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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绍兴师爷活跃于清代政治舞台上，是一个
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他们通过自
身拥有的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方
面的专业知识，辅佐了无数的大小主官。可以
说，清代许多基层官府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
绍兴师爷的帮扶。

汪辉祖作为“一代名幕”，更是绍兴师爷
群体的代表和翘楚。他为幕僚三十四年，以善
断疑案著称，足迹遍布江浙两省十八个州县衙
门。后来他考中进士，任州县官员五年，勤政
爱民，政绩斐然。

在汪辉祖的幕僚旅途中，有一位山东人对
他的影响最为深远。正是在这位名叫胡文伯的
幕下，汪辉祖积累了丰富的刑名经验，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职业师爷。

在胡文伯的故乡海阳，他的遗迹已经无处
可寻，他的事迹也不再为当地知晓。但在汪辉
祖晚年所著《病榻梦痕录》中，随处可见他对
胡文伯的感激和怀念。汪辉祖深情追忆道：
“常州太守胡公赏余骈体文，招之幕下。闲以
余力读律令，如有会心，稍为友人代理谳牍，
胡公契焉。比胡公迁苏松粮储道，余与偕行，
凡六年，事之关刑名者，皆以相属，则无不为
上游许可。”

因缘际会，为官治民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汪辉祖开始

供职于常州知府胡文伯的幕中。这一年，汪辉
祖年仅25岁，胡文伯则是一位花甲老人。胡文
伯是汪辉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幕主，也是他
服务时间最久、令他受益最深的人。

在相遇汪辉祖之前，胡文伯已经宦海浮沉
多年，积累了深厚的为官经验。

胡文伯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 6 9 6
年）。人生早期，他屡次参加山东乡试，却总
是名落孙山，最终只被录上乡试副榜。副榜中
的学子，不能与举人一同参加会试，只可以参
加下届乡试或低级官职的诠选。

胡文伯自知科场始终难进一步。在康熙时
代，胡文伯除了不断参加乡试外，也可参加地
方学校官员的诠选。

胡文伯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成功诠选为济
南府学训导。按照清代规制，训导是地方学校
的副手，“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
品行优劣”。

在清代时期，没有科举功名、身居府学训
导，往往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居于下僚。不过胡
文伯似乎也没有对自己有多大的仕途期许，只
是兢兢业业干着本职工作。他任职济南府学期
间，“在任六载，士林翕服”，优秀的政绩引
起了上级官员的注意。

雍正帝即位后，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系列
的革新。他提拔官员不计出身，曾对大臣言
道：“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
他选拔任用官员，除了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
公忠勤勉外，还注重官员有干事的魄力。所以
他摒弃原有的资格、出身的规定，不拘一格选
用人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雍正四年（公元1726
年），胡文伯获皇帝“特旨引见”。经过雍正
帝的谈话考察后，胡文伯授任河南禹州知州。

此后，胡文伯转任多地，一直在基层辗
转，先后做过河北滦州、通州等地共计五任知
州或同知（知府的副手）。到了乾隆九年，50
岁的胡文伯升任天津知府。

胡文伯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干旱
灾害。他设立赈灾粥铺、发放救济物资，对救
灾安民劳心劳力，终于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
但在次年，天津再次遭遇罕见的旱灾，田中麦
苗焦枯，百姓颠沛流离。一些灾民逃亡到了京
郊附近，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乾隆帝随即对胡
文伯的为官能力产生怀疑。

“为人质朴，实心爱民”

乾隆帝令军机处秘密发文给直隶总督高
斌，令他如实奏报胡文伯在天津的政绩和能力
如何。乾隆帝还告诉高斌，自己听说河间知府
徐景曾、天津知府胡文伯二人“谨慎有余，而

才干不足”，认为他们不能妥善办理二府之
事。在文报中，乾隆帝着重夸奖了广平知府吴
谷、顺德知府玉麟，认为他们两人“办事之
才，似较二人（徐景曾和胡文伯）为优”。乾
隆帝提醒高斌认真思量，可否将四人互相调
换。他谆谆告诫高斌“若徐景曾、胡文伯能胜
河间、天津之任，亦据实回奏”。

