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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嵩县牛寨王氏家族（4）】

王氏家族的忠厚家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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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嵩县伊河南岸有“五大家族”，即汪庄汪氏、衙里陈氏、牛寨王氏、寺庄傅氏和雷氏。这“五大家族”文脉隆盛，人才辈
出，勋业灿烂，涌现出一大批在嵩县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名人。其中，牛寨王氏家族以一世王古宝（礼部尚书加少保）、六世王守诚
（山西提督学政）、十世王溯维（浙江布政使参政）最为有名。这里，《洛阳晚报》记者为您讲述嵩县牛寨王氏家族的风云往事。

嵩县牛寨王氏家
族第二十世王玉杰编
著有《周南王氏文集》，
对家族历代名人及事
迹进行整理。从该书
内容可知，牛寨王氏家
族有着良好的忠厚家
风，从一世王古宝开
始，传承至今。在近年
新建的王氏宗祠檐柱
对联上，有“忠厚济世
望族”字样。（如图）

嵩县牛寨王氏家