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相州州王王氏氏
从从第第五五世世崛崛起起，，
科科甲甲连连绵绵，，贤贤
达达辈辈出出。。““一一门门
四四进进士士””出出自自
长长支支王王仁仁的的六六
世世 王王 恢恢 基基 这这
家家，，王王恢恢基基长长
子子王王锳锳是是相相州州
第第一一位位进进士士。。
曾曾任任户户部部浙浙江江
司司主主事事、、云云南南
司司郎郎中中、、江江西西
布布政政使使司司左左参参
议议出出守守江江右右饶饶
南南九九江江道道、、广广
西西 府府 江江 道道 副副
使使、、江江南南左左布布
政政使使等等职职，，他他
整整治治贪贪腐腐、、革革
除除积积弊弊、、平平反反冤冤
狱狱、、爱爱护护同同仁仁
和和百百姓姓，，积积劳劳
成成疾疾，，最最终终逝逝
于于任任上上。。朝朝廷廷
赐赐祭祭葬葬如如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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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州州首首位位进进士士王王锳锳

    660000多多年年前前，，海海州州（（今今江江
苏苏省省连连云云港港））云云台台山山西西麓麓当当路路
村村一一群群村村民民逆逆风风沿沿海海北北上上。。一一
个个叫叫王王庠庠的的青青年年背背负负行行囊囊，，带带
着着弟弟弟弟，，随随滚滚滚滚人人流流来来到到550000
里里之之外外的的异异地地他他乡乡诸诸城城。。在在城城
西西小小店店子子短短暂暂停停留留后后，，兄兄弟弟就就
此此分分手手，，““王王氏氏自自小小店店出出者者，，
为为营营子子为为相相州州。。又又自自营营子子迁迁出出
者者，，为为新新城城为为贾贾悦悦””。。
    王王庠庠遵遵照照官官府府指指定定来来到到城城
北北潍潍水水西西畔畔，，在在相相州州东东巷巷安安身身
立立命命。。从从此此，，开开荒荒种种田田，，辛辛勤勤
劳劳作作；；成成家家立立业业，，父父析析子子荷荷；；
瓜瓜瓞瓞绵绵绵绵、、血血脉脉传传承承。。历历经经几几
代代苦苦心心经经营营，，五五世世时时，，王王家家已已
成成为为名名震震一一方方的的名名门门望望族族、、官官
宦宦之之家家。。自自明明朝朝万万历历，，至至清清末末
道道光光，，科科甲甲相相继继，，蝉蝉联联不不绝绝。。
据据统统计计，，清清朝朝诸诸城城相相州州王王氏氏家家
族族考考取取进进士士1177名名，，有有贡贡生生4400余余
名名、、监监生生224488名名、、武武生生1199名名、、
举举人人5500余余名名。。113300多多人人出出仕仕为为
官官，，知知府府等等四四品品官官员员1133人人、、监监
察察御御史史等等五五品品官官员员77人人、、知知州州
等等五五品品官官员员2233人人、、知知县县等等七七品品
官官员员3311人人。。相相州州王王氏氏不不仅仅成成为为
名名门门望望族族，，还还形形成成了了相相州州王王氏氏
文文化化，，孕孕育育而而成成一一个个具具有有鲜鲜明明
地地域域特特性性的的家家族族符符号号““相相州州
王王””。。
    经经过过祖祖辈辈四四代代人人的的不不懈懈奋奋

斗斗，，王王家家到到了了五五世世王王允允升升这这一一
代代，，家家境境殷殷实实，，并并重重视视教教育育，，
开开塾塾办办学学，，让让本本家家子子弟弟都都能能读读
书书。。王王允允升升的的四四个个儿儿子子王王振振
基基、、王王开开基基、、王王拓拓基基、、王王恢恢基基
都都踏踏上上了了仕仕途途。。王王开开基基于于明明万万
历历四四十十六六年年（（11661188））考考中中举举
人人，，官官至至工工部部营营缮缮司司员员外外郎郎，，
主主管管皇皇家家宫宫廷廷、、陵陵寝寝的的营营造造事事
务务。。他他开开启启了了王王氏氏家家族族读读书书入入
仕仕之之先先，，在在他他的的引引领领下下，，王王氏氏
家家族族仕仕途途大大开开，，贤贤达达辈辈出出。。
    顺顺治治二二年年（（11664455）），，清清朝朝
开开始始实实行行科科举举考考试试。。恢恢复复科科举举
的的消消息息迅迅速速传传来来。。相相州州东东巷巷的的
王王开开基基高高兴兴地地对对子子侄侄们们说说：：
““你你们们的的出出头头之之日日终终于于盼盼来来
了了。。””
    相相州州王王氏氏家家族族分分为为三三支支，，
长长支支王王仁仁、、二二支支王王义义、、三三支支王王
智智，，进进士士主主要要集集中中在在长长支支与与三三
支支这这两两大大支支，，长长支支88人人，，三三支支99
人人。。先先是是长长支支，，后后是是三三支支，，有有
““一一门门四四进进士士””““一一门门三三进进
士士””““一一门门六六进进士士””““兄兄弟弟两两
进进士士””““父父子子三三进进士士””““祖祖孙孙
二二进进士士””等等佳佳话话。。
    长长支支六六世世王王恢恢基基家家有有““一一
门门四四进进士士””，，分分别别为为王王恢恢基基长长
子子王王锳锳、、次次子子王王钺钺，，王王钺钺长长子子
王王沛沛思思，，王王钺钺次次子子王王沛沛恂恂之之孙孙
王王元元菼菼。。