此时此刻，胡文伯是否胜任知府，高斌的
表态尤为关键。

高斌收到信函后，立即将自己平日的考察
结果奏报朝廷。他认为胡文伯虽然“气度局
促，本非繁剧（繁重事务）之才”，但他“为
人质朴，实心爱民，颇有悃愊（至诚）无华之
意”。高斌认为天津风俗崇尚浮嚣，以胡文伯
作为表率来移风易俗，似亦“人地相宜”。高
斌还认为河间、天津二府连年遭遇荒歉，现在
赈务救灾最为紧要。胡文伯已经对赈济工作驾
轻就熟，不必调换知府人选，高斌恳请乾隆帝
能够“容臣再加策励，以观后效”。

事实果然如高斌所料。在胡文伯的努力
下，天津抗旱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两年后，
胡文伯又向高斌奏称，可在天津府所管辖的今
山东庆云、河北盐山两县修砌砖井，用以浇灌
抗旱。胡文伯仔细走访，调查清楚每砌一井所
需费用，他表示“每砌一个砖井须物料八两
银，每口井可灌地五亩”。胡文伯提出，如果
能大规模修井，那么“小旱之年，百姓竟可不
馁”。此外，他还请求朝廷拨发资金，为缺少
耕牛的庆云县购置耕牛。等到耕牛买回后，胡
文伯和下属“赶至庆云县”，令该县知县将耕
牛分发给无力贫民。按照每家田地多寡，“田
多者户给一只，田少者两三户共给一只”。

胡文伯还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庆云县土地
非常适宜种植枣树，“可助饔飧不足”。往年
因为饥荒缘故，许多枣树被百姓砍伐。胡文伯
动用府库中的存剩银若干，购置大量枣杏榆柳
等树苗，令百姓看管成活。数年后，枣杏可
食，榆柳可备材用。

杰出的政绩消除了乾隆帝对胡文伯的疑
虑。待天津境内安宁无事后，胡文伯调任江苏
常州知府。

“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江苏常州百姓富庶、文化繁荣，胡文伯在
当地公事较为闲暇。在这里，他将年轻的汪辉
祖搜罗到幕府之中。汪辉祖在胡文伯幕中一呆
六年，深受胡文伯的器重和培养，从一名稚嫩
青年成长为通晓刑名的杰出幕僚。

汪辉祖入胡文伯幕，有一段曲折有趣的故
事。起初，汪辉祖的岳父王宗闵是将女婿推荐
给扬州大盐商程氏作文翰师爷。程氏财大气
粗，给汪辉祖开出的年薪高达一百六十两。汪
辉祖起初也是欣然答应，但不久后听说程氏对
待下属态度傲慢、毫无尊重之意，“（程氏）
每坐榻床倚炕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汪辉
祖认定自己无法忍受如此“礼遇”，于是告诉

岳父自己不想去程氏处供职。王宗闵虽然责怪
女婿高傲，但又不能说服他，只得替他搪塞了
事。

不到两个月，常州知府胡文伯缺一位“掌
书记”的书启师爷，曾是胡文伯下属的王宗闵
就顺势把汪辉祖举荐过去。“掌书记”在幕僚
中级别较低，胡文伯又是清廉的官员，所以给
汪辉祖开出的年薪只有区区二十四两。周围的
朋友都劝汪辉祖莫要前往，但汪辉祖竟然爽快
同意，很快赴任。他对不解者言道：“脩虽
少，太守当宾礼我也。”汪辉祖虽然年纪轻
轻，却已视尊严高过薪酬。

