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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下下为为公公做做典典范范

  顺治十三年（1656），王锳得
授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出守江右
饶南九江道。饶州战事刚毕，驻军
居功自傲，骄横跋扈，掳掠当地百
姓到军中奴役或者贩卖。王锳发布
政令，百姓缴纳赎金将人赎出，军
队收到赎金后必须释放被扣押者。
仍有一些官兵拒绝放人，甚至起而
哗变。王锳命对拒不执行政令、军
中闹事者，一律逮捕治罪。“公修
髯，长眉、好义乐施”，一些百姓
出不起赎金，王锳就慷慨解囊千余
金以代付，不足者用自己的裘马物
品补足，此事终得解决。这项举
措，不仅化解了军民矛盾，稳定了
当地治安，还赢得了民心。
  不久，王锳从江西调任广西府
江道副使。府江地处广西的偏远边
疆，遍布茂密山林和溪流峒谷，交
通闭塞，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
混杂聚居地，社会关系复杂。王锳
到任后，进入山里走访，对于生存

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区百姓，鼓励他
们迁出山外，政府为其建造茅屋，
与山外百姓混居，改善了百姓的生
存条件，稳定了民族关系。
  顺治十六年（1659），王锳转
江西布政使司参政，仍分守饶南九
江道，不久升任贵州按察使。在他
将要起行赴任时，当地驻军的军官
告发方雷等当地20多户人家私通抗
清武装、企图谋反，官府已立案，
并已上报。当时海疆初平，朝廷严
查通逆之事，一经查出，当诛灭全
家。一些刁猾之民借机串通与勾结
当地驻军军官，诬陷富裕的百姓以
敲诈勒索。
  王锳了解原委后决定要为这些
无辜百姓澄清冤案。有人劝说他不
要干预此事，他却执意如此。随即
前往省城，面见总督，禀明实情。
经复审后请求免除涉案者罪名。王

锳一直等到朝廷批复准许赦免的文
书下达后，才启程赴任。

  在贵州任职刚满一年，王锳因劳累
突发重病。当病情有所好转时，接到调
任江西右布政使的任命。他为官十多
年，没时间回去探亲，便向朝廷陈请，
趁述职之机回老家看看父母。他跪拜于
母亲膝前，眷恋之情更胜往昔。分别之际
频频回首，不忍离去。这次分别竟成诀别。
  康熙二年（1663），王锳升任江西
右布政使，不久晋江南左布政使。乾隆
《诸城县志》载：“江南，故陪京，国
朝设藩署事，皆创起，无旧牍可稽。”

江南是清朝新设立的布政使司衙门，有
些品行不端的胥吏，趁机混淆事理、营
私舞弊，累及前任官员接连因失察之罪
去职。王锳详查利弊根源，大力整顿吏
治，对不法之徒严惩不贷，使得胥吏不
敢枉法行事，狠狠刹住了歪风邪气。
  江南政务繁杂。由于劳累，王锳病
情日益加重，上疏请求辞官。总督巡抚
都竭力挽留。他卧床坚持处理政务，在
任所病逝，享年45岁，朝廷赐祭葬如例。
王锳工诗，有《破梦斋诗草》一卷传世。

  贵州是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
当时正用兵作战。军需供给任务繁
重，贵州巡抚将此重任交给王锳。
王锳查清楚军队每日各项军需，与
军队官员配合默契，安排周到，想
借此捞油水的属吏没有空子可钻。
  王锳秉公执法，平反冤狱，解
救了千人性命。当地有土司龙瓒，
本无谋反之意，但有一名武官为立
功受奖，诬陷龙瓒鼓动族人谋反，
就把他抓了起来。王锳查实龙瓒并
无异谋，就把他释放了，并怒斥

道：“难道要我为贪功而枉杀无
辜？”
  “锳性爽慨，不事矫饰，居家
孝友，与人交有终始。”王锳嫉恶
如仇，对百姓和同仁却爱护有加。
据《诸城县志》记载：“同年友张
公自涵者，备兵安平，中瘴疠卒，
柩不克返。公为丧具，资之归。”
其同年好友张自涵任安平兵备道
时，染瘴疠病故，由于没钱，灵柩
无法返乡。王锳置办丧具，资助其
家人扶柩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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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诸城县志》载：“（王锳）
柩还之日、行李萧然。罢市，巷哭。礼
臣奏请‘谕祭葬如故事，封三代如其
官，荫一子’。”
  王锳有王沛源、王沛憕两子。王沛
源，字汝谨、又朴，荫生。以孙子王元
炅官貤赠文林郎，直隶高邑县知县，候补
行人司司副。有两子，王枟、王棓，王

枟有十七子，其中次子王元烺为雍正丙
午举人，曾任安徽宿松县知县；第五子王
元炘是乾隆丙辰恩科举人，拣选知县。
  王沛憕，字汝平、莲峰，康熙丁卯
举人。儿子王楷，王锴有六子，其中王
元焜是雍正己酉副榜，以子维烜官勅赠
文林郎、贵州镇远县知县，由茌平县教
谕保举广东永安县知县；王元燨，字叔
韬、华南，雍正乙卯举人，任直隶广昌
县知县；王元烶，字季韬、翁翊，附
贡，以子绂疆官勅赠文林郎、四川营山
县知县。
  王锳还是清代诸城历史上第一位享
受皇帝钦赐祭葬的人。
  朝廷在王锳的家乡赐予专门墓地，

乾隆《诸城县志》载：“国朝王锳墓，
县东北昌城。”御葬林位于今诸城市昌
城镇邱家庄村东部，墓区坐北朝南，处
在缓坡上，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60
米，占地面积约18000多平方米。朝廷又
拨付银两，由当地官员主持，举办了盛
大的葬礼。后又下旨在墓地建立牌坊，
以旌表其功绩。
  牌坊由青石垒架而成，石榫、石卯
浑然一体，造型浑朴庄严。坊身为四柱
三间式，有正门和两个边门，石柱呈方
形，有底座。整个牌坊高约6米，边门柱
比正门低，正门宽而边门窄，整个牌坊
宽约8米。立柱从底座到坊顶，由横石相
衔接，坊顶无明楼，安放一块写有“圣
旨”的华盖匾，“圣旨”两字，自上而
下书写。坊身横石正面雕刻“恩潭九
京”四个大字，坊身横石背面是圣旨全
文。今已无存。
  王锳生前清廉简朴，身后荣光无
限，整座御葬林庄严威仪，凡从此经过
的大小官员，一里开外，文官就要落
轿，武官就要下马，徒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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