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沣这个名字过去除了

专洽明清史和书画史的入

外，知道的不多；近年来，由

于清代“历史”的影视剧(如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清御

史》等)不断放映，特别是京

剧《瘦马御史》、《宰相刘罗

锅》等相继演出，作为大贪宫

和坤的对立面，渐为人们知

晓。但是影视剧的钱沣与历

史上的钱沣相距很大。

少小聪慧艰难进学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

甫，号南园；由于擅长画马，

且多是瘦马，又称“瘦马先

生”或“瘦马御史”；生于乾隆

五年(公元1740)，云南昆明

人。祖籍江苏省江宁县(今属

南京)，先祖钱铸在明成化年

间作为朝廷命宫幕宾。来到

昆明，从此安家落户。钱家世

代寒素，过着亦耕亦读的平民生活，没宥高宫显责，也没

有富商巨贾。因世代读书，受儒家影响很深。钱沣父亲钱

世俊由于社会动乱，家境破败，继承了祖传的银匠手艺；

母亲李氏出身破落士人家庭，初识文字，是虔诚的佛教徒

和贤妻良母。

钱沣六七岁时开始读书，但因家贫，弟妹叉多，他身

为长子，每天除读书外，还耍帮做家务、照顾弟妹，_度打

算辍学，但母亲坚决反对。钱滓于是更加发蓄，q-jL；萝grl

才艺初显，人称“滇南翘楚”。但功名并不顺利。乾隆二老

二年(1757年)才考取秀才，三十三年(1768年)考取攀

人。同年冬赴京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叉藩第T o他去

湖北公安投奔在此徽

知县的好友万钟杰o A

隆三十六年Y-N索参

加“恩科衾试”，审避

±，为翰榕院庶雷圭。

后为检讨，充任国变馆

纂修富，前届任职将近

十年，乾隆四卡蠹fla_与

正考窘鄢晋涵刘产蕊

主持多试。次攀氆江南

道监察御史，到通判q稽

查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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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官吏两战皆捷

钱沣出任监察御史不久，就发生了以陕甘总督勒尔

谨稻浙江巡抚王寓望(曾任甘肃布政使)为首的“捐监冒

赈案”(亦称“折监冒赈案”k此案不仅作案时间长，从乾

隆兰卡九年延续到乾隆四十六年；牵涉官员多，甘肃从封

疆犬吏到知府、知县凡乎全部卷进，结案时判罪的就达

194叁，其中处斩的57火，发配的56人，革职抄家的35

A，革职留用罚银的28 A，死亡、罚银的’17人；且贪污数

额特别巨走。结案时全省亏空888，900两白银和740．000

余石痒N o

勒尔谨任陕嚣总督期间，两次离职进京朝觐乾隆，总

督均由陕两巡撬紫流署理。毕沅久_居蒋安，对“捐监冒赈”

炎案不瓢能幂了解。但他装糊涂。经乾隆点拨，他表面认

罪，愿垒i万两“自得议罪银”和二万两“养廉银”作罚款。

乾隆也想“表事犹水，奎事化了”O但钱律认为即使毕沅没

豢巍弊，兼经陕甘总督氇有“包庇”之嫌。遂上书弹劾毕

凝j乾隆爨得交刑部查核，并令大学士、九卿、科道议奏；

同时豢隳巍审诉、辩解。表学±、丸卿、科道议决将毕沅革

职凌黧新疆。俺乾隆看。了毕沅申诉，决定从轻处理：“现在

督撬薯时乏员，学跣著毅宽照李侍尧、富勒浑之例，降为

誊晶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睡，所有应得之奉及养廉永行

侉止，塔零惩傲。”钱淬量没有把毕沅彻底打倒，但乾隆还

是誊宠孑钱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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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钱沣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弹劾山东巡抚国泰、