汪辉祖入幕后，胡文伯鼓励他“究心刑名
之学”，以便日后成为刑名师爷。汪辉祖勤奋
好学，思维缜密，令胡文伯大感讶异，视其为
大才。乾隆二十年九月，胡文伯升任江苏督粮
道。此时，汪辉祖却突然向胡文伯请辞归乡。
胡文伯对他说：“吾遂不能久屈子乎？”胡文
伯坚持要求汪辉祖留下，并将每月工资从二两
增加到十两，整整翻了数倍。汪辉祖看到薪水
在一年之内暴涨，难拒胡文伯殷切之意，就随
同他赴任。

此后，胡文伯尤其器重汪辉祖，对他的礼
遇也在众人之上。每次遇到大事，胡文伯必招
汪辉祖前来商议。而汪辉祖所提的建议，也多
被胡文伯采纳。不仅如此，胡文伯还常对儿子
说：“汪君必不久于人下，异日为国家有用材
也，儿辈当师事之。”此外，胡文伯曾写信给
汪辉祖，表露出不一样的敬重：“吾宦游垂五
十年，所见幕友多矣。能立品端纯，尽心佐
理，时时以国事、民事为念如吾兄者，实未见
有第二人。”要知道，胡文伯是汪辉祖的幕
主，还比汪辉祖年长35岁，其儿子也比汪辉祖
年长。胡文伯令其子师事汪辉祖，自己称汪辉
祖为“吾兄”，可见对他的尊重。

胡文伯不仅器重汪辉祖，还对汪辉祖严加
要求，以助汪辉祖迅速成长。汪辉祖《病榻梦
痕录》中道：“公（胡文伯）尝言能思则事
成。思之为字，田在心上，田中一十字，四面
俱到，缺一面则心有未至。”胡文伯自己就以
思虑周详而著称。当时人称呼胡文伯为“三世
佛”，认为他“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用
其思也”。胡文伯认为汪辉祖性格开朗直爽，
但细致谨慎较为缺乏，所以对他的要求分外严
格。

在胡文伯的有意训练督促下，汪辉祖思考
问题越来越细致，常能解决众人束手无策的难
题。

当时江浙一带流通一种印有“宽永通宝”
的小钱。朝廷起初认为是民间私铸小钱，却始
终找不到钱币的来源。乾隆帝令江苏巡抚调查
钱上所印年号的来历，借此找到钱币的源头。
可各级官府查来查去，此事也丝毫没有头绪。
朝廷一再催促，江苏官员焦急万分。

胡文伯也接到了调查钱币来源的任务，他
招来汪辉祖商议此事。汪辉祖恰好此前看过别
人送给胡文伯的一本《曝书亭集》，此书是清

代著名经学大师朱彝尊的文集。在《曝书亭
集》中，收录有一本日本史书，其中的跋文就
提到了“宽永”年号。根据记载，“宽永三
年”就是当时的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
年）”。原来这种“宽永通宝”是在清代早期
贸易中，从日本流入的货币。

胡文伯马上将汪辉祖提供的书证材料一并
上报给巡抚，然后再由巡抚上报朝廷。汪辉祖
立下此功，得到江苏巡抚的夸赞，也令胡文伯
对他刮目相看。但汪辉祖却将自己的功劳归于
胡文伯的教诲，认为：“吾佐幕数十年，得免
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助汪辉祖研究刑名，参加科考
乾隆二十一年，胡文伯被朝廷派往山东临

清督运粮草，汪辉祖因病无法前往。这段时
间，汪辉祖再次参加乡试，却又一次名落孙
山。后来胡文伯回任江苏道台，汪辉祖再入其
幕下。

胡文伯知道汪辉祖家境清寒，就创造机会
让汪辉祖学习刑名知识，希望他早日做上刑名
师爷，好提高收入。清代幕僚分成多个种类，
最重要的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
名师爷”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师
爷”。幕友担负工作不同，收入大不一样，其
中最丰厚的当属刑名和钱谷师爷。