沿海北上定居诸城 五世崛起科第蝉联

  顺治六年（1649年），王

锳在殿试中位列第二甲33名。
潍水西岸一片欢腾，相州街上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父老乡
亲都欢喜同庆相州出了第一位
进士。相州王氏也设席开宴，
款待前来祝贺的乡亲们。
  1619年，王锳出生时，王
家已是官宦之家了。伯父王开
基考中举人，在朝为官。父亲
王恢基在明朝末年到省城参加
乡试，考试还没结束，忽闻
家母生病，即停考还乡，
以致影响了仕途。考官爱
惜其才，谅解其情，议定
他为附生。
  王锳及第，不仅
开王氏家族进士之
先河，还让这个
官宦之家步入一
个新时代。
  关 于 王

锳的生平康

熙《诸城县志》记载，王锳，
1619年出生于诸城相州，字伯
和，号朴斋。“生而俊迈异
常，弱冠补诸生，考试常名列
前茅”，他自幼聪慧过人，天
性孝顺友爱，戊子年（1648）
考中举人，己丑年（1649）考取
进 士 ， 从 此 ， 开 始 了 为 官
生涯。
  王锳考上进士后，在户部
担任主事，他与户部郎中王弘
祚交往密切。王弘祚后来先后
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
尚书，有“永半朝”之称。王
弘祚在顺治时期主导了赋税制
度改革，确立了清初税收标
准。他很注重提拔人才，一批
像王锳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都
得到他的提携与重用。
  一段时间后，王锳授户部
浙江司主事，被差至江宁任复
成仓监督。此仓战略地位重
要，王锳尽心向兵民调剂粮
草，合理调配军需民用，保证
了粮饷供应充足，让他有了第

一次地方从政的经历。

王锳及第开先河 在户部担任主事

  王锳任户部江浙司主事
期间，表现优异，1654年又
被朝廷委以重任，调到通州
任坐粮厅。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
的终点站，南方漕粮都要经
此运至京仓及通州本地粮
仓，坐粮厅办公地就设在通
州。坐粮厅隶属户部仓场衙
门，掌管漕粮验收、水陆运
输及通济库银出纳和北运河
的疏浚工程，关乎国家经济
命脉。它的主官通常由六部
的郎中或员外郎调任，官阶
是正五品，而王锳是以户部
浙江司主事的身份赴任的，
算是破格重用。
  坐粮厅身居京畿要地，

又是肥差，不少王公贵族、
皇亲国戚在此当差。许多人
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现象严
重。当时正值清军与南明王
朝交战的关键时刻，前线急
需粮草，漕运悠关着国家命
运，朝廷痛下决心对坐粮厅
进行整治。
  王锳到了京城，先去户
部找王弘祚问内情。当他知
道朝廷整治坐粮厅的决心
后，上任伊始，就以雷霆万
钧之势处理了几个典型贪腐
案，威慑犯事者主动交代，
予以酌情处理。他铁面无
私，不徇私情，不畏强权，
不到一年积弊尽除，他也因
此升任为员外郎。

破格重用到坐粮厅 整顿漕粮积弊尽除

  顺治八年（1651），南
明王朝的永历政权与孙可
望、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组
成联合抗清阵线，形成了一
股强大的抗清势力，对清朝
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消除这
股抗清势力，户部侍郎王弘
祚向朝廷进谏，加强在江
南、江西和湖广这些物产富
足的地区征集粮食，储备粮
饷，并招安沐天波为内应，
尽早征讨永历政权和孙可
望，以免他们做大，对朝廷
构成更大威胁。为了确保前
线将士的粮草供应，朝廷提
升王锳为云南司郎中，他的

官职由从五品提升为正五
品，在云南督办筹运粮草等
事宜。
  王锳星夜兼程，从通州
赶赴云南。此时的云南到处
战火弥漫，王锳奔赴各地督
促与调度，为军队筹运粮
草。其间，他发现许多地方
官吏私自加派赋役、军队将
领冒名多领粮饷等严重贪赃
枉法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前
线士气。他把这一现象密奏
户部，王弘祚上疏顺治帝，
要求各地予以整饬与严惩。
王锳响应朝廷号召，率先在
云南进行整治。

升任云南司郎中 督办粮草整治贪腐

老槐树以东为王痒安安家家的相州东巷，现为相州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