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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苏冲冲

春日暖阳斜照滨州城北，清咸丰帝师杜受田
的故居大院静默无言，影壁和地面的石刻莲花，
晶莹剔透，洁白无瑕。

莲花是杜家大院内颇为别致的景观，也是家
族精神绵延的有形体现。

“杜氏独爱莲花，莲花在杜家有特殊文化寓
意。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出，朴素无华
的莲花便被赋予了清廉的文化意蕴。莲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秉性，既是杜家在野时做
人行事的绳墨准则，也是入朝后从政为官的自我
期许。”滨州杜受田故居管理办公室主任唐英彬
说。

在野清白做人，
入仕清白为官

杜氏家族，起于乱世寒微，成于耕田读书。家
族始祖杜雄飞，河北枣强人，于明初大移民时迁
居滨州。当时的滨州经元末兵燹，已经残破不堪，
人烟稀少，十室九空。更兼土壤卤碱，贫瘠难耕，
城内也是蒿草遍布。清咸丰年间纂修的《滨州
志》，收录有无名氏诗，咏叹当时荒凉景象：“滨州
风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荒城半是田。
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鲜。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
怜。”

杜雄飞初来异地，饱尝生活之艰难，却也磨
砺出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和子弟订立规矩，一则
众人需勤于耕种，不因怠惰而违农时；二则勤俭
持家，清白做人，家财需从正道来。

在杜雄飞的苦心经营下，杜家境况渐有起
色。至其五世，子弟有余力边耕田边读书，五世孙
杜勋“以举子业鸣诸生间”。

随着人丁的滋生繁衍，逐渐众口难调，如何
管理家族成为当务之急。慢慢的无形中，一种为
家族成员所接受、利于家族发展兴盛的共性原则
诞生，这就是杜氏家风的雏形。杜家自始祖时便
传袭的清白与勤俭，是家风雏形的基础。

在野时做人务求清白，家财需从正道来。入
朝为官更需清白，官德政声紧连着家风。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六世孙杜其萌
考录进士。对于家族首位入仕的子弟，长辈们寄
予厚望，勉励他做官亦如平日做人，清清白白。

杜其萌初任浙江处州府推官，掌当地诉讼、
刑狱事。处州府下辖青田县内矿盗成灾，官府靠
刚猛之法缉盗，虽有成效却也导致冤案频现。百
姓叶十三等十余人，因与他人有隙而被诬为矿
盗。官府偏听偏信，未经查实便将他们悉数判为
死刑。死刑卷宗到了杜其萌处，他不敢怠慢，仔细
阅览，发现谬误之处颇多，不禁心生疑窦。他走进
民间，明察暗访，缜密取证，获得充足的证据，为
叶十三等人成功平反。

后来杜其萌担任青田知县，废苛政，行善政，
尽量与民休戚与共，亲民而不扰民，百姓因而欢
愉。待其离任，青田县民夹道相送，赠伞脱靴，依
依不舍。后来当地将杜其萌列入名宦录，还自发
建祠堂，四时祭祀。

作为杜家第一位有功名出仕者，杜其萌虽官
位不显，地位却颇为重要。家族后来为官者，多半
效仿他勤政为民，清白做官。

清廉爱民由我，
毁誉荣辱随他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杜氏八世孙杜
诗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

初入仕途的杜诗，就碰到一块硬骨头——— 奉
命督查京城官仓储粮。官粮存储因油水丰厚，一
直是贪官污吏窥伺染指的重灾区。因为蠹虫的存
在，粮仓实际储量与官方记录往往大相径庭。督
查粮仓也因各方势力掣肘，虽每次大张旗鼓，却
最终悄然无声。

新来的年轻户部主事杜诗却有些不一样。他
没有接受下属的数字汇报，而是进入市场“望闻
问切”，了解了行业潜规则。属官见杜诗是行内
人，也就不敢有所欺瞒，把粮储的问题和盘托出。
杜诗对粮储亏空细致查验，严肃追究有责任的属