刑名师爷不好当。不仅需要精通律例，而
且必须掌握司法知识和办案技术，可以说是一
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即使聪慧的人没有几年工
夫，也是无法学成出师的。常州幕府内有一位
叫骆彪的刑名师爷，是个端正方直、精明干
练、经验丰富而又乐于助人的老者。胡文伯就
让汪辉祖虚心拜骆彪为师，公事之余跟着他
“究心刑名之学”。同时凡涉及刑名之事，胡
文伯都让汪辉祖涉及兼顾。遇有案件审理，胡
文伯也让他参与讨论。汪辉祖悟性极高，加上
勤奋刻苦，很快就能帮助胡文伯处理司法案
件。

胡文伯知道汪辉祖有强烈的功名心，因而
不仅鼓励汪辉祖研究刑名之学，还鼓励他积极
参加科考。胡文伯自己并没有考中举人进士，
所以无法在制艺文章上给予汪辉祖指导。但只
要一有机会，他就为汪辉祖介绍名师，鼓励他
以文章干谒名师，以提高文章水平。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山东昌邑籍进士孙尔
周来到江苏探亲，在老友胡文伯的府衙内做
客。胡文伯收到孙尔周书信后，特意嘱咐汪辉
祖，要他将平日所作制艺文章拿给孙尔周评
阅。汪辉祖随即将所作三十篇文章郑重交给孙
尔周。

一个月之后，孙尔周始终没有提及汪辉祖
的文章优劣如何。汪辉祖心中焦急，却不好直
接询问，就将心事倾诉于胡文伯。胡文伯二话
没说，立刻找到孙尔周，询问汪辉祖所作文章
如何。胡文伯还责备孙尔周因为懒惰，伤害了
汪辉祖苦心求学的心。他还告诉孙尔周，汪辉
祖的继母和生母辛苦守节，将家族全部希望都
寄托在儿子身上。孙尔周闻言大受震动，觉得
汪辉祖是个可造之材。胡文伯拜托孙尔周认真
评阅汪辉祖的文章。次日拂晓，汪辉祖还没起
床，孙尔周就穿戴整齐带着文章前来。

孙尔周非常直率地对汪辉祖说：“子文久
阅矣，颇不惬于心。子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
格，妄为誉。”孙尔周虽然觉得汪辉祖文章质
量低劣，但觉得他虚心谦逊，是个可教之才，
决定将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传授于他。

当天，孙尔周就将汪辉祖所交文章全部作
了详细评改。孙尔周讲解得非常仔细，三十篇
文章中“有从破题抹起者，有逐句抹者，有隔
句抹者”。而在三十篇文章中，得到孙尔周肯
定的竟然只有三句话而已。汪辉祖听得“汗流
浃背，多不能解”。他真诚恳求孙尔周教授自
己作文之道。孙尔周就将文章写作精要一一讲
解，汪辉祖觉得自己“闻所未闻”，兴奋地以
弟子之礼对待孙尔周。在胡文伯的鼓励下，汪
辉祖每办完官务，就到孙尔周处听讲。一连过
了两个月，汪辉祖的文章终于获得孙尔周的肯
定。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胡文伯调任他
处。汪辉祖终于辞别，正式转做刑名师爷。

仕途跌宕，高寿而终
汪辉祖离开胡文伯后，在各处官府内作专

职的刑名师爷。后来汪辉祖考中进士，出任基
层官员，为百姓做了诸多好事。而在汪辉祖退
隐林泉后，将自己对幕僚生活的感悟，写成诸
多文集，受到后世推崇。而胡文伯的仕途也蒸
蒸日上，不断晋升。

乾隆二十七年，胡文伯升任江苏按察使。
次年，广东布政使出缺，朝廷派胡文伯补授。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将广东布政使胡
文伯调任江苏布政使。此时的胡文伯已经72岁
高龄，但精神矍铄，体力强健，处理政务依旧
得心应手。

