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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伦轶事

第五伦，生卒年不详，姓第五，

名伦，字伯鱼，京兆郡长陵县（今陕

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时期著名贤

良大臣。第五伦年轻时曾担任过

乡里啬夫、京兆尹阎兴主簿，建武

二十七年（51年），举孝廉，补任淮

阳国的医工长，后历任会稽太守、

蜀郡太守等职，永平十八年（75

年），任司空，位列三公；元和三年

（86 年），辞归乡里，数年之后去

世，享年八十余岁，著有《上书请抑

损后族》《上疏褒称盛美以劝成风

德》等。

《后汉书》著有第五伦传，记载

了第五伦的不少故事。他个性耿

介，做事有担当，为官清正，勤政爱

民。初为乡里啬夫，负责均平徭

役，调解乡邻纠纷，做事公平公正，

深受乡民爱戴；后官至二千石的会

稽太守，仍然不改清廉本色，家中

不请佣人，铡草喂马、下厨煮饭都

由自己和妻子亲力亲为；在担任蜀

郡太守期间，第五伦嫉恶如仇，坚

决惩治官场腐败，还蜀地一片清

正。入朝后，第五伦不惧权势、刚

正不阿，敢于弹劾外戚，从不违心

阿附。究其一生廉洁奉公，尽守节

操，终成一代名臣。

姓氏为“第五”为官第一等
□明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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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对质疑

第五伦为官清正廉洁，在朝野皆
有口碑。一次，有个言官质疑第五
伦，问道：“伯鱼大人，社会上传说你
是大公无私，请问你有私心吗？”这个
问题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要说没
有一点私心，显然是说了假话，是个
伪君子；要是说有私心，那岂不是自
毁清廉形象，这问话仿佛是个套，怎
么回答都不行。对此，第五伦回答
说：“以前有人送了我一匹骏马，想让
我举荐他当官，我没有接受。后来，
每逢朝廷选拔举荐官员时，虽然我始
终没有推荐这个人，但我总会不自觉
地想到这个人。还有，我哥哥的儿子
经常生病，我曾一夜去看望他十次，
回来躺下后即可安然入睡。可是当
我的儿子生病时，我虽一次也没有去
看望过，却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第五伦巧妙的回答，意为人本是
有私心的，但公而忘私，正是清正廉
洁之本。

节俭奉公

光武帝刘秀破格提拔第五伦为
会稽太守，身为二千石俸禄的朝廷高
官，收入是远高于普通百姓，家中请
个佣人本是很正常的，但第五伦非常
节俭，虽然公事繁忙，但家中从不请
佣人，自己亲自铡草喂马，妻子亲自
下厨煮饭。有客人来访，见此情景非
常惊讶，问第五伦家中为什么不请个
佣人帮忙？第五伦说，老百姓生活还
这么苦，怎么能请人铡草喂马、洗衣
煮饭？会稽任上，第五伦将自己每月
的俸禄，除留下一家人的基本口粮
外，其余的都低价卖给缺粮的老百
姓，以解决老百姓的粮荒。

第五伦离任时，会稽老百姓感恩
他的恩惠，老老少少拉住第五伦的马
车要跟随他去，致第五伦一日行程不
过数里。不得已，第五伦只得假装借
宿馆舍，半夜偷偷乘船离去。

三位“第五”宰相

第五这个姓有点特殊，在中国
“百家姓”中排在最末，人数极少。第
五一族原为战国时齐国田氏的后裔，
刘邦称帝之后，为了削弱田氏一族的
势力，便将田氏族人分八批先后迁往
长安一带，并依批次将他们改姓“第
一”“第二”⋯⋯直至“第八”。为何只有
第五一姓传承下来，而其他姓都消失
了？据说是因为此姓的后人中先后出
过三个宰相，即东汉宰相第五伦，唐朝
宰相第五琦，宋朝宰相第五均，因而让
第五一脉传承广大，延续至今。

第五伦年少时便有胆有
识，在家乡面对盗贼匪徒侵害
时，他敢挺身而出，组织乡亲们
在村里险要处修筑堡垒；贼人
来犯，他领头率众人坚守自卫，
即使面对数倍于己的贼人也毫
不畏惧。在担任京兆尹阎兴的
主簿时，第五伦负责督铸钱掾，
管理长安的市场，当时长安铸
钱的官吏多耍奸取巧，谋取非
法之利，扰乱市场。对此，他重
拳出击，严惩不法官吏，统一衡
器，纠正斗斛，市场上再没有人
敢弄虚作假，维护了长安城的
市场秩序，百姓深感其恩德。

