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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地埋金   智退赠礼
了赠金，但是待到夜深人静之时，则命

人把赠金悄悄地埋在自己住的幕帐下。

等出了突厥地界后，杜暹才命令随从传

递一份公文告知埋金之事。突厥人看到

公文后大惊，急忙穿越沙漠追赶他们，

但早已不见他们的踪迹。

馈赠与接受“见面礼”，对于突厥人

和以往到这里的大唐官员们来说，似乎

都是属于“合情合理”范围之内的事情。

然而，杜暹却打破“常规”，用实际行动

（坚决拒绝——暂且接受——埋金智退）

彰显着他的清廉品格和智慧内涵。

杜暹在年轻时即立誓不接受亲友的

赠送之礼，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坚守的

为人准则。后来进入仕途后，面对官场

上的迎来送往，他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

准则。《旧唐书》中所记载的一段故事即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杜暹在婺州（今浙

江金华一带）参军任满离开时，同僚官员

赠送给他一万多张十分贵重的纸，他只

接受了一百张以领心意，其余全部都归

还了。当时送行的州府官员看到这种情

景，都感叹他的清廉。所以，当突厥人馈

赠重金时，杜暹的第一反应是当面拒绝。

如果这种局面僵持下去，可能会引发误

会，了解了情

况的杜暹没有

再坚持当面拒

绝，而是暂且

收下，然后再

埋金智退，采

取了一个既不

失民族情谊又

无违清廉准则

的婉拒方法。

突厥人对

杜暹的清廉谨

慎很佩服，十

分仰慕他。后

来，杜暹被破格授予黄门侍郎，兼安西副

大都护。杜暹到安西上任后的第二年，安

西四镇之一的于阗勾结突厥诸国，阴谋反

叛。杜暹迅速发兵斩杀了于阗王及其党

羽，平定了叛乱，并新立了于阗王，使于

阗地区安定下来。在安西四年，杜暹清正

勤勉，安抚将士，得到少数民族和汉人的

拥戴。

732年，唐玄宗东巡，杜暹被授予

户部尚书，留守京城。杜暹抽调轮流值

勤的卫士来修缮三宫，加高城垣，疏通

护城河，并亲自巡查，没有丝毫懈怠。

唐玄宗对其大加赞赏，称其勤劳能干，

尽职尽责，政令严于官员，恩惠施于百

姓，在没有疲扰民力的情况下修缮了城

池宫室，堪称两全其美。

杜暹的学识不高，史载其“素无学

术”，不善高谈阔论，每次在朝堂之上谈

议政事，都显得过于浅近，但是他以公

正清廉、勤勉节俭为己任，并终生践行

这一准则，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时人和后

人的敬仰。宋朝诗人徐钧曾写诗赞道：

“婺女初官辞赆纸，安西按虏复埋金。公

清勤约自宜相，文墨何须较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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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

屯。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

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

诏暹按其事实。时暹已回至涼州，承诏复

往碛西，因入突骑施，以究虔瓘等犯状。

蕃人齎金以遗，暹固辞不受，左右曰：“公

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

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蕃人大惊，度碛追之，不及而止。

 ——  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九十八

【品读】

杜暹（？—740年），唐朝濮州濮阳

人。幼年丧母，由继母抚养长大，为人

恭敬谨慎，以孝顺闻名。其父曾在武则

天时期任监察御史，后遭诬陷辞官回

乡，病逝于家中。杜暹勤勉自立，通过

应试科举步入仕途，曾官至中书门下平

章事，位登宰相之列，深得唐玄宗器重。

“借地埋金”的故事发生在杜暹任

监察御史之时。716年（开元四年），杜

暹升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弹劾百官，

上任伊始便前往安西边地（今新疆库车

一带）巡查屯田事务。唐朝在西北地区

设置了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具体管

理边境各民族事宜。当时的安西副都护

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

庆不合，争相向朝廷奏告指责对方，于

是朝廷诏令杜暹查明事实真相。杜暹接

到诏令后立即前往调查，先进入西突厥

突骑施部的营帐，调查了解他们与安西

副都护之间的冲突情况。突厥人见朝廷

派大臣前来，便设宴款待，并拿出重金

作为“见面礼”馈赠于他。杜暹坚决不

收，但是同行的属下劝说道：“您远道

而来，出使外域，不可辜负了当地人的

情谊呀。”杜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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