次年，73岁的胡文伯升任安徽巡抚。到任
后，他弹劾贪腐的地方官员，百姓亲切称他为
“胡青天”。

但在安徽巡抚任上，胡文伯却和布政使范
宜宾产生激烈冲突。范宜宾认为胡文伯年老体
迈，因而对他的命令一直推诿塞责。而胡文伯
自觉权威受损，对范宜宾也是牢骚满腹。安徽
省内一二把手的矛盾甚至闹到了两江总督高晋
处。

高晋无法调和巡抚和布政使之间的矛盾，
又担心二人不和会影响皖省官场运转，就将此
事上奏朝廷，请求将二人调任他省。乾隆帝却
认为“抚藩不和，已属非体，而又互有抑扬，
不分曲直，尤非持正衡人之道”。他认为如果
胡文伯确实日就衰颓，办事精神不到，“又复
性情褊急，动辄参差，难以服藩司（布政使）
之心……其咎自在胡文伯”；如果“范宜宾向
系好事之人，遇地方公务，或意在急图自见。
于巡抚不肯受其约束，时露倔傲不驯之气，其
过又在范宜宾”。乾隆帝让高晋秘密将二人的
具体情况据实禀报。

高晋很快就呈递了奏折。这次他站在胡文
伯这边，高晋奏称：“胡文伯性急无私，其驳
正藩司误处，并非苛求。范宜宾任事努力，尚
欠熟谙，每因巡抚指驳，退有后言。”他认为
两人出现矛盾，问题出在范宜宾身上。

胡文伯暂时安全度过了这次抚藩之争。但
剧烈的问责风暴，即将向他袭来。

盛夏时节，天气酷热，江淮出现蝗虫啃噬
庄稼的灾害。胡文伯觉得自己年老体弱，如今
又是酷暑时节，不敢亲自前往，就派人去捕捉
蝗虫。而布政使范宜宾坚持要求亲自前往，胡
文伯并未批准。胡文伯先是根据派出人员的报
告，向朝廷奏报蝗虫已经捕捉干净。但不久范
宜宾上奏朝廷，报告许多地区还有蝗虫灾害，
而胡文伯也并未亲自前往捕捉。此事令乾隆帝
大为恼怒，他在诏书中严厉斥责胡文伯：“似
此玩视民瘼，岂能复胜巡抚之任？”他立即将
胡文伯降为候补湖南布政使，安徽巡抚由直隶
按察使裴宗锡补授。

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让已革任的胡文伯
补授为广西按察使。即使如此，乾隆帝依旧声
色俱厉地斥责他：“胡文伯前为司道时，尚知
实力任事。及用为巡抚，即不免器小易盈，愆
尤丛重。且其年已衰迈，精神日渐就昏，遇事
不能整策，岂惟封疆非其所宜，即降补两司，
亦安望其复堪胜任乎？”

胡文伯虽然补任为广西按察使，但此时的
他年事已高，很难在南疆就任。乾隆三十六
年，胡文伯来京师接驾。乾隆帝见他精力尚未
就衰，认为该员前在直隶年久，著加恩交与总
督杨廷璋以同知题补。

乾隆三十八年，胡文伯年近八旬，乾隆帝
念他居官尚无大过，加恩赏给按察使衔，令其
休致回籍。

乾隆四十三年，82岁的胡文伯在故乡去
世，安葬在海阳市凤城街道东迟格庄村旁。

■ 政德镜鉴┩おごだ

在他的幕府中，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汪辉祖，从稚嫩青年成长为杰出的幕僚。

对于汪辉祖的成才，他付出了诸多心血，谱就了一段幕主和幕僚的佳话。

胡文伯：名幕汪辉祖的人生伯乐

□ 本报记者 鲍 青

汪辉祖是清代绍兴师爷的代表，尤其擅长
处理刑名案件。他就职胡文伯幕府中，很快就
从书启师爷涉足刑名领域，并迅速展露出极佳
的刑名天赋。乾隆二十三年，汪辉祖协助胡文
伯妥善解决了一起积存许久的案件。他处理案
件的方法策略、撰写的司法文书，成为古代案
件判决的经典范例。

