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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天下长河》里，有这样一幕：河道口人
群熙攘，差役押着五花大绑的囚犯正要行刑，突然，一
布衣男子冒死高呼：“慢！黄河大堤溃决，一半天灾，一
半人祸……若说失守河防该杀，那黄河中下游所有河
道官员都难辞其咎！你们怎能杀一功臣顶罪？”

剧中，那位险些被处决的囚犯是清代治水能臣靳
辅，而阻止行刑的布衣男子则是后人心目中“世所罕见
的治河奇才”陈潢。这里所说的治河，自然不仅仅是黄
河，还包括淮河和运河。上述刑场救人的一幕纯属虚
构，但靳辅千辛万苦疏浚运河、治理水患，却一度被弹

劾、被革职、被处罚却是史实。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

督。他发现“淮溃于东，黄决于北，运涸于中”，经实地
考察并广泛询问当地绅士、兵民、工匠、夫役，认为要
黄、淮、运，统筹治理，上下游通盘考虑。他主要采用

“束水攻沙”之法，又在宿迁、桃源、清河一带开了一条
新运河（即中运河），将黄河与运河分流。

然而，靳辅的治河策略遭到不少大臣攻击和反对。
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有“直声震天下”的御史郭琇，还有
大名鼎鼎的清官兼能臣于成龙（“小于成龙”）。朝中大
臣分成了“挺靳”和“挺于”两派。在朝廷辩论中，于成
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则主张筑长堤束水。

双方的主张各有利弊，而在完工见效前，谁也无法
证明自己才是利大于弊，就连康熙帝也拿不定主意。
于是，靳辅屡遭围攻，被革职，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
1692年）复任不久后病逝，临终前居然上疏康熙推荐于
成龙接任河督。

《清史稿》载，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正月，
皇帝召见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问：“你从前说减水坝
不该开，说靳辅浪费钱粮，现在呢？”于成龙认错：“以前
是我乱说，如今我全都是按靳辅之法来实施的。”康熙
又说：“既然你说得不对，靳辅做得对，为什么不告诉
我，你是还想留待诬陷他吗？”康熙谕示：“从前，于成龙
上奏说靳辅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时指
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
责靳辅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发现绝不会淹
到麦田。明明都是诬陷，可王骘、董讷等都附和于成
龙，一起排挤靳辅！”

经审议，于成龙被革职留任，王骘被勒令退休，董
讷被革职。

回顾靳于之争，不禁感慨。双方都并非为了私利，
可争执的结果却使一心为公者蒙冤，还差点让治河大
业毁于一旦。世间事多么复杂，哪能遇到不同意见就
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呢？

【原文】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wú）。”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
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无兄弟也？”

【注释】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
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
只要敬业而不犯错误，对人恭敬且有礼，那么，天下人就
都是他兄弟了。作为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画意】人在无奈无助时，常念及此话，透着失落消
极情绪，是安于天命的表现，认为生老病死、贫贱富贵皆
由上天安排，人力难抗。其实，为人做事，心态至关重
要，凡事应尽力而为、随遇而安、一切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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