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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他生于北宋灭亡之时，卒于开僖

北伐之后，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词人。其作品怀

着深厚的爱国感情，并且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皆

获得了重要成就。陆游在当时就有“小李白”之称，

杨万里说他：“高处不减陈思王、李太白，其下犹伯

仲岑参、刘禹锡。”[1]（p4）刘克庄写道：“惟放翁记问足

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

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2]（卷 2）梁启超赞扬他

说：“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3]（卷45下《读陆放

翁集》）柳亚子也推崇陆游说：“放翁爱国岂寻常？”[4]（p12）

陆游“年十二能诗文。”[5]（卷395《陆游传》）29岁时赴临安

省试，列第一。次年试礼部，列第一，但因其“喜论

恢复”，为秦桧所黜。秦桧死后，绍兴二十八年

（1158）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次年任福州决曹。绍兴

三十年（1160），至临安为敕令所删定官。孝宗继位

后，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且赐

进士出身。之后任镇江、隆兴通判，其间竭力支持

张浚北伐，因此被主和派冠以“交结台谏，鼓唱是

非，力说张浚用兵”[5]（卷395《陆游传》）之罪而免职。

乾道六年（1170）起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

判。陆游因支持张浚北伐而被罢免，在政治言论上

他不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陆游自己也明白

他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重用，这次重新起用只是朝

廷的一个恩赐。所以这也决定了陆游为官四川的

态度和性质，那就是谨慎地做一名闲官吧。

陆游为官四川的履历如下：

乾道六年（1170）十月至乾道八年（1172）正月，

在夔州任通判。

乾道八年（1172）三月至十一月，在南郑（今陕

西汉中）官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

法官。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至乾道九年（1173）春，

在成都任成都府安抚使司参议官。三月间一度权

通判蜀州（今四川崇州）事。

乾道九年（1173）五月至淳熙元年（1174）春，在

嘉州（今四川乐山）摄知嘉州事。

淳熙元年（1174）春至九月，在蜀州任通判摄知

州事。

淳熙元年（1174）十月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

在荣州（今四川荣县）摄知荣州事。

淳熙二年（1175）正月至淳熙三年（1176）三月，

除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使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

司参议官。

淳熙三年（1176）三月免官。六月，主管台州桐

柏山崇道观，在成都领祠禄。

陆游在巴蜀是一名“冷官”、“闲官”，但他还是

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乐山县志》记载：“孝宗乾道

中，陆游监嘉、荣二州，流风善政，至今艳称。”[6]（卷1《编年

纪事表》）陆游为官宽厚，政简刑省，关心人民生活，注意

恢复生产。作为一名诗人，陆游在军中也建立了不

少业绩，使诗人的爱国抱负得以施展。

陆游发展农业生产的业绩有：劝农。夔峡地区

坡高地陡，当时盛行刀耕火种。范成大曾记载说：

“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

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

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

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

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7]（卷16《劳畲耕并序》）其

诗云：“峡农生甚艰，斫畲大山巅。赤植无土膏，三

刀财一田。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来亟下

种，不尔生不蕃。麦穗黄剪剪，豆苗绿芊芊。饼饵

了长夏，更迟秋粟繁。税亩不什一，遗秉得餍餐。

何曾识粳稻，扪腹尝果然……”[7]（卷16《劳畲耕并序》）夔峡地

区农业处在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阶段，人民生活非

常贫苦。

陆游在巴蜀的政绩
马 寅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陆游中年曾到巴蜀地区做官，蜀中九年是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陆游在任上政简刑省，为官宽厚，做

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工程、改善交通事业、关注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等政绩，深得人民喜爱。其在军中做出了巡边侦察、

阅兵等业绩，为抗金做了不少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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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在夔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诗人

