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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顒是東漢末年人，《棗

陽 縣 誌· 人 物 》 收 有《 何 顒

傳》。按《後漢書·何顒傳》

言：“何顒字伯求，南陽裹鄉

人也”。裹鄉縣是後漢建武年

間與章陵縣和蔡陽縣“三縣

分治”（棗陽縣志語）的，則

此前屬蔡陽當為無疑，沿革至

今，是為棗陽，則縣志收《何

顒傳》入志，甚為允當。

何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呢？何的傳記不長，記載雖簡約但卻可看出豹之一斑。

少年求學，初顯名聲。《後漢書·何顒傳》說：“少

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

太學”。就是說，何顒在同學中雖然年齡小些，但在太學中

已初顯名聲了。

交友較廣，多為俊傑。何顒在後來與太尉陳蕃、李膺

是相好的朋友，因而遭到宦官的排擠與陷害，這就是當時有

名的黨錮之禍。為此他改名變姓，逃亡到汝南郡地面，所到

的地方即交結豪傑，在荊州、豫州之間頗有名聲。袁紹為汝

南人，當時任司隸校尉，正參與同宦官集團的鬥爭，心慕於

何顒，私下與何往來結為朋友。而當時的黨錮之禍，被難的

人很多，何顒經常私入洛陽，與袁紹計議，想方設法救援被

難之人，“全免者甚眾”（《後漢書是·何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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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分明，嫉惡如仇，有匡國扶危之心志。至黃巾起，

黨錮解，何顒被征入司空府為幕僚，時司空、司徒、司馬為

國家三公，每三公會議，三公各府幕僚均公推何顒主辦三公

會議，是事實上的三公秘書長，其個人職務漸次提升。董卓

進京後，自為丞相，獨攬朝政，橫行無道，逼迫何顒為丞相

長史，也就是丞相府秘書長，而何顒託病不就範。他於是與

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剪除董卓。趕上荀爽死去，何顒

也因董卓尋事被捕，憂憤而死。

有知人之明。何顒慧眼識英雄。當初，曹操還在洛陽

時，兩人曾有機緣相識，何顒感慨時事，有一次曾對人感歎

說：“今漢家將亡，能夠安天下的，必然是曹操這個人了”。

曹操聞此，嘉許何顒是心系國家的好人。因何顒曾在司空荀

爽府任職，有緣得與荀爽的侄兒荀彧相識，經他的觀察，認

為荀彧是個不可多得人才，曾對別人說到：“潁川荀彧，王

佐之器”。後來三分天下的各種活動結果，何顒對曹操和荀

彧的評價果然得到驗證。

何顒死後，荀彧的才幹在政治活動中不斷發揮，他力

主曹操率軍，不避強敵，迎漢獻帝至許都，後漢得到暫時的

安定，荀彧因功拜漢尚書令，封萬歲亭候，食邑一千戶。後

曹操論功，認為定策帷幄之功大於親陣殺伐，故朝廷再為其

增邑一千戶。其後荀彧派人到長安迎取荀爽之靈，一併接取

何顒屍首安葬于荀爽墓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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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顒有沒有缺點？作為歷史人物，以古人善惡必書的

歷史著述觀，必然會秉筆直書，有所揭示。然而我們看《棗

陽縣志》（民國志再版）卻發現，恰恰是何顒“明知人”（《後

漢書·荀彧傳》）的一大長處，被縣志收錄《何顒傳》時刪

去了稱歎曹操而曹操嘉之的話。也就是說，縣志以何顒稱許

曹操為恥，當然也是以曹操為恥。這只不過是一個普通老百

姓從《三國演義》或三國戲中得出的認知罷了，與正確認識

或評價歷史人物相去何止天壤。縣志的這種做法反映了某些

棗陽人中那種見榮譽就爭的不可開交、自以為是壞人醜事的

就避之唯恐不及的心理，刪削《何顒傳》僅其一例而已。至

於縣志把非棗陽人硬拉到棗陽縣志的人物傳中來裝潢門面，

且搜腸刮肚地扯一些想當然的理由來蒙蔽自己也蒙蔽別人，

則更等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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