按照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记载，这是一
起性质不算恶劣但影响非常大的民事纠纷案
件。在常熟虞山中，有两位古代贤者虞仲、言

子的陵墓。其中虞仲陵墓在上，而言子之墓在
下。因此，虞仲的后人仲氏族人每次去虞山祭
祀扫墓，都要经过言子墓地前的墓道。而言子
的后人则认为仲氏每每越界，惊扰了陵墓的清
净，因而禁止仲氏族人穿越墓道，要求他们从
周围的榛莽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仲氏族人不
理会言氏的意见，因而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两
家协商不成，又各自在官府中有一定势力，所
以官司从县里打到府里，又从府里打到按察使
处，再诉讼到江苏巡抚衙门。因为案件离奇难
解，积压了十余年都没有结案。

眼见无法平息两家的积怨，江苏巡抚就专

门命令胡文伯妥善处理此事。胡文伯经过初
步调查，发现两家都是各执己见，谁也无法
说服对方。仲氏家族认为言子的墓地位于虞
仲墓地的禁地内，自己从言子墓道旁通过合
乎情理。而言氏则依据本族谱牒记载，认为
早在汉朝时期，两块墓地就划清界线，不存
在自己越界的问题。言氏认为自己要虞氏重
新选择通往墓地的通道，而虞氏并不同意，
所以产生了纠纷。

胡文伯也拿不出完美的处理办法，就请
汪辉祖拿意见。汪辉祖认为：虞氏“墓前禁
地之说起于后世，仲（氏）说不足为凭”；

同 时 言 氏 “ 据 谱 墓 道 起 于 汉 时 亦 荒 远 无
稽”。既然无法从证据事实上判断两家之说
的正误，所以汪辉祖决定从道义上对两家进
行调解。

根据历史记载，虞仲是商朝末年周族首领
古公亶父的次子。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
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少子叫季历。古公亶父
觉得少子季历最为贤明，同时季历的儿子也特
别聪慧。太伯和虞仲知道古公亶父想立季历为
首领，便一起逃到南方安居，以此来避让季
历。太伯和虞仲在太湖流域创建了吴国。而虞
仲死后安葬的地方，就被称为虞山。言子名

偃，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也是七
十二贤人之一，被誉为“南方夫子”。他曾任鲁
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育士民，境
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称赞。

汪辉祖抓住两位古代贤者的品性，对两家
族人进行了动之以情的劝说调解。

汪辉祖认为，按照历史年代计算，虞仲在
先而言子在后。虽然两人生活时代相距数百
年，却都是品质高尚的贤者。汪辉祖认为“虞
以让国而逃，必不爱此区区之地”，而“言为
道南文学，礼让为先，必不忍与先贤争路”。
由此，汪辉祖判定两家后人因道路问题互相争
执，“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辟荆榛，
不惟不便，亦属非礼”。汪辉祖认为应该让仲
氏每年展祭时，都从言氏墓道经过。但仲氏必
须妥善保护墓道，“墓道之外，不得樵采，庶
奠幽魄而杜嚣风”。

汪辉祖舍弃律令而引入礼制，以两姓祖先
都推崇礼让的精神来说服感化双方当事人。
仲、言两族看完汪辉祖所写的调解书后，都无
话可说。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族人，瞬间握手
言和，互相谦让，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相关阅读·

汪辉祖舍弃律令而引入礼制，以仲、言两姓祖先都推崇礼让的精神来说服感化双方当事人。

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族人，瞬间握手言和，互相谦让，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汪辉祖巧解疑难案

清代“一代名幕”汪辉祖画像

汪辉祖所著《病榻梦痕录》中详细记载了他和胡文伯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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