历来对农民都深表关切和同情。“念王业之艰难，每

急农桑之务；察天心之仁爱，尤深水旱之忧。”[8]（卷1《谢赐

历日表》）所以陆游到任夔州后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发表

了《夔州劝农文》，现节录于下：

“峡中之郡夔为大，其于奉明诏，以倡属郡，慰齐

民者，尤不敢不勉，继自今，不纵掊克，不长嚚讼，不伤

尔力，不夺尔时。尔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泽，毋

为惰游，毋怠东作，毋失收敛，毋嫚盖藏，勤以殖产，俭

以足用。有司与民、交致其爱，使公私之蓄，日以富

饶，无贻朝廷宵旰之忧，岂不韪哉！”[8]（卷25《夔州劝农文》）

陆游在文中对政府和人民两方面都提出了具

体措施。政府方面应给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产

条件，人民方面也应勤勤恳恳，抓紧农业生产，争取

农业丰收。诗人表现了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知

夔州是山东人王伯礼，为政也比较开明，给陆游的

劝农工作以很大支持。

陆游发布《劝农文》，劝谕和指导农民搞好农业

生产。陆游对农业的重视和提倡，对农业的发展起

了促进的作用。几年之后，范成大经过夔州，他看

到：“东屯平田粳米软”[7]（卷16《夔州竹枝歌九首》），水稻的品质

很高；“百衲畲田青间红，粟茎成穗豆成丛”,山地开

垦了不少畲田，杂粮也种植很多；“榴花满山红似

火，荔枝天凉未肯红。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

杏子肥”，在夔州城郊的草堂一带适宜种植水果的

地方则果园不少；“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

茶”，经济作物也得到了更多的种植。这些都是陆

游劝农的功绩。陆游在任上注意与民休息，减轻人

民负担，去除繁苛的律令。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夔

州人口的增加，垦荒数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陆游兴修水利工程的业绩有：重修吕公堤。嘉

州乃青衣江、岷江、大渡河三江交汇之处，在夏季多

雨时，江水暴涨，经常危及城中百姓的安全。在岷

江、青衣江交汇处筑有吕公堤以防水。“吕公堤在三

江门今会江门。宋吕由诚两任嘉州于此筑堤捍水，

水为之缩，州人德之以名堤。”[6]（卷4《建置》）吕公堤是北宋

宣和年间嘉州知州吕由诚所筑，但年久失修，已不

能发挥当年的功效。陆游到嘉州之后，趁冬季枯水

期和农闲季节发动人民来修堤。

陆游亲自指挥修堤，在指挥过程中并赋诗咏

叹：

“翠霭横山淡日升，孤亭聊借曲栏凭。

霜威渐重江初缩，农事方休役可兴。

重阜护城高历历，千夫在野筑登登。

寓公仅踵前人迹，伐石西山恨未能。”[9]（卷4《出城至吕

公亭按视修堤》）

诗人也设计了修堤的方法：“西州筑堤，织竹贮

江石，不三年辄坏；意谓如吴中取大石甃成，则可支

久。异日当有办此者。”[9]（卷4《出城至吕公亭按视修堤》）但诗中最

末一句“寓公仅踵前人迹，伐石西山恨未能。”点出

此法因条件限制行不通。但吕公堤最终还是修好

了，陆游作诗道：

“我登高原相其冲，一盾可受百箭攻。

蜿蜿其长高隆隆，截如长城限羌戎。

安得椽笔记始终，插江石崖坚可砻。”[9]（卷4《十二月十

一日祝筑堤》）

嘉州“城东一水自北来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

来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来曰沫水。三水皆迅急，

皆会州东南，皆为州城患，而沫为最。夏秋之交常

平城。”[6]（卷4《建置》）所以水患一直存在，需要时刻维护堤

防。陆游修堤设想的方法如“取大石甃成”也得到

继承和发展。“明正统中，障以木栅。成化中，知州

魏瀚捍以石堤。正德十三年，知州胡准掘地甃石深

厚皆八尺余，编柏为栅，护以石。”[6]（卷4《建置》）陆游当年

修堤的设想和经验方法为明代官员所借鉴和发展，

明代基本解决了江水啮堤的难题。陆游修建防洪

工程，增加了河道泻洪能力，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因而陆游也一直得到嘉州人民的崇敬和缅

怀。

陆游改善交通事业的业绩有：架浮桥。嘉州城

与凌云山中隔岷江，凌云山乃旅游胜地，“天下山水

之胜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胜在凌云寺，寺之南

山又其胜也。”[10]（卷52《嘉定府·事要·寺观》）苏轼有诗道：“颇愿身

为汉嘉守，载酒常作凌云游。”[11]（卷18《送张嘉州》）陆游为了

方便人民的出行，他主持在岷江上架设浮桥。“冬季

水落以后，以竹索为桥，浮水面，上覆木板，可通行

人，此风至今犹存。”[12]（p25）

“西山下竹十万箇，江面便可驰车辕。

巷无居人亦何怪，释耒来看空山村。

竹枝宛转秋猿苦，桑落潋灧春泉浑。

众宾共醉忘烛跋，一径却下缘云根。

走沙人语若潮卷，争桥炬火如星繁。

肩舆睡兀到东郭，空有醉墨留衫痕。”[9]（卷4《十月一日

浮桥成以故事宴客凌云》）

诗中记述了浮桥落成后万人空巷的局面，陆游

为庆祝浮桥落成亦在对岸凌云山摆酒设宴。

陆游架的浮桥是嘉州史上第一座桥，结束了嘉

州无桥的历史。“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用竹最多，首

推（南宋）陆游所建四川乐山浮桥。”[13]（p107）虽然只是

座浮桥，但古代遇大江、大河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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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浮桥，那时的三江之上只建得起浮桥。浮桥可