东 汉 建 武 二 十 九 年（53
年），第五伦随同淮阳王至京城
洛阳，受到光武帝刘秀召见，这
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刘秀对第五伦早有耳
闻，见到他后，刘秀便向其询问
政事，第五伦流畅应对，这让刘
秀非常欣赏。次日，刘秀又特
地单独召他入宫，和他一直相
谈到天黑。对于这位年少时就
以敢为能干而闻名的人才，刘
秀非常重视，当即任命他为扶
夷县令。第五伦还没有上任，
刘秀马上又越级提拔他为会稽

太守。至此，第五伦一跃成为
二千石的高级官员。

在会稽太守任上，第五伦
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艰
难。会稽本是江浙一带的富庶
之地，老百姓的生活怎么会如
此穷苦？于是，他深入田间地
头了解百姓生产生活，了解到
会稽地区有陈规陋俗，老百姓
普遍迷信占卜，到处都建有祭
庙，常常杀牛祭神。牛是老百
姓耕田种地的帮手，没有了牛，
农民拿什么来种地？

这种陋俗搞得会稽地区乌
烟瘴气，农民耕牛日渐减少，农
田荒芜，粮食歉收，百姓生活日
益穷苦。第五伦之前，几任太
守都不敢禁止杀牛祭祀的风
俗，但他决心禁绝这种陋俗，当
即下令给会稽各属县发布文
书，晓谕百姓，严禁杀牛祭祀的
迷信活动，今后但凡有装神弄
鬼恐吓愚弄百姓者，有胡乱祭
祀杀牛者，一律缉拿问罪。第
五伦用雷霆手段打击祭祀杀
牛的陋俗，保护了耕牛，并亲
自带领老百姓下田耕种，会稽
百姓的生产生活慢慢恢复了
安定。

刘秀死后，他的
儿 子 汉 明 帝 刘 庄 即
位，政声卓著的第五
伦 被 任 命 为 蜀 中 宕
渠 县 令 。 汉 时 的 宕
渠，地域包括今天的
南充、巴中、达州、广
安的渠江流域等，人
口 万 户 以 上 ，是 上
等大县。

彼时蜀中农业生
产先进，商贸繁荣，经
济发达，已成为全国
的战略大后方。汉明
帝需要派一位勤政清
廉、十分得力的干员
去管理宕渠这个重要
的粮税和人力资源基地，因此
选中第五伦。作为地方一把
手，第五伦不仅要抓农业生产，
发展经济，保百姓民生，维护一
县 治 安 ，还 要 为 朝 廷 举 荐 人
才。两汉时还没有科举，选官
制度主要是“征召”和“察举”，
征召是由上而下选拔，察举是
由下而上举荐，标准是德才兼
备，尤其看重孝道，因此有了

“举孝廉”。
第五伦发现县里有一个叫

玄贺的佐吏，每天要走二十多
里路从乡下的家中到县里衙署
上班，且常常随身背着一个书
箱，里面装着竹简书，得空便取
出来阅读。第五伦了解到，玄
贺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只有
一个年迈的老母亲，玄贺每天
早上三更起床煮好饭伺候好老

母亲，然后步行到署衙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第五伦
觉得玄贺不仅有学问、有孝道，
且办事能力也强，就准备举荐
玄贺为官，为朝廷出力。谁知
此事竟遭到县衙中许多人的反
对，有人认为玄贺是不是给了
第五伦什么好处，甚至有同僚
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举
荐失察是要受到处分的，严重
的甚至要影响到自己的仕途。

面对众人的质疑，第五伦
坚信自己的眼光，并认为自己
举玄贺为孝廉完全出于公心，
无需顾忌自己仕途的得失。玄
贺也不负第五伦所望，入仕后，
曾先后任九江郡和沛郡太守，
所到之处，勤政清廉，赢得清官
美誉。后入朝官至大司农，成
为朝中重臣。

第五伦在宕渠县令上任治理
地方卓有成效，再加上他为官清
廉，勤于政事，没过多久就被朝廷
委任为蜀郡太守。

第五伦到成都赴任，看见街
市繁荣，心中甚为高兴。可一走
进郡守府，看见衙门中吏员一个
个衣着光鲜，倒显得自己这个太
守大人衣着有几分寒碜了。接下
来的事情更让第五伦瞠目结舌，
上任伊始，各州县官员纷纷前来
求见，一时间府衙前一条街车水
马龙，蔚为壮观，更有不少人送上
礼单和帖子，要见太守。

有僚属告诉第五伦，自秦时
蜀郡太守李冰率蜀中老百姓修建
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凿离堆，辟

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使
蜀地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蜀地的
富庶，自然就产生了一批富户和
财主，他们不光生活奢侈，还想在
官场混个一官半职，以光耀门庭，
于是许多有钱人便请客送礼，捐钱
买官，长此以往，各地官职大都为
富人所占据，而这些人大多不学无
术，把蜀地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第五伦一听，既震惊又愤怒，
当即轻车简从到各州县考察官
员，果然发现有一大批靠“金钱开
路”进衙门的官员，既不勤政，又
不清廉，讲排场、摆阔气，奢靡之
风盛行。第五伦决定将这批“华
而不实”的人遣送回家，另按朝廷

“举孝廉”的要求，选拔一批贫寒
家庭出身而有真才实学的干练之
才，充实到各级衙门中担任吏员。

第五伦的改革，必然要触及
一批人的利益，朝野上下也不时
传来对第五伦不利的流言，甚至
有人要弹劾第五伦。面对质疑，
第五伦无所畏惧，坚持整顿蜀中
吏治，明令严禁请客送礼和贿赂
官员，严禁奢侈腐化，严厉打击卖
官鬻爵的腐败行为，严格考核官
员的政绩和廉洁，提倡官员生活
节俭，经过一番整顿，蜀地官场迎
来了风清气正的新景象。

待到汉章帝即位后，第五伦因
政绩突出，从蜀郡调入朝廷任司
空。相传在离开四川时，蜀地百姓
自发前来送行，一读书人赋诗送别：

“第五伦，第五伦，好官难得无二
人。苍天降福巴蜀地，焚香祷祝送
君行。”一首诗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太尉、司徒、司空，是东汉的
“三公”，能够位列其中，对官员
个人和家族而言都是莫大的荣
耀。位列三公后，第五伦并没有
因为身份显赫和家族发展而尸
位素餐，反而为了朝政清明、秉
公执政，挺身而出与外戚势力进
行斗争。

汉章帝时，外戚逐步掌权，
控制朝政。先是马皇后之兄马
寥、马防、马光同时身居要职，手
执大权，权倾朝野；后是窦皇后

之兄窦宪掌管禁军，内廷尽在窦
宪掌控之中。马廖兄弟喜结交
达官显贵，第五伦担任大司空，
是马氏兄弟想拉拢的对象。但
第 五 伦 一 身 正 气 ，凡 事 秉 公 而
行，从不曲意逢迎，他认为外戚
势力太盛，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施
行，应防止他们揽权干政。

面对此种情形，当朝官员大
多慑于外戚权势，不敢直言，但第
五伦挺身而出，给章帝上书：“臣
听说忠言不用避讳隐瞒事实，直

臣不避死亡威胁。臣不胜狂妄，
冒死表白意见。”他明确提出，对
外戚可以“封侯以富之”，但不能

“职事以任之”，他还以《尚书》《谷
梁传》等典籍中的历史故事来说
明外戚权势过大给国家带来的
危害为例，请求削减马、窦等外
戚的权力。

第五伦一片公心为社稷，一
而 再 再 而 三 地 上 奏 ，却 引 得 汉
章帝不悦，更得罪了不少外戚，
致使第五伦一度因谗言而受到
皇 帝 的 冷 落 ，但 第 五 伦 依 旧 刚
正 不 阿 ，不 入 俗 流 ，直 言 陈 事 ，
史载：“奉公不挠，言议果决，无
所依违，诸子谏止，辄叱之。”

公心举孝廉 佐吏成重臣

戒奢倡勤俭 官场扬新风

忠臣不避死 上书抑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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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伦向皇帝力陈外戚当政之害 张法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