吏，官仓气象为之一新。
官仓核查结束后，杜诗被派往军地上谷，掌

管更为敏感复杂的戍边粮饷事宜。
监理军粮，关系士卒军心，边疆安定，比督查

官粮更为棘手，稍有不慎就大祸临头。
明朝军粮弊政之一，是施行已久的折银纳

粟。明初为解决边疆粮饷问题，以食盐专卖权交
换，鼓励商人纳粟输边。到明孝宗时，纳粟输边难
以为继，朝廷又改为纳银输边。但本应购置军粮
的银两，却时常落入私人荷包，边地粮饷缺额反
而愈演愈烈。

杜诗刚上任，就上疏对纳粟运粮旧策予以改
良，以杜绝捐银的弊病。经此改革，除去运粮所需
每年还能节约军费25万两。杜诗将节余上交户
部，户部尚书赵南星经皇帝同意，将这笔资金贮
存以备边需。

万历四十一年，甘肃边民作乱，侵扰地方，百
姓惶恐不安。杜诗临危受命，出任庄浪道参政，负
责整顿当地治安。

杜诗到庄浪，没有发出何时扫清叛乱的誓
言，却组织人工疏浚淤塞已久的汉渠和唐渠。他
反其道而行的平寇策略，引发非议和不满。有人
认为，杜参政甫任职，不思兴兵轸乱，却修渠种
田，实属为官乏术，本末倒置。杜诗不为所动，继
续修灌渠垦荒地，庄浪阡陌交通，灌溉无虞，复成
沃土。

其实杜诗在下一盘根除匪患的大棋。是年九
月，边地警报忽至，声称叛军正靠近庄浪。当地官
员闻讯无不相顾失色，唯有杜诗亲拿弓矢登上城
墙，号令兵马准备应敌。下属见状阻止，杜诗义正
词严地说：“当此危难，我为主帅，怎能不身先士
卒？”不多时，侦察骑兵回报杜诗，前方大股人马
并非攻击庄浪，而是闻听这里遍地沃野，特意到
此归顺。杜诗将这些叛民分散安置，发粮种牲畜
农具，令其开垦荒地，繁衍生息。经此一役，庄浪
不战而边患弭息。

杜诗一面治本，实行仁政，吸引叛民归附；一
面治标，训练士卒，震慑周邻匪寇。他建粮仓，储
粮草，既免百姓运粮之劳，也解士卒缺粮之忧。若
边患暂息，稍有余暇，就召集士卒步兵，训练弓矢
抛石之技，军队战力大增，边疆固若金汤。

杜诗在庄浪数年，外患渐平，境内肃然，百姓
安然。陇地稳定后，朝廷升杜诗为山西按察使。临
行之际，百姓拦路相泣，如丧考妣，哭诉道：“杜公
若去，百姓还能依靠谁呢？”

后来黔楚之地生乱，大学士沈一贯认为杜诗
能堪大用，便推荐他巡察辰州、常德二府。族人建
议杜诗推辞，杜诗慨然道：“为国当不顾身，就不
能顾及个人得失，若因畏惧而辞，何为大丈夫？”

上任当天，杜诗整顿保甲，设立巡逻，自己亲
往查看民生疾苦。当年天旱不雨，生民饥渴，有聚
而为盗者。杜诗忧心忡忡，一面到大户人家劝说
出粮赈济，一面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粮食供
应因而充足，百姓安度荒年。在民间流传歌谣，

“常德耗，恃巡道；常德丰，赖杜公”，赞颂杜诗为
官爱民。

杜诗治民爱民，务求从根源消弭隐患。杜诗
治理常德，深感当地诉讼案件不断，谦让之风不
存，其本源在于教育缺位。当境内安定，杜诗设立
学校，延请名师，激励学子钻研义理之学，荡涤重
建当地民风习俗。当杜诗离任时，百姓感恩戴德：
“自古为民父母者，竟有似我杜公者。”

杜诗任江西布政使时，魏忠贤总揽朝政，阿
谀谄媚者呼之为“九千岁”，并在全国建立生祠，
强迫百姓祭祀朝拜。

当时江西也想为魏忠贤建祠，但遭到杜诗坚
决反对。有人提议把孔子弟子澹台子羽的祠堂改
建为魏忠贤生祠，以减少百姓负担。杜诗听后异
常震惊：“竟然辱没圣贤。”他人答道：“孔子生时，
子羽籍籍而无名。”杜诗说：“若能建生祠，为何不
供侍候齐桓公的阉人竖貂？”此人听后羞愧难当，
悻悻而退。后来只有福建江西没有建生祠。