说是大型桥梁的先辈。它是用船渡河的一个发展，

又是向建造固定式桥梁的一个过渡，成为介于船和

桥之间的一种渡河工具。这样市民和游客更容易

往来于岷江两岸观景赏物，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开

发了对岸凌云山上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更多人到嘉

州游玩，提高了嘉州的知名度。

陆游关注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业绩有：施药。

陆游于淳熙二年（1175）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

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诗人在成都只能做一些处理

公文的闲事，“而幕府文檄颇多，不堪劳顿。”[14]（p143）当

陆游在官职上不能为人民做出贡献时，便想起祖传

的医学来。“陆家自远祖陆贽著《陆氏集验方》以来，

世代爱好医学，热心为民治病。陆游‘宦游四方，所

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著。号《陆氏续集验

方》’”。[15]（p315）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

之惨，于是他在成都为贫病的人民施药了：

“我游四方不得志，阳狂施药成都市。

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疲民起憔悴。”[9]（卷6《楼上醉歌》）

诗中叙述了陆游慷慨施药济民之事，以使穷苦

憔悴的病人得到及时治疗，能早日恢复健康。

陆游当年行医送药行为纯粹是不计报酬的公

益之举，安定了社会，避免了大疫的蔓延，保留了人

脉。他的作为，对于脆弱的古代城市来说，避免了

一次下降趋势，保存了地区的经济元气。几十年后

四川的经济优势使南宋得以与外敌抗衡，众多的四

川人口也为抗击外敌提供了力量保障。施药这种

义行的增多也间接影响了南宋政府官方设立施药

局，完善了南宋的慈善机构。

陆游在军政上建立的业绩有：其一，巡边侦察。

陆游在南郑的从军生活是其一生最重要、最快意的

一段时期，实现了他多年来为国从戎，抗金杀敌的夙

愿。影响了诗人的一生，其作品的转型也始于这一

时期。南郑乃军事重镇。“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

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16]（卷56《陕西五》）宋室南渡后，

南郑成为西北国防前线，南宋的对金作战计划也侧

重于这里，乃宋金必争之地。陆游在南郑的上司王

炎也是一个抗战派的领袖，政治、军事才能都很出

色。他时任四川宣抚使，西北的军力、财力、人力都

掌握在他手中，因此陆游对他寄予很大期望。王炎

对陆游也很重视，“宾主相期意气中”[9]（卷23《怀南郑旧游》），并

重用陆游，让他参加侦察巡边的工作。

为了检查边境的防备状态，陆游奔波于各个战

略要地。“西边他曾到过仙人原，原上的仙人关，是

宋金对峙中的前线，在现在陕西省凤县的西南。仙

人原的西边是两当县，陆游也曾到过。凤县向北，

他到过黄花驿，宁强东北，他到过金年驿。南郑的

附近，他常到的有西县、定军山、孤云、两角。他到

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广元道上的飞石铺。”[17]（p142）

陆游还东至骆谷。姜维出骆谷围长安即由此路，他

记下骆谷防秋的情况：“千艘冲雪鱼关晓，万灶连云

骆谷秋。”[9]（卷 18《纵笔》）说明漕运军粮之多和部队的强

大。他还写道：“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

东。”[9]（卷23《怀南郑旧游》）骆谷防秋，意在准备进攻长安。

在巡边过程中，前敌的试探战是免不了的。至

少陆游经历过两次。一次在南郑的正面渭水平原

上。他在诗中说起：

“念昔少年日，从戎何壮哉。

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9]（卷26《岁暮风雨》）

“最怀清渭上，冲雪夜掠渡。

封侯细事尔，所冀垂竹素。”[9]（卷27《秋夜感旧十二韵》）

还有一次在大散关。他道：

“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

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

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

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9]（卷17《江北庄

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

