。因为其诗文就是其言行的写照，思想的精髓。陈瑸生前并

未将他的著作梓行，直至乾隆十一年（1746），裔孙陈子恭、陈子良

兄弟俩将其遗著选编辑录，初名《陈眉川诗文》，开启陈瑸著述编辑

结集之先河。此后刊行的《陈清端公文集》《陈清端公诗集》《陈清

端公年谱》等广为传播，现为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珍藏，对社会教化起

到了良好作用。

图片

【图版 4-4-3】两岸文化交流

照片 1：2009 年至 2011 年，连续三年，台湾中华闽南文化研究

会理事长陈冠甫等 40多名专家学者到雷州参加“雷州半岛闽南文化

交流活动”，以陈瑸研究为主要内容。

照片 2：2014 年 3月，两岸学者在岭南师范学院召开陈瑸学术研

讨会。

照片 3：2014 年 9月，由国立台南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及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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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学会共同举办，在台湾台南召开的“201 陈瑸与台湾廉政学术

研讨会”。

（附研究会活动方案、宣传画）

照片：近几年台湾师生到清端园参观交流照片

【图版 4-4-4】学术研究

吴茂信是较早研究陈瑸的本土作家。2005 年，出版《清官陈瑸》

一书。同年，与宋锐合作，创作大型雷剧《陈瑸放犯》，在当地产生

巨大的影响。

岭南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所所长龙鸣教授在湛江市台湾事务

管理局支持下撰写的《清初儒臣陈瑸在台湾》一书，系统梳理了陈瑸

三领台湾的详细过程。龙鸣主编的论文集《仰望清端》，是雷州本土

学者对陈瑸研究之成果的结集。

岭南师范学院专门成立雷阳文化研究所，以“陈瑸思想”为主攻

方向 。在湛江市雷州文化研究会支持鼓励下，文化学者龙鸣教授把

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有关陈瑸的文章结集为《廉能卓越 为民父母》

出版。成为陈瑸事迹文学性比较强的读物，深受大中小学生的欢迎。

福建省古田县文史学者江山先生多年研究陈瑸，写了大量文章，

绘制出陈瑸上山征粮路线图，形象地描述了陈瑸的官宦足迹

《清官陈瑸》连环画（雷州市政协 出品）

《陈瑸》（柯祥荣主编 2002 年 7月延边大学出版社 ）

《吴广誉与陈瑸》，张育斌著 2011 年 5 月南方人民出版社。

《天下第一清官 陈瑸》，湖南省长沙人易卓奇著。本书是一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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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物传记小说。描写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清官陈瑸治理台湾、治理福

建的故事。

雷州作家协会主席陈吴森花十年之功，撰写成四十集电视连续剧

《大吏陈瑸》剧本，2019 年 6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图版 4-4-4】润物无声

（1）在台湾，陈瑸的文章进入了课堂。

照片 1：《台湾古典散文》

照片 2：《大学国文选》

照片 3：台湾中小学生学习《妈祖宫求雨文》心得报告

（2）全国各地宣传陈瑸事迹

福建省古田县水口镇《陈清端公祠》及《移址碑文事纪》石碑

陈瑸赴任台湾县令后，古田全县百姓即发布《古田闔邑紳士子民

公啟》，计议为其建立生祠，矗立起了五座“陈公祠”。1968 年，古

田水口镇建水电站，全民移址，当地的陈公祠淹没在水中，民怀其德，

从遗址中连夜抢救出陈公祠碑石。

广东省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的陈瑸雕像

越秀区博物馆的《岭南问北——南粤先贤书画展》展览中展示的

《清官陈瑸》画像

南粤先贤博物馆展示的陈瑸介绍

广州二沙岛先贤公园中展示的陈瑸雕像

（3）清端园

清端园位于广东省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始建于 2006 年，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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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为纪念清初儒臣、天下清官、南粤先贤陈瑸而修建的一座园林。

“清端”是康熙皇帝赐给陈瑸的谥号，寓意为“清廉端正”。

清端园占地 17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园内主要

景点有：陈瑸故居、陈瑸廉政史迹展览馆、陈瑸在台湾纪念馆、诗廊

墨壁、莲池清风、短亭长思、清端文化长廊等。清端园是弘扬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加强海峡两岸交流，推进廉政建设和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平台。

十多年来，随着海内外学者对陈瑸生平事迹的深度挖掘和研究，

这里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瞩目，也成为万众仰望的精神高地。

图片：

第四单元：名人礼赞

“朕召见陈瑸，察其言语举动，实系清官，且瑸生长海隅，非世

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谓其清；非实行，曷克臻此！如陈瑸

者，岂可多得？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允宜从优表异，以鼓励清

操” ——康熙召见松柱等大学士

“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亦见有清官，如伊者朕实未见；

即从古清官亦未见有如伊者。”。

——康熙《纪恩录》

“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

——雍正《赐入贤良祠致祭文》

陈瑸最为廉能

——福建巡抚梅娟

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

——《国朝先正事略》（清代大学者李元度）

邱海徽风昭岭表，程朱道学有根源。

——左宗棠（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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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祀重贤祠，带砺山河光俎豆；推恩及华胄，庭阶兰玉衍箕裘。

——陈昌齐（清乾隆进士翰林编）

海内数六清端，惟我两奉使来，得以輶轩瞻并美；

人生有几知己，自公百余年后，尚留文字语前因。

——徐琪（清钦差大臣）

门无尘气，室振书声，观四壁清风，初到不知宗伯府；

桂发新枝，兰生秀叶，瞻五云瑞色，徐思方识世臣家。

——罗含章（清广东巡抚）

结束语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三百多年来，陈瑸的好学精神、君子人格、忧国爱民思想、清廉

作风以及善于化解各种矛盾的智慧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面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习陈瑸，建设

清明政治、廉洁政府、清正干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陈瑸

廉政史迹展的举办以期全面、深入、系统地将清官陈瑸的精神宝库挖

掘整理并展示于世人，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对照这面“镜子”，力倡清

正廉明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