杜诗德高望重、政绩卓著，内阁本推荐他出
任浙江巡抚。但因为在江西得罪魏忠贤，杜诗竟
被罢官回乡。一时间诸多官员落井下石，杜诗哂
然一笑，荣辱随他。

杜诗回乡经武定府时，执意要前往祭奠故人
袁化中。袁化中与杨涟、左光斗并称“东林六君
子”，曾和杨涟一起上书弹劾魏忠贤。后遭人诬陷
下狱，受尽酷刑，不屈而死。杜诗于魏忠贤当道之
时，公开祭奠亡友，除了对故人的追念，也是自身
政治观点的表达。有人担忧杜诗的安危，便出来
劝阻他：“袁化中因触犯魏忠贤而死，还是不要去
吊唁为好！”杜诗却说：“哪有过故人之门而不吊
唁的道理，这有违圣贤的教诲。何况孟子说，虽千
万人，吾往矣。得罪魏忠贤，并非我所在意的。”天
下人知晓此事后，称赞杜诗为海内直臣。

崇祯即位，起用因触犯魏忠贤而被罢官者。
杜诗出任湖广布政使，他在当地轻徭薄赋，减轻
地方附加税，并将节余府银40多万两上交国库，
赢得百姓和朝廷交口称赞。

矢志根除水患，
百姓筑堤纪念

由明入清，滨州杜氏兴盛不衰，杜家子弟出
仕为官，多是造福一方的循官良吏。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第十世杜漺中进
士，授直隶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推官。两年后，
清廷命张存仁为直鲁豫三省总督，领兵镇压山东
农民起义。

当时凡被俘获的农民军，皆交杜漺审讯定
罪。杜漺发现，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天灾
人祸，“盎中无豆米储，架上无悬衣”，在饥寒交迫
走投无路下，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向张存仁
建议：“大乱之时，胁从者众，渠魁即戮，余者当使
归农，以布国家威德；一切歼之，徒获旷土何益？”

张存仁接受了杜漺的进言，最后农民军中仅

有首恶两人被杀，其余均放归家乡务农。
顺治十一年，杜漺因政绩优异，被朝廷任命

为给事中。此时黄河决口数年，洪水经兖州、济南
东流入海，沿途淹没农田房舍无数。

田园被毁，农民被迫成流民，揭竿起义可能
重演。忧心如焚的杜漺，上疏弹劾原河道大臣。他
请求朝廷另行简派人员巡视河务、根治水患。在
奏章中，他提出“疏上游，以去其壅；导支流，以杀
其势，然后乘水涸并力塞之”的治黄策略。清廷下
旨令工部尚书刘昌和工科给事中许作梅监督河
务，并按照杜漺的建议治理黄河。刘许两人不出
数月，即成功堵复决口，肆虐数年的水患平息。杜
漺又上疏朝廷，指出黄河泛滥许久，沿岸田地受
害多年，恳请暂停征税以使民力复苏，朝廷同意
了他的请求。杜漺的仗义执言、为民请愿，百姓铭
刻在心，他们在决口地建造牌坊，并把筑起的堤
防命名为“杜公堤”。

杜漺后任江南维扬府兵备道，兢兢业业，清
廉无求。某年高宝湖洪水泛滥，杜漺捐出俸禄建
造救生船，专门抢救高宝湖因船失事而溺水的百
姓，一年内救活数百人。当地百姓在扬州凤凰台
为他建生祠，定时祭拜。当他迁任江南江镇道布
政使司左参政时，还兼管龙江、西新、扬州等地关
务。这里是盐船进出必经之路，只要对过往盐船
稍敲竹杠，大笔横财立等可取。但杜漺虽处膏腴
之地却坚守初心，对通过检查的盐船一律放行，
从不刁难。任开归道参政时，他也兼管驿站和盐
务。几年下来，驿站马匹膘肥体壮，盐务欣欣向
荣。

《清史稿》对杜漺为官评价甚高：“当官屹屹，
不可摇撼，惩豪猾，行保甲，剔盐弊，而尤以除溺
女、淹丧、锢裨三事为善政，民甚德之。”

