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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 233 年），杜
轸生于成都，师从于儒学大师、史学家
谯周。他的同学有《三国志》的作者陈
寿、中国文学史上著名抒情佳篇《陈情
表》的作者李密等。关于这段求学经
历，《华阳国志》称他“发明高经于谯氏
之门”，意思是能够在谯氏之门中阐发
高深的经义。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
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注释道：

“疑原当作‘以发明经义高于谯氏之
门’，谓轸专治经学，多所发明，在谯周
门生中经学最高也。”

杜轸求学于有着“蜀中孔子 ”声
望的大儒谯周门下，在一众青史留名
的师兄弟之中占据“高”位，顶着“蜀
都学霸”的光环，他的才学在蜀地为
世人周知。

循着学而优则仕的路线，杜轸被任
命为郡功曹（当时的一种官职）。但平

静为官的日子并不长，蜀汉景耀六年
（公元 263 年），邓艾破蜀，后主刘禅投
降，蜀汉灭亡，30 岁的杜轸决定告别官
场，直到公元280年才重新任职。

虽然《华阳国志》《晋书》对杜轸后
续任职经历的记载有所差异，但关于他
在西晋时期的首任官职的描述是相同
的——建宁县县令。

三国时期的长沙郡建宁县（今湖南
省株洲市），隶属荆州，是一个多民族聚
居的县域，当地的部落武装与中央政权
有着一定的历史仇怨。同时，由于荆州
在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赤壁之战与夷
陵之战均发生在此，所以让建宁县也常
常卷入战争，直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年），建宁县才被纳入西晋治下。

那一年，辞官隐居十余年，已经年
近知天命的杜轸，远赴矛盾重重、战乱
方歇的建宁县任职。在任期间，他以德

政引导百姓，使一方风气向善向好，把
东汉以来战乱不休的地域治理得井井
有条，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真心认同。

大器晚成的杜轸，在建宁县、池阳
县等地政绩卓著，被擢升为尚书郎。进
入中枢后，他不被朝中清谈的浮华之风
所染，坚持以崇实为本，结合实际运用
自己渊博的学识，“奏议驳论多施用”

“每有论议，朝廷莫能逾之”，在一众西
晋朝堂之上获得了“威容可观，中朝伟
之”的赞誉。当时，杜轸与朝廷的另一
位蜀地尚书郎——李骧齐名，人称“蜀
有二郎”。

晚年，杜轸转任益州犍为郡（辖地
包含今成都市部分地区和眉山市、乐
山市、资阳市、宜宾市的大部地区，治
所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太守，在当
地“甚有声誉”，但在即将升任内侍大
臣时病逝。

官修正史中的杜轸

《晋书·列传第六十·良吏》（节选）

杜轸，字超宗，蜀郡成都人
也。父雄，绵竹令。轸师事谯周，
博涉经书。州辟不就，为郡功曹
史。

时邓艾至成都，轸白太守曰：
“今大军来征，必除旧布新，明府
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
出。艾果遣其参军牵弘自之郡，
弘问轸前守所在，轸正色对曰：

“前守达去就之机，辄自出官舍以
俟君子。”弘器之，命复为功曹，轸
固辞。

察孝廉，除建宁令，导以德
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满将
归，群蛮追送，赂遗甚多，轸一无
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阳令，为
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为立祠，
得罪者无怨言。

累迁尚书郎。轸博闻广涉，
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时涪人李骧
亦为尚书郎，与轸齐名，每有论
议，朝廷莫能逾之，号蜀有二郎。

轸后拜犍为太守，甚有声誉。

蜀人笔下的杜轸

《华阳国志·后贤志》（节选）

犍为太守杜轸超宗。
犍为卬卬，友于寔令。
杜轸，字超宗，蜀郡成都人

也。
父雄，字伯休，安汉、雒令。
轸少师谯周，发明高经于谯

氏之门。郡命为功曹。
⋯⋯
察孝廉，除建宁令，徙任山

阳、新城、池阳，所在有治。
入为尚书郎。每升降趍翔廊

阁之下，威容可观，中朝伟之。
迁犍为太守，惠爱在民。还

为州大中正。轸既才学兼该，而
气量倜傥，武帝雅识之。方用内
侍，会卒。时年五十八。

杜轸逸事
在邓艾、钟会征战于蜀中的

混乱时期，杜轸准确分析局势，向
顶头上司——郡太守张府君陈说
利弊，建议他离开府衙，搬入私
宅，以规避军权变更带来的政治
风险。后来，钟会攻入成都后，果
然派遣参军牵弘担任太守。牵弘
率领数百骑兵进入郡府，问询原
太守在哪里，答曰“已经搬出府
邸。”于是，牵弘善待张府君，并对
勤勉有为的杜轸非常器重，于是
征召他为功曹，但杜轸坚决推
辞。虽然他获得了一展才华的机
会，但或许是对蜀汉王朝的崩塌
仍有心结，杜轸暂时选择了推辞
和隐去。