大散关这次是比较艰苦的，这种小规模的遭遇

战随时都可发生，是不会记载在史书上的。

陆游还深入到远在敌后的陇干县（今甘肃静宁

县）侦察敌情，与当地的遗民义士取得联系。在金

统区中的汉人官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用蜡书的形

式将“虏中动息”来汇报。而陇右历来是宋金拉锯

战地带，当地人民抗金坚决。建炎年间，当地人民

不顾金朝的严刑酷法，坚持将给养送到吴玠军中，

支援抗金。在这种情况下，王炎派出陆游与陇右的

遗民义士进行联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次与遗民义

士的联络是成功的，陆游后来回忆说：“忆昔从戎出

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9]（卷36《忆昔》）除此之外，陆游还

和远在燕京东北的蓟州遗民义士取得联系，“结客

渔阳时遗简”。[9]（卷11《忆山南》）联系遗民义士是很有必要

的。岳飞对金兀术的胜利也和连结河朔忠义的做

法是分不开的。

陆游不仅在外干着侦察工作，在内也有侦察任

务。那就是每晚登上南郑子城西北高兴亭等待“平

安火”。我国古代守边有用烽燧的方法，敌至则举

火。一般是白天燔燧，望狼烟；夜间举烽，望烽火。

每夜由最前线开始举火，报平安，一站接一站，一直

报到南郑城下。这是一种机要工作，陆游有诗描述

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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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游梁州，军中方罢战。

登城看烽火，川回风裂面。

青荧并骆谷，隐翳连鄠县。

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

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9]（卷8《夜读唐诸人诗，多赋烽火者，

因记在山南时，登城观塞上传烽，追赋一首》）

“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

云雪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9]（卷18《频夜梦

至南郑小益小间，慨然感怀》）

又有词：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

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

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8]（卷49《秋波媚》）

这首词表达了诗人渴望收复长安，拯救北方人

民于水火之中的感情。

陆游巡边侦察有效防止了金国对边境的冲击，

维护了边境安宁。他侦查到了前方敌情、地形，对

南宋军队的进攻防御起着非常有利的作用。联络

遗民争取了更多的抗金力量，使敌占区人心向背趋

向于宋朝。陆游望烽火则达到了报告敌情、调兵遣

将、求得援兵的目的。巡边侦察不但是军事上的需

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南宋巴蜀民众保卫国家边境

安全和反攻金国的决心。巩固了南宋四川的边防,

建立了良好的边境秩序,给南宋国内社会、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

其二，阅兵。陆游在嘉州、蜀州、成都三地都主

持或参与过军事检阅，分有诗道：

“陌上弓刀拥寓公，水边旌旆卷秋风。

书生又试戎衣窄，山郡新添画角雄。

早事枢庭虚画策，晚游幕府愧无功。

草间鼠辈何劳磔，要挽天河洗洛嵩。”[9]（卷4《八月二十

二日嘉州大阅》）

“晓束戎衣一怅然，五年奔走遍穷边。

平生亭障休兵日，惨淡风云阅武天。

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

刘琨晚抱闻鸡恨，安得英雄共著鞭。”[9]（卷5《蜀州大阅》）

“千步球场爽气新，西山遥见碧嶙峋。

令传雪岭蓬婆外，声震秦川渭水滨。

旗脚倚风时弄影，马蹄经雨不沾尘。

属橐缚裤毋多恨，久矣儒冠误此身。”[9]（卷6《成都大阅》）

第一首写得激情昂扬，国家有的是驱逐金贼的

军事力量。“要挽天河洗洛嵩。”似乎已经跃跃欲试

了。第二首情绪有所低落，失掉了在嘉州时的豪

壮，有一种无英雄可共事之怅惘。第三首情绪又有

振作。“儒冠误此身”之叹实为望收复失地之表白。

三首诗均作于秋季，秋季为作战季节，秋季阅兵是

陆游志在实战的表现。

阅兵是军队对南宋政府和人民的汇报，陆游仔

细检查兵员装备情况。阅兵对军队能起到整饬训

练、鼓舞士气、弘扬英雄主义精神、提高战斗力和战

斗意志的作用，有益于对金备战。对人民有振奋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作用，使人民对收复失地充满