“吾平日教汝等，
即吾之遗命也”

随着子弟出仕日渐增多，杜氏荣耀纷至，危
机感也如影随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上
的大家族，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自杜诗
起杜家便反思借鉴，认识到家风家训对约束子弟
言行、贯彻为官宗旨的重要性。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杜诗丁母忧期
间，撰修杜氏第一部家谱《杜氏世谱》，以宣扬祖
宗旧德，昭示后世子孙。

杜诗在为父母守孝所建庐墓中，教二子读书
不辍，他还购置滨州西北卧佛台，兴建家塾供子
弟读书。此后重视教育、爱好读书的家族传统兴
盛不衰。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二世孙杜鼒任湖
北襄阳知县。他带着儿子杜彤光在身旁，用己身
的言行来教育他。

那年夏天大旱，稻田龟裂，百姓颗粒无收。杜
鼒携子冒酷暑调查灾情，将调查所得向州府报
告，请求赈济民困。起初州府官员以灾情个例为
由拒绝拨款。杜鼒先后五次上书，一遍又一遍地
详细陈述灾情，言辞一次比一次恳切。最终州府
派员调查，这才下发钱粮。赈灾结束后，有白银
5000两节余，下属官吏建议大家私分。唯有杜鼒
说：“吾之先祖（杜诗）曾于此地为官，节余白银40
多万两，如数上缴国库，传为美谈，我不能辱没先
人。请把银两如数交到财政，用来兴教助学。”

父亲的一言一行，杜彤光历历在目，内化为
日后教子育人的绵绵动力。

襄阳民众为纪念杜鼒，在县城建造生祠“嘉
福堂”，刻石纪念，设位供奉。

杜鼒后早逝于广西思恩知府任上。因平素清
廉，儿子杜彤光竟无资扶棺归葬，幸得百姓帮助
才回到家乡。

此后杜彤光让弟杜彤辉应科举考试，自己则
隐居乡间管理家政，教育子弟。他告诉弟弟：“家
所以立，耕读耳。自今我任耕，弟任读。耕不善，弟
当责我。读不力，我责弟也。”

为延续杜家“忠孝诗书之脉”，杜彤光劝耕劝
读，把精力倾注于教育子弟，沿袭家风上。

杜彤光在滨州捐资创建培风书院，号召重修
学宫，使贫寒子弟亦能读书。

杜彤光管理子弟异常严格，几十年如一日训

示告诫。他重视言行，认为言行即是教育核心：
“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以言也，所言皆其所行
耳。”后来他的八子一侄均考取功名，都有所成
就。

其中成就卓著者，属四子杜堮。他于嘉庆六
年（公元1801年）中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左侍郎，
是当时著名学者，文章书画备受称道。

杜彤光临终之时，留有遗言：“吾平日教汝
等，即吾之遗命也。”

杜堮为官生涯中，父亲杜彤光的教诲言犹在
耳。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63岁的杜堮退居家
中，整理父亲从前的训诫教诲。他略带感伤地说：
“十二月撰《述训》四十八条，自序一条。昔日侍奉
父亲左右，朝夕听闻的大纲主旨，皆略具于这里。
我此前任京畿、两浙学政，时常认为自己才学庸
劣没有可以报国之处。唯有推广先父训诫，可以
淑世善俗，造就人材。我教育子弟，皆是本于父亲
的教诲。”

杜堮自己做官行事依循家风家训，对子弟的
培养和要求也本源于此。

“官可以不做，
书不可以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杜堮之侄杜受
履中进士，授任安徽桐城知县。上任前夕，杜堮特
意赠扇留言，表达希望他清白为官的心愿：“我家
世修儒业，一行作吏，不可无高山流水之意。则清
白循良，报国承家，皆在是矣。”

在杜堮编纂的《述训》中，随处可见安贫乐
道、为官清廉的印记。他教育子弟“为学，要先安
贫”，“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当杜翰考中荫
生，可以赴宫中就职时，杜堮却希望他能继续读
书：“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以不读。”在他的教育
下，独子杜受田虽贵为帝师，却并不以高官自许，
而喜称“我本农夫识字者”。