布改使于易简“贪纵营私”、“纵情索贿”，“吏治败坏”、“遇

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县仓库亏空”等

罪。于是乾隆派和坤、刘墉与诺穆亲，僭监察御吏钱沣等

查办此案。因国泰乃和坤党羽，途中和坤百般拉拢钱沣。

但钱沣并不买账，到I上j东后冲破阻挠，在刘墉的配合支持

下，查清结案。一日，和坤、刘墉、诺穆亲和钱津等人来到

历城县，该县事先已知京师来人，做好了准备。和王申知道

帑银已经补齐，便令抽查数十封，并无短缺，就想草草收

兵。但钱沣发现库存的

帑银“杂色不一”，提出

“按款比对，逐封弹

兑”，结果查出银摩亏

空4万两；接着又盘查

粮仓，结果缺少3万余

石。复查章丘、东平和

益都等也是库库亏空。

全省共亏空200多万

两白银。乾隆一怒之下

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

刑。钱沣两战皆捷，朝

廷震动。因为清代前

期，特别是顺治、康熙

年问对言宫控制、约束

极严，言2r,fi]谨小慎微，不敢对重臣轻易弹劾，惟恐受打

击报复。钱沣的举动，使其声名鹊起，称其“鸣凤朝阳，柏

府(又称‘鸟台’，指‘都察院’)新声”。

刚正敢言立朝不苟

乾隆四十八年，钱沣升为通政使司参议(正五品)，不

久迁太常=导少卿(正网品)，后改通政使司副使(正四品)，

到湖南任职提督学政，⋯年之内连升三级。此后连任湖南

学政，乾隆五十三年，因母病故，回乡治丧。，乾隆五十六年

其父仙逝，母丧未满又服父丧，到乾隆五十／＼年才“服除”

北上复职。次年乾隆任命他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此时和王《=}

深受乾隆宠信，势焰熏天，人称“二皇帝”。钱沣．．L奏乾隆，

被以御史身份“稽查军机处”，寻机搜集和坤贪赃枉法的

罪行。乾隆六十年病故，终年55岁、，有人说是被和坤毒死

的，因为和坤知道钱沣搜集他的“黑材料”，故下此黑手。

钱沣死前确实写出弹劾草稿，列举了和坤二十余条罪状，

藏于自己枕头底下，但死后不久被人偷走，付之一炬。

钱沣一生“刚正敢言，立朝不苟”，公务勤勉，执政严

明，待人宽厚，助贫为乐。，他出身寒I]，苦志向上，深解儒

家道德；他关心民瘼，体谅百姓疾苦。他在翰林院工作了

十来年，由于翰林薪水微薄，钱沣家属未迁京师。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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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无定所，或寄居云南会馆，或寄居朋友、学生家，终日读

书、作诗文，研习书画，过着清苦孤寂的生活，由此经历了

世事沉浮，体验了世态炎凉。他始终固守“慎独”思想，保

持清风亮节。他生活俭朴，“尝携一仆徒行，蔬食大布，晏

如也。”他接待乡友学生从“不以贵贱易”，“蔬食留宾高谈

不倦，士类无不心悦。”有时来往于京师南、北城之间，他

除了步行外，顶多是雇辆骡车乘坐。，他说：“吾本寒士，少

年辛苦如在目前。日．为官而惟车马衣服是营，又乌能廉?”

即使作了御史也没有积蓄，一遇大事还向友人借贷。他弹

劾国泰时认为凶多吉少，如弹劾不成，必遭处罚和报复。

因此预先做好了“严谴戍边”准备。为此I自友人借“钱十

二手”，准备发配途中“资用”。钱沣虽生活清苦，但从不爱

财，更不受贿，平目不随便接受别人尤其是“高宫显贵”馈

赠。在与和坤等去山东清查国泰贪污的路上，和坤看他衣

服单簿，曾送以钱物联络感情，被谢绝。他看重乡情乡谊，

把微薄薪俸拿出一部分维修云南会馆，或资助贫苦的同

乡和学生。同乡戴斯珀(乾隆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病

逝，无力送葬。钱沣出面在同乡中募集白银400两，办理

丧事和赡养老母、幼子。他非常关心桑梓乡里的公事和百

姓疾苦，回乡服丧期间，曾配合地方宫。治理了流人滇池

的六河(即盘龙江、金针河、银针河、海源河、宝象河与马

料河)水患。任湖南学政时，从不受礼纳贿，“按试各郡，绝

干渴，不受棚规。”“为之致馆馈赆，悉不受。”湖南人流传

着“钱来不要钱”的谚语。父母去世时，他宁愿典押家产或

借贷，也不收取馈赠：“大吏临吊，一一往谢外。绝迹不入公

门，杜门课子弟书。”钱滓也不轻易予人特别是上司礼物。

湖南巡抚浦霖，⋯到任，就不顾当地发生大旱灾，百姓生

活十分困苦，觅借大办寿典，充实腰包。钱沣作为同僚，不

得不随些人情，无奈送一卜⋯对蜡烛和几斤莲藕，作为寿

礼，寓意“直节”。浦霖十分不快，迫使他停i上了这次寿庆。

钱沣的表现赢得入们的称

赞，“居宫弹劾权贵，明国

法，正朝纲，天下想望风

采。”

钱沣在乾隆中晚期社

会浮华、奢靡，腐败丛生的

情况下，以～个出身贫寒的

平民子弟，刻苦砥砺，获取

功名后坚持操守，不为权

势、金钱所诱，一心为国为

民，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的

事迹和坚持正义、敢于斗争

的精神，对后人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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