学 问 通 达 有 实 才 所在有治留贤名

杜轸从建宁县离任时，各族群众赠送了很多礼品表达谢意，杜轸一无所受

不为俸禄之薄所困

坚持一无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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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轸（约 233 年 ~

291 年），字超宗，

成都人，生活在

蜀 汉 末 年 至

西 晋 初

年，官至

尚书郎、

犍为郡守。这位师

出名门的廉洁先贤，

有着“博闻广涉”的

知识储备，具有“国

之 良 器 ”的 卓 越 才

华，秉持着“去如初

至”的博雅情怀。东

晋永和年间，常璩将

他列入《华阳国志·

后贤志》，留下“犍为

卬卬，友于寔令”（犍

为郡守意气高昂，友

爱于兄弟）的评语。

唐贞观年间，名相房

玄 龄 主 持 修 撰《晋

书》，将他定为 12 位

良吏之一，列入《晋

书·良吏传》。北宋

宣和年间，费枢编著

中国第一部廉官专

著——《廉吏传》，又

将其列为两晋 156 年

间的33位廉吏之一。

去 如 初 至 释 博 雅 清廉美名传天下

杜轸在去世近 900 年后被宋人选
入《廉吏传》，一直被称为蜀人中的廉洁
典范，不只是耐得住寂寞、跨得过难关、
干得出成绩，更在于心中有准绳、行止
有法度、为官有操守。

据《晋书·良吏传》，杜轸在建宁县
政绩卓著，深受民众爱戴。在他离任
时，各族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百姓一
路追送，赠送了许多表达谢意的礼品

（“群蛮追送，赂遗甚多”），但“轸一无所
受，去如初至”。在西晋初年，天下久分
而合，风气奢靡贪婪，做良吏难，做廉吏
更难。钱穆先生曾提出，“要讲某一代
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
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
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
据与真意见。”循着史学大家的观点，试
着置身杜轸所处的时代，结合当时的社
会环境作出评价。

“不为俸禄之薄所困，坚持一无所
受。”杜轸的任职时间集中于晋武帝在
位时期。据《日知录校释》，晋武帝曾
坦承“今在位者，禄不代耕”。因为当

时政局动荡，税收体系不全，战乱征伐
不断，导致中央财政持续紧张，官员俸
禄水平很低，甚至不足以负担家庭开
支，还需要官员亲自耕种来养家糊口、
补贴家用。

关于杜轸从建宁县离任时的记载，
《华阳国志》和《晋书》各有不同——《华
阳国志》记载，杜轸赴任山阳县（今河南
省焦作市山阳区，距离约 900 公里），若
按《晋书》记载，杜轸赴池阳县任职（今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距离约 1100 公
里）。但无论前往何地，所需路费不菲，
特别是在俸禄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的年
代，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想赴远方，
如不收受他人所赠礼品，便意味着风餐
露宿甚至还要变卖家财。在此情形下，
杜轸还能选择“一无所受”，完全拒绝赠
予，他内心的坚守和自律值得称赞。

不为贪腐之风所染，坚持去如初
至。晋武帝在位期间，对于贪腐行为是
采取纵容乃至怂恿的态度，时常为因贿
赂获罪的大臣开脱，使得腐败风气在西
晋朝堂迅速蔓延。（“而帝宽厚足以君

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
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
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浸以为常。”）同
时，魏晋时代没有实际运行的官员考核
评定制度，选任官员采取“九品中正
制”，只由居于首都的“大中正”听闻风
评来确定全国各地官员的品级和任
用。这种全评个人主观判断的选拔方
式更加使得朝野上下贪污腐败之风大
盛，大臣之间互相贿遗，行贿成为官员
之间的家常便饭，不行贿则可能被人谗
诉，甚至在政治上招来横祸。

在行贿受贿成为“官场时尚”、纪律
红线消失不见的年代，身处“山高皇帝
远”的偏僻小县，百姓又自愿给官员“众
筹”路费，杜轸若是收下礼品，则可以让
家产增长、升迁有“资本”，不收就意味着
异于众人，还可能遭到“圈子”排
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轸依
然牢牢扣好担任一方主官的“扣
子”，坚持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保
持“去如初至”的操守，被《廉吏传》
评为“至妙。博雅”，值得后人敬仰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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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景明钞本《华阳国志》里的杜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