杜氏族人居家则读书教人，出仕则鞠躬尽
瘁，清廉从政。

杜受田贵为咸丰帝师，却关心民间疾苦，渴
望天下升平。他向咸丰请求下诏求言求贤，广开
言路，革除旧弊。咸丰因而下发诏书，要求“凡九
卿科道、有奏事职责的官员，对朝廷用人行政一
切事务均可据实陈奏、封章密奏。这样民间隐情
朝廷才能耳闻，朝政才能清明”。杜受田还向咸丰
保举林则徐等在鸦片战争中被罢黜的爱国官员。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多灾多难的黄河再
度决口，苏鲁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办理赈灾事
务。他五月离京，一路风餐露宿，勘察灾情，截留
北运稻米60万石分予灾民，并将灾情考察写成奏
疏上报朝廷。他举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江宁布
政使祁隽藻帮助自己处理赈灾事务。

当时正值暑夏，江南湿热难耐。杜受田年逾
六旬，且患肝病多年。为尽快赈灾，他不畏酷热，
冒暑前行。六月十七日，他抵达江苏淮安清江浦
时，因湿热引起肝病复发。经中医多次诊治，亦不
见好转。他强撑病体，白日坚持巡查灾情，晚上则
与刘源灏、祁隽藻商定施救方案，深夜则秉烛伏
案将赈济事宜写成奏稿。羸弱的身体，加上过度
操劳，七月九日，帝师杜受田病逝于任上。

“杜受田陵墓后来被发掘，内部陪葬仅有书
籍和小玉石，足见他为官清廉。而这种清廉，是和
杜氏家风一脉相承的。”唐英彬说。

■ 礼仪齐鲁

明清时，滨州杜氏人才辈出，廉吏频涌。他们遵循“不染似莲花”的祖训家风，为官关心百姓疾苦，清廉勤政；居乡劝劝人耕田读书，磨砺品性。

耕田读书家，清白似莲花

□ 本报记者 鲍 青

公元1850年，68岁的宣宗道光带着对江山
的无限留恋，撒手人寰。他留给后世子孙的，
是一个危机四伏日暮西山的老大帝国。

当时致仕居家的礼部左侍郎杜堮闻听皇帝
驾崩，“惟于室内匍匐叩头，追念洪恩”，并
“长号流涕”，愿来世再报恩德。

杜堮频受皇恩，感念发自肺腑。但对于他
的独子杜受田来说，悲痛之余，更多的是对未
来的无限期许。

十年前，英吉利凭借船坚炮利敲开中国大
门，法美等外患接踵而至 ；国内也是灾荒连
年，民变四起，清廷频现统治危机。新帝咸丰
奕詝初即位，颇思除弊求治，他勤于政事，任
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他最信任倚重的大
臣，便是自己的师傅杜受田。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皇四子奕詝
就学。道光将杜受田从山西学政调回，任职上
书房，教授奕詝学问。道光选中杜受田为四皇

子老师，关键看中他“品端学粹”，熟读四书
五经，道德高尚，是未来皇储的理想引路人。

在君主专制时代，臣子要想有所作为，除
了自身才学外，还要有赏识他的君主。而君主
更替，正是权力洗牌的最重要时刻。本想有所
作为的杜受田，将希望寄托在教育皇子身上。
咸丰入学后，杜受田朝夕教诲，辅导他以正
道，尽心竭力，前后历经十余年。咸丰自己也
说：“……特召（杜受田）还朝，旋入直上书
房，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中，日承启迪，获益
良多……”他还说：“杜受田……正色于立
朝。皇考（道光）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
忆在书斋，朝夕纳诲，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
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
赅。”

道光当时中意的立储对象，是皇四子奕詝
和六子奕訢。二人各有优势：皇四子居长且有
贤，皇六子天资聪颖。杜受田任四皇子师傅
后，察觉到道光对立储的摇摆不定，便决定
“欲拥戴文宗（咸丰）以建非常之勋”。

