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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者首重道德修养

张养浩一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始终秉

持孔孟之道从仕做人。在《三事忠告》中，

他从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将

注重道德修养视作为官从政者的立身之本。

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开卷即写“省

己”与“克性之偏”，强调担任地方官的人

应该时常反省自己，并注意克服性格中的缺

点。对于所要反省之事，他首先奉劝为官者，

得到提拔任命之时即应扪心自省，反思自己

的功劳和能力是否配得上这样的晋升，既往

为官期间是否真正做到了矜严自守、勤于政

务。在强调“省己”的同时，张养浩还认为

每个人“材质强劣，有所不同”，各有其优

缺点，为官者必须正视自身不足，并痛下功

夫予以改正，“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庄，

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只有这样，

才能为取得事业成功奠定基础。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把“自律”

放在首篇，指出“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

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

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意在强调从政者要

有比一般士人更高的自律意识，而有进言职

责的监察官对自身的要求更应严于普通官吏。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亦把“修身”

作为开篇，强调“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

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意在提醒官员

要清醒认识到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同时，

他在书中还分别列举了“善自修者”和“不

善自修者”的四种表现，指出“善自修者”

做到“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

慎以率百僚”，就能“令名随焉，舆论归焉”。

  为政者务要戒贪养廉

张养浩居官以清正廉明见称于世，即使

身处政局混乱、吏治腐败之时，仍能做到清

《三事忠告》又名《为政忠告》，由《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

书汇编而成，是元代名臣、散曲大家张养浩撰写的一部古代官箴经典，也是其为官从

政心得经验的深刻总结。作为一代名臣，张养浩为官数十载，历经元代六朝，一生居

官清廉、刚正不阿、勤政为民，其思想和事迹备受后人推崇。

《牧民忠告》主要从德行、操守、职事等方面阐述地方官员应具备的品质及处理

政事的能力，《风宪忠告》主要从自律、尽责、为公等方面阐述监察官员应具备的修

养及奉行的工作原则，《庙堂忠告》主要从修身、立德、尽忠等方面阐述朝廷大员应

具备的境界及担负的重要职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将《三事忠告》收录在“官

箴”目下，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该书“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

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

《三事忠告》中的为政智慧
朱保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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