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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 （1820～1886），字稚璜，清平

远州牛场人。祖父丁必荣曾任四川昭化知

县，父丁世棻为镇远训导。丁宝桢自幼勤奋

好学，胸怀大志。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中举人，咸丰三年 （1853） 中进士，授翰林

庶吉士、编修。

丁宝桢被授湖南岳州知府，随后升山东

按察使、布政使、巡抚。

丁宝桢在山东 10 年任上，整饬吏治，

革除苛政，为百姓称道。尤其以治理黄河，

功绩卓著。同治十三年 （1874），黄河山东

段决口郓城侯家村，运河南北两岸长堤冲刷

殆尽，东南州县几成泽国。管河臣工集议，

于次年兴工治理。丁宝桢以为春季事机一

误，功倍大而费倍增，明岁伏秋汛临，则淮

徐以下，何堪设想。丁宝桢力主趁水枯之

时，在南岸菏泽之贾庄及北岸开州之南口两

处水势稍能逼束处选基筑坝，从贾庄堵合正

流，由蓝口分流，引归旧河，由张家门王老

户下注，则东南漫水皆可断流。经一冬春，

光绪元年 （1875） 三月，堤岸合龙，河水归

流。清廷以宝祯力膺艰巨，督率有力，予以

优叙。

丁宝桢刚直中正，大智大勇。晚清宦官

弄权，太监安德海得慈禧太后宠幸，干预朝

政，为所欲为，朝官敢怒而不敢言。同治帝

年幼时，亦受其摆布；稍长，不堪欺负，以

欲杀安之意告慈安太后。慈安暗示同治：

“欲有肝胆之人，惟山东巡抚丁宝桢可恃。”

同 治 密 诏 丁 宝 桢 付 以 重 托 。 同 治 八 年

（1869） 七月初六，慈禧令安德海赴苏州采

办寿礼。安乘坐楼船，沿运河南下，沿途招

纳权贿。地方官吏莫不畏惧，惟丁宝桢不畏

权势，具事告发。同治帝见奏，即谕丁宝桢

“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正确实，毋庸审

讯，即行就地正法”。安在山东临清南湾起

岸，改乘车舆，于八月初二到泰安。丁宝桢

当即令总兵将其擒拿，星夜解送济南，亲自

提审。安有恃无恐，口出大言：“奉皇太后

命，谁敢犯者，徒自寻死耳。”众皆惶恐，

丁宝桢镇静自如，提审随从太监，查获龙衣

一领，翡翠朝珠一挂，遂以“宦官私出，非

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定罪，奏

请将安处斩。奏章至京，慈禧惶骇，问计左

右大臣，众臣皆言：“此祖铸有铁书谕十三

衙门，立于神武门外，不准太监出京，违者

正法。”八月初六，慈禧上谕到达济南，欲

保安德海。丁宝桢从容应对，机智处置，前

门接旨，后门斩安。此举声震朝野，天下闻

名。李鸿章阅 《邸钞》，传示幕客，谓“稚

璜成名矣”。曾国藩对薛福成云：“吾目疾已

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

也。”