希望。对外更是综合国力的展示，对金展示军力，

起到威慑的作用，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陆游阅兵

体现了南宋的国威、军威和综合国力，积聚了军心、

民心。

除此之外，陆游还负责过监考。由于陆游在夔

州主管学事，所以“为州考监试官，闭试院中月

余。”[18]（p151）但监试官不得过问考试事，只负责监

考。“自命题至揭榜，未尝敢一语及之。不但不与

也，间偶见程文一二可爱者，往往遭涂抹疵诋，令人

气涌如山。……”[8]（卷 13《答王樵秀才书》）有王樵秀才试卷，

陆游认为“可爱”且“可敬且畏”，但被废黜。陆游

为他鸣不平，一方面表现了诗人的正气，另一方面

揭露了宋朝考试制度之黑暗。

淳熙二年（1175）九月，投降派龚茂良“以首参

行相事”，成为宰相。投降派又得势。他们加紧对

抗战派进行迫害。陆游自不例外。陆游在成都有

感反攻无望，内心苦闷，不免寄情于诗酒名花，以排

遣内心的寂寞不满。他“不拘礼法”遂成为投降派

指责的口实，他们以“恃酒颓放”弹劾陆游。陆游遂

于淳熙三年（1176）三月被免官。同年九月，又罢知

嘉州新命。陆游免官后，乃改奉祠，主管桐柏山崇

道观。“宋有祠禄之制，对一些老病大臣或不宜任命

实职的官员，以管理宫观的名义予以安排，即视其

阶官高低，分别安排为宫观使、提举、提点、主管之

类，以便领取俸禄，称为‘祠禄官’。祠禄官在名义

上有主持、管理宫观祭祀的意思，所以又称为‘奉祠

’。其实，这种安排只是个名义，不必亲赴宫观主持

工作，而照拿祠禄。奉祠本来是宋代对其官员的一

种特殊照顾。后来，用这种办法对付那些与当轴者

政见不合的官员，使其闲置，无法干预政事，使‘奉

祠’产生了质的变化。”[19]（p150）陆游免官的这段时期，

依然“位卑未敢忘忧国”[9]（卷7《病起书怀》）仍期待为国家、为

人民作出一番贡献来。

由于陆游与统治阶级政见不合，因此注定陆游

在巴蜀地区只能做一名“冷官”、“闲官”。或别驾、或

幕僚、或摄篆、或奉祠。在军中，陆游不断“陈进取

之策”，结果仍是“画策虽工不见用”。[9]（卷38《三山杜门作歌》）

在成都做参议时，也觉得“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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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9]（卷3《登塔》）做地方官时也是“邦人讼少文移省，闲

院自煎茶。”[8]（卷 49《乌夜啼》）竟然公务闲得可以“煎茶”

了。入蜀以来，陆游走马灯似的被频频调换，先后

在夔州、南郑、成都、嘉州、蜀州、荣州等地做过官，

且有反复。特别是在荣州只待了七十天。“淳熙元

年，五十岁，以十一月摄取知荣州事，明年正月十日

去任，在州仅七十日。”[20]（第10《秩官》）由于陆游做官在位

时间不长，任职地也不固定，如此不稳定的官场生

涯是很难做出一番大治绩来的。所以陆游在巴蜀

地区的政绩也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尽管如此，诗

人为官巴蜀时期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发展

夔州的农业使夔州赋税得以减轻，垦荒数量和人口

都得以增加，经济水平得以提高。在嘉州兴修水利

工程，增加了河道泻洪能力，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其治水方法也得到继承和发展。架浮桥

改善了嘉州的交通，结束了嘉州无桥的历史。促进

了旅游开发和佛教传播，提高了嘉州知名度。成都

施药避免了人口的一次下降趋势，保存了地区的经

济元气。对南宋的政局稳定都起到了影响。其在

军政上的贡献更保卫了南宋边境安全，给南宋国内

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

利的环境。其阅兵也很好地体现了南宋的国威、军

威和综合国力，积聚了军心、民心。

巴蜀人民深切怀念陆游，人们在蜀州罨画池旁

为他和赵抃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

祠”。现在已改建为“陆游纪念馆”。几百年来，四

川人民都不远千里前来这里瞻仰、凭吊陆游。巴蜀

人民忘不了陆游，就像陆游忘不了巴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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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u’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in Sichuan

MA Y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Lu You was an official in Sichuan in his middle ag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in his life and
during the time he lived there for as long as nine years. Being an honest official，he was popular to the people
because of his generous polity，for example，developing agriculture，constructing water conservancy，improving
traffic，considering medical care system. Besides，he had also rendered meritorious service fo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in dynasty，for example，patroling and scouting，pa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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