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正爱民 惠泽家乡

方钝（1488-1577 年），

学仲敏，号砺庵，巴陵县沙

陂（今岳阳县杨林乡沙陂

村）人，自小聪慧好学，二

十四岁时为岳州府廪生，二

十七岁时为殿试翰林。后一

直在明世宗嘉靖年间为官，

历任内黄、华亭知县，广西、

河南监察御史，山东巡按，

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都

察院都御史，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清正爱民 政绩颇著

在华亭，方钝倡导节俭，减轻百姓负迫，每年节省民财

以万两银计。遇到民间诉讼，他谆谆劝解，使双力纠纷得以

妥善解决。在山东，适逢农民暴动频繁发生，他安抚百廷，

整饬吏治。当时官吏知道他推荐和弹劾不避恩仇，都畏惧不

敢再害百姓；而百姓知道他廉洁奉公，参加暴动者愿意回乡

乐业，终使社会得以安定下来。在大理寺右少卿任内，他采

取有效措施，如禁止用钱粮代替马匹上缴，禁止私人占用公



马，稽核马匹的放养、生息和领牧、发拨等，杜绝了一些贪

占舞弊行为，节省马资白银数十万两。在都察院都御史任内，

他总理黄河治理工程，深入工地，度地兴工，使漕运畅通，

堤防巩固。

洁身自好 志不为时俗所移

方钝为官，时值贿赂之风横行，他却纤尘不染，清廉无

过。权相严嵩以行贿方式获得官晋太子大保，方钝嗤之以鼻：

“贿而得太保腰玉，如平生何？”方钝任户部尚书，历时七

年，掌管了全国赋税钱粮。面对外有瓦剌、倭寇侵扰，内则

奸相严嵩贪赃枉法；明世宗迷信道教，日夜设斋醮祈祷，一

切内府供应，御外耗费，无不取之户部等复杂困顿境地，他

广纳人言，取其良策，多方筹划，务期必济。他秉公直谏，

先后上疏达数十万言。后因边将作战失利，严嵩担心边将贿

赂之事败露，暗奏朝廷改任方钝为南京户部尚书，置他于闲

散无权之地。嘉靖三十八年方钝告老还乡，时年逾 70 岁。

“苦苦修桥” 惠泽家乡

方钝在京做官期间，不忘家乡父老。遇灾荒之年，他曾

在皇帝面前奏准“湖南免山粮，湖北免水粮”。并捐资建岳

阳会馆，安排同乡仕宦居住，立约 32 条，勉励同乡仕宦忠

贞为国。他辞官回乡后，积极筹划家乡水利设施建设，修筑

了三眼桥堤和枫桥湖堤，重修了万年桥（今三眼桥）。相传

方钝带领民众赶修三眼桥时，因国库下拨款银有限，民工吃

稀饭小菜，食不饱肚，工程进展受阻。奸相严嵩却向皇帝谗

言：方钝在家乡修桥，大肆挥霍浪费库银。皇上闻言大怒，



即派钦差大臣来岳阳查实。钦差大臣到达工地，适逢民工用

餐，见方钝和民工吃的都是黑糊糊的粑粑，从万钝手中接过

一块粑粑咬了一口，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才知这种耙耙是

用苦荞做成的，十分感慨地说，方大人吃苦荞，真是苦苦修

桥啊！钦差大臣回京上奏皇帝，特拨一笔纹银犒劳方钝修桥

之功。方钝喜不自禁，即把这笔钱全部补作修桥专用，民工

们伙食大为改善，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不久三眼桥即告竣工。

岁月易逝，五百多年过去，“方尚书做官，提带湖南一

省”和“苦修三眼桥”的故事至今仍在岳阳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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