丁宝桢热心洋务，致力于求富自强。认

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治之外，首先

精求戒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

光绪元年 （1875），在山东创设泺口制造机

器局，“令其自办机器制造，俾各勇营枪

炮，旧者可以整之使新，新者不必远购外洋

而得用亦与外洋相等，庶可为国家省无穷之

费。”创局一年后，枪炮制成，是为山东洋

务之始。时值日本挑衅，欲犯中国海疆，丁

宝桢密陈海防计划，在山东烟台、威海卫、

登州等处构筑炮台，以固海防。创局二年

（1876），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继续提倡洋

务，创办四川机器局，为四川近代工业之发

端。设局之初，官绅中有反对洋务者，竞相

弹劾丁宝桢；朝廷昏庸，不查实情，于光绪

五年 （1879） 二月，以“费用较巨，制造未

能精良”，令停办机器局。丁宝桢据理抗

辩，痛斥墨守故常之辈，陈述异日当有收效

之理。几经周折，于是年十月重开制造局，

并扩大生产规模，制造出前后膛枪、药弹、

铅弹、炮及小型机器。光绪九年 （1883），

中法战争爆发，丁宝桢以自制军械装备五营

军旅，交鲍超带领，奔赴云南边疆要害地方

驻扎，为岑毓英抗法后继之师。战事吃紧，

抗法将领致书丁宝桢，望其“能赐接济”。

丁宝桢慨然相助，四川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得

以大用。

丁宝桢于四川总督任上，殊为关注关乎

国计民生的盐政，察知川盐实行官发盐引、

私商运销制度，官吏借此婪索，商人遂违禁

加斤。盐官乘机贪污受贿，奸商从中盘剥人

民，弊端甚多。遂呈请废除旧制，实行官运

商销法，在泸州居中设立官运总局以为统

筹，在盐井设立厂局分运各岸；又在各岸设

立岸局分销私商，将引课、税厘皆纳销于成

本之中。此法实行后，贪官、奸商无利可

图，深为不满，尽皆诋毁“官运盐务，利少

弊多”，请立即停止推行。丁宝桢力排众

议，坚持改革，成效卓著，一年后所收税羡

及各项杂款达百余万两，四川财政收入大为

增加。丁宝桢在川黔边境设永岸、綦岸、涪

岸、仁岸，川黔盐运畅通，以解黔地民众食

盐之困。

丁宝桢重视地方建设。到任即踏勘检查

都江堰，见都江堰年久失修，分水鱼嘴及人

字堤残缺朽坏，灌溉河渠淤塞，感到痛心疾

首，于是在光绪二年 （1876） 二月率官民动

工修整，将河渠疏通。计修渠 70 余里，砌

堤 1.2 万余丈，修复人字堤 130 余丈，分水

鱼嘴 3 处，川西平原复为水旱无忧的锦绣之

乡。百姓为纪念宝桢功绩，曾在都江堰建立

丁公祠。现今修复的都江堰二郎庙，亦塑有

丁文诚公像。

丁宝桢为官在外，仍心系故里。在山东

任巡抚时，“请旨省墓回邑”，见故乡时势多

艰，遂与贵州巡抚商议，调威宁知州钱壎担

任平远州牧，并从山东拨银 2.5 万两支持钱

壎治理平远。光绪十年 （1884），宝桢于四

川总督任上，捐钱一千两为家乡织金修葺学

宫，继又捐银两千两资助家乡办学育人，还

捐资修赤水河、簸渡河交通设施和牛场至滥

泥沟大路，使川盐畅销贵州各地。光绪十二

年 （1886），丁宝桢卒于成都任所。山东父

老感戴丁宝桢恩德，请将其灵柩安葬山东历

城华山。清廷颁诏追赠丁宝桢为太子太保，

谥文诚。丁宝桢卒后，民间多以丁宫保、丁

文诚公称之。贵阳、织金建有丁公祠，有

《丁文诚公遗集》《丁文诚公奏稿》《十五弗

斋诗文存》《诗存》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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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香 （1361～1396），名舍兹，女，彝

族。系四川蔺州恒部扯勒、蔺州宣抚使奢

氏之女。明洪武八年 （1375），14 岁的奢香

与贵州水西默德施氏六十六世孙、贵州宣

慰使霭翠 （又名陇赞阿期） 成婚。洪武十

四年 （1381），霭翠病逝，因其子阿期陇的

年幼，奢香代行其职。

奢香摄政期间，致力维护贵州安定和

国家统一。洪武十四年 （1381），朱元璋派

傅友德、沐英率军 30 万，从四川、湖南经

贵州出师云南，征讨偏安一隅的元梁王巴

匝剌瓦尔密。时乌撒、芒部等部分土司与

元梁王势力相勾结，共同抗拒明军。奢香

审时度势，支持明军入滇，助明王朝完成

统一西南大业，得到朱元璋称赞：“奢香归

附，胜得十万雄兵！”

洪武十七年 （1384），贵州都督马晔违

背朝廷安抚边疆的大计，在役使官兵开普

定驿传时，采用“辱香激诸罗怒，俟其反

而后加兵”的手段，欲“尽灭诸罗，以代

流官”，指使军士剥去奢香衣服而笞打其

背。奢香受辱，激怒了水西彝族四十八

部，咸集奢香军门，愿倾尽全力助奢香反

抗。奢香深明大义，为让百姓免受战祸之

苦、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忍辱负重，当众

断然表明：反非吾意，此为马晔的阴谋。

奢香说服各部要谨守疆土，方能挫败马晔

的阴谋。事后，奢香与水东宣慰使宋蒙古

歹之妻刘淑贞“走诉京师”，谒见明太祖朱

元璋，陈诉马晔亟欲逼反等情。朱元璋深

知贵州稳定对西南边陲至关重要，表示

“何惜一人以安一方”，并问：“汝等诚苦马

都督，吾将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奢香

叩头表示：“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戢罗夷

不敢生事。”太祖又说：“此汝常职，何云

报也？”奢香答道：“贵州东北开道可入

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以通

往来。”朱元璋厚赐奢香，命其回黔开道，

将马晔召回处治。

奢香返回贵州，亲率各部开辟驿道。

以偏桥 （今施秉县境） 为中心，一条向

西，经水东过乌撒达乌蒙；一条向北，经

草塘到容山 （今湄潭县），全程千余里。并

立龙场、六广、谷里、水西、奢香、金

鸡、阁鸦、归化、毕节九驿，沟通贵州与

四川、云南等省，促进了川滇黔社会、经

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奢香摄职期间，吸收和传播中原先进

文化和农耕技术，奖励耕织，使水西一带

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出现“谷稻丰登”

