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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金代洛阳令张特立历任偃师主簿、宣德州司侯
（治所在今河北省宣化县），关心百姓疾苦，敢于与皇
亲国戚“过招”，深受百姓拥戴。金代末年，辞官归里
的张特立以教书育人为业，他白首穷经，诲人不倦，被
忽必烈赐号“中庸先生”。

□记者 余子愚

洛阳为十三朝古都，帝王将相在此纷纷亮相，京城的辉煌遮蔽了洛阳县的称
谓，使其县名不彰。与位高权重的帝王将相相比，洛阳县县令大多默默无闻。洛阳
县之外的新安县、永宁县（今洛宁县）等县县令同样鲜为人知。在这里，《洛阳晚报》
记者为您讲述洛阳及诸县县令的吏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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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特立：白首穷经 诲人不倦

为民寻羊1

百姓爱戴2

直言犯上3

赐号“中庸先生”

不久，张特立由洛阳令升为监察御史，官位
上升，但他依然保持一颗朴实之心。身为监察御
史，张特立首先指出，不可再囚禁金世宗完颜雍
的诸孙。

金代虽然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同汉人
建立的王朝一样，同样存在皇位争夺问题。金世
宗病逝时，由于太子完颜允恭早逝，完颜允恭的
儿子完颜璟即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病逝时，
由于他没有后嗣，所以其叔父卫绍王完颜永济继
位。完颜永济被毒死之后，金章宗的弟弟完颜珣
即位，是为金宣宗。金宣宗病死，其子完颜守绪
继位，是为金哀宗，即金代末代皇帝。

金宣宗完颜珣是完颜允恭的庶长子，而封建
社会宗法制度规定，只有嫡长子（正妻所生的长
子）才有资格继承父亲的爵位、封邑、官职、财产
等。这导致完颜珣的帝位“来历不明”，也导致金
哀宗对其他皇室成员尤其是金世宗诸孙心存戒
备。张特立上书建议释放金世宗诸孙，戳到了金
哀宗的痛处。

后来，张特立又指出尚书右丞颜盏石鲁和百
姓争夺田产，参知政事徒单兀典阿谀奉承皇帝的亲
信，都应当罢免，导致当权者都对张特立心存忌恨。

适逢平章政事完颜白撒到陕西犒劳部队，张
特立又弹劾他的部属不守法纪。完颜白撒倒打
一耙，向金哀宗告状，说张特立所说的事情和事
实不符。金哀宗听信完颜白撒的说法，不过没有
追究张特立的责任，张特立却洁身自好，毅然辞
官归故里。

张特立，山东东明人，金章宗泰
和年间中进士，先后任偃师主簿、宣
德州司侯，金哀宗正大初年，升任洛
阳令。

张特立为官，和北宋名臣包拯一
样，很能为民解忧。史料记载，包拯
在天长县任县令时，曾智断牛案。当
时，有一个农民一大早到天长县衙门
告状，说昨夜他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
舌头，这头耕牛是他家的命根子，没
了舌头，耕牛活不下去，一家人的日
子也过不成了。

包拯听后对农民说：“你回家找
人把牛杀了卖肉吧！”然后，包拯就在
县衙里坐等来告发那个农民杀牛的
人。果然，很快有人来县衙告发那个
农民私自杀耕牛卖肉。包拯问明情
况，便沉下脸来责问来告发的人：“你
为何将人家的耕牛割掉舌头，又来告
发他杀牛？”这个人听了大惊失色，立
即低头认罪。

在古代，私自杀牛、卖肉是违法
行为。一般情况下，同乡的人碍于情
面，都不愿意告发杀牛之事，怕伤了和
气。只有结下仇怨的人，才会这么做，
而这个有仇怨的人，就很可能是割牛
舌头的人。包拯的判断果然不错。

与包拯类似，张特立在任宣德州
司侯时，曾为百姓寻羊。当时，宣德
州住有许多金朝的皇亲国戚，很难管
理。张特立上任后，一家一户地登门
拜访，了解皇亲国戚的情况。

张特立上任不久，有一个国戚五
将军率家奴抢劫了百姓的一群羊，
张特立立即下令包围该将军的将军
府，向其索要羊群。五将军不肯承
认，张特立也不恼怒，语气温和地
说：“将军您品德高尚，您的家里怎
么会有偷羊的贼呢？我来这里就是
做做样子，以堵众人之口罢了。”五
将军没想到，张特立一边在客厅里
与他说着话，一边派人悄悄来到将
军府的后院，顺着咩咩的羊叫声，找
到了数十只羊。

看着被赶出来的羊，五将军无话
可说，只得将责任推到家奴身上。五
将军的儿子畏罪潜逃，躲藏在别人家
里，张特立派人将他抓获，因为是皇
帝近族，他才得以免于死罪。张特立
为民寻羊的事情传开后，宣德州的豪
强贵族开始遵纪守法，老百姓的生活
也安稳起来。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北方政权，金
章宗中后期逐渐衰弱。金宣宗时期，金朝外受大蒙
古国（元朝前身）南侵，内部争斗不休、民变不断，朝
廷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公元1234年，金朝
在南宋和大蒙古国的南北夹击下覆亡。

金哀宗正大初年，张特立升任洛阳令。金朝定
洛阳为中京，表面上看还保留着一点儿“京”气，其实
只是虚名罢了。由于战争破坏，当时的洛阳城面积
已大为缩水，张特立与前朝的洛阳令相比，管辖的范
围小了，权力也小了许多，然而，张特立全心全意为
洛阳百姓服务的态度和行动丝毫未减，因此深得百
姓爱戴。

当时金朝战事频繁，军队来往很多，地方郡县穷
于应付，尤其是金朝东帅纥石烈牙兀喧轻慢读书
人。适逢这支部队移防镇守陕右（即陕西）地区，途
经洛阳，东帅看见张特立淳朴儒雅、不刻意礼待他，
就心生怒气，想刁难一下这位洛阳令。东帅责令张
特立准备军粮器械，限令三天之内备足，逾期则按
照军法惩处。洛阳百姓一向认为张特立贤明，看到
张县令有难，纷纷把军粮器械运送到县府，很快完
成了东帅的要求，东帅暗暗惊奇，认为张特立非等
闲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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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 李玉明 张特立是明眼人，金代末年的动乱，使其对从
政心灰意冷。归乡之后，他以教书为业，精研程氏
易学（二程理学的一部分），名气很大。（如图）

公元1221年，元代大臣严实率军进攻山东东
平，金朝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去，严实占据东平。
听说张特立的大名，严实对他以礼相待。

元世祖忽必烈尊崇儒学，“好儒术，喜衣冠，
崇礼让”。公元1246年，忽必烈传旨张特立，表彰
他的治学精神：“前朝监察御史张特立，隐居田
园，朝代更换仍始终如一，现在已年近七十，仍坚
持研读圣人经典，应该赐予美名，以发扬他不为
人知的美好品德，特赐号曰‘中庸先生’。”

元宪宗在位期间，忽必烈受命负责总领漠南
汉地事务，他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并提
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请
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高兴
地接受了。

忽必烈对张特立一直念念不忘，公元1252年，
忽必烈再次向张特立下诏书：“张特立先生白首穷
经，诲人不倦，时刻保持中庸之道，学者都景仰他，
以前已赏赐了美名，今日再表达对他的敬意。”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公元
1271年，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

张特立没有等到忽必烈即位的那一天，白首
穷经的他或许也没有“巴结”忽必烈的意图。公
元1253年，张特立去世，享年75岁。

张特立所著的书籍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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