相传道光曾令诸皇子南苑校猎，咸丰特意
到上书房向杜受田告假。杜受田对咸丰耳语
说：“皇子到了围场，只坐观他人骑射即可，
不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仆人，不得捕一生
物。皇上若问及，只需说：‘时方春和，鸟兽
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
一日之长，与诸兄弟竞争’。皇子若以此对，
必能上合圣心，一定要牢记在心。”狩猎时恭
王奕訢所获最多，看到咸丰默坐，便上前询
问。咸丰说：“我今日身体不快，不敢骑马奔
驰射猎。”傍晚时各位皇子向道光归复命，道
光见咸丰毫无所获便开口询问。咸丰如杜受田
所教授的一一对答。道光大喜说：“是真有人
君之度！”立储之意就这样决断了。

另一则说道光重病时，召二位皇子觐见，
决定由谁来继位。皇子感觉事关重大，便请教
自己的老师。皇六子的老师告诉恭王，皇上问
什么就答什么。杜受田则对咸丰说：“皇子若
条陈时政，当不如六爷。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
以胜出，皇上若说自己不久于人世，皇子只要

伏地流涕，以表悲伤诚意即可。”咸丰如此照
做，病重的道光非常高兴，认为咸丰仁孝，是
皇位的合适人选。

咸丰继位后，杜受田虽未入军机，却对新帝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为了解决动乱，杜受田向
咸丰提出了三条对策：

1、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倾听反对意见。诏
书下发后，群臣纷纷上书，或针对练兵，或针对财
政，或针对朝廷用人。许多意见并非一朝一夕能
够解决，但起码传达新帝希望励精图治的意愿。

2、罢黜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是道光
最为信任的重臣，但他主持军国大计日久后，蒙
蔽道光，营造歌舞升平幻象。另外他排斥林则徐
等主战派大臣，一味对列强屈膝讨好。咸丰帝宣
布将穆彰阿革职后，《清史稿》载“诏下天下称
快”。

3、起用林则徐。咸丰接纳杜受田建议，下诏
命林则徐：“迅速北上来京，听候简用，毋稍延
缓。”

三项建议颇有拨乱反正之意。但此时天下已

糜烂不堪，广西洪秀全起兵后，太平军迅速坐大，
攻占多地。咸丰帝急令林则徐前往平叛，但林则
徐却病逝于赶往广西途中。

打击接踵而来。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夏，
黄河在徐州决口，山东江苏两省受灾。当时太平
军进入湖南，战况惨烈。咸丰最为担心的，是北方
饥民铤而走险，与太平军里应外合，将成心腹大
患。他渴望派信得过的大臣办理赈灾事务，消弭
变乱根源。

杜受田见新帝苦闷，便主动请求去灾区。自
咸丰入学后，杜受田就相伴左右，未曾离开。君臣
师徒离别之际，咸丰热泪盈眶，杜受田也老泪纵
横，但他们没想到这将是二人的永别。

杜受田急于办完赈灾，想赶回北京为咸丰出
谋划策，所以日程安排异常紧张。盛夏时节天气
酷热，杜受田肝病开始发作，逐渐病入膏肓。农历
七月初八，杜受田向咸丰上奏折，汇报救灾进展，
第二天就离开人世。半月后，老师病逝的消息传
到北京，咸丰如闻霹雳，放声痛哭。当杜受田灵柩
运回时，咸丰亲临祭奠，抚棺洒泪，甚是悲痛。为
表示对恩师的景仰和思念，他追赠杜受田文臣至
高的“文正”谥号，“公忠正直，媲美前贤。揆诸谥
法，实足以当‘正’字而无愧”。

杜受田壮志未酬身先死，可身后的形势越来
越危急。当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北巡
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武昌知府全部阵亡。太
平军接着顺长江连克九江、安庆、进逼南京。咸丰
三年（公元1853年）二月十七凌晨，睡梦中的咸
丰被太监叫醒，颤抖着读完了南京陷落的奏报，
痛心到了极点。此时他心中最为想念的，便是自
小陪伴自己出谋划策的恩师杜受田。

·相关阅读·

他竭尽全力教授咸丰，为他增加继位筹码，也为自己赢得未来政治舞台。而等到咸丰继位，也投桃报李，凡事极为倚重重恩师。

可当他意欲大展拳脚之际，过度的操劳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杜受田：壮志未酬的一代帝师

杜受田故居

杜受田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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