的情景。同时兴办宣慰司学，用汉儒文

化 ， 培 养 水 西 人 才 。 洪 武 二 十 三 年

（1390） 五月，又将其子阿期陇的送至京

师，请入太学。朱元璋欣然应允，召谕国

子监“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

慕学之心”。两年后，阿期陇的学成，朝廷

赐予三品朝服和袭衣、金带。奢香遣子媳

助率把事头目贡名马 60 匹谢恩。

洪 武 二 十 九 年 （1396）， 奢 香 病 逝 。

朝廷遣专使前往祭奠，诰封奢香为顺德

夫 人 ， 并 按 正 三 品 规 模 营 墓 葬 于 大方城

北乌龙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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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杰 （1716～1794），字汉三、又字

云岩，清黔西州人。父李植，清雍正七年

（1729） 贡生，官两淮富安场盐大使，生有

四子，李世杰排行第二。

李世杰少时读书之余，兼习骑射、拳

勇、管弦。年 20 余岁，入仕途，官江苏常

熟黄泗浦巡检，整理案牍，决断若流。常熟

知县李永书，常约李世杰同堂决案，时人称

其办事廉明。江苏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

深爱其才，提拔其为金坛主簿。后李世杰任

泰州知州。时泰州存积案 400 余件未了结，

李世杰到任后，屏绝馈赠，日理案牍，不到

4 月，旧案皆得了结，新案也无积累，于是

政声鹊起。在泰州 5 年，李世杰政绩显著，

迁镇江府知府。在镇江，李世杰倡议并带头

捐资创建宝晋书院。

乾隆二十九年 （1764），上命裁汰驻防

汉军，李世杰率先倡捐俸，每人给 3 月粮，

棉衣 1 套，且量才分拨为吏役，使风波得以

平息。乾隆三十年 （1765），乾隆南巡，李

世杰迎驾，开销不取于民而接应周备。乾隆

銮车所经之地，见治理井井有条，农商乐

业，于是擢升李世杰为安徽芜湖道。当时，

芜湖税政紊乱，税目纷繁，税率特重，官吏

奸商互相勾结，从中贪污税款，致使商业凋

敝，众口埋怨。李世杰到任后，严惩猾吏奸

商，取消苛税，降低地方税率，使商业逐步

繁荣，国税足收。又捐俸创办江中书院，为

地方培育人才。乾隆三十六年 （1771），李

世杰补四川盐驿道。到任 1 月后，又升任四

川按察使。李世杰总理南路军粮，悉心谋

划，每日黎明即起，夜分乃寐，殊无倦容。

金川事平，升任湖北布政使。后得朝廷召

见，奉谕旨巡抚广西，在任 8 月，回乡为祖

母服丧。丧期满，奉命署湖南巡抚。不久，

调任河南巡抚。时河南值大雨，关河漫溢，

决堤数百丈，李世杰组织抢险，昼夜驻扎工

地，拯济灾民，查办奸吏，调运抢险物资，

组织人工疏导河渠，劳心劳形，日夜不暇，

同时奏请划涸地补赏施工占用的民田，豁免

灾区赋银九百多万两，使灾民得以休养生

息。乾隆四十八年 （1783），李世杰升任四

川总督。四川自征金川以降，仓库空虚，亏

空甚巨。李世杰以廉洁勤政勉励下属，以督

耕宽赋、励蚕培木，休养调剂民生。经过两

年治理，全蜀郡县，库有朽贯，仓有红粟。

乾隆谕旨褒奖，谓任封疆者当以其为效法。

乾隆五十一年 （1786），李世杰调任两江总

督。刚到任，即患足疾，不得已而解任。朝

廷轸念李世杰病躯，将其调回四川任总督。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初，李世杰解去川督

一职进京疗养。3 月，奉旨补授兵部尚书，

获特许于紫禁城乘坐肩舆，召见时由内侍扶

掖，并授其次子华封员外郎，留京侍亲，备

受优遇。8 月，李世杰离京返里。

李世杰回乡后，捐资在黔西州城东郊

创文峰书院，重修魁阁兼缮完文峰塔结顶

工程。乾隆五十九年 （1794） 正月，李世

杰在故居无病而逝，乾隆谕表殊堪轸惜，

谥恭勤，追封曾祖、祖、父为荣禄大夫，

其妻高夫人，先于李世杰辞世，也诰封一

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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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

李世杰塑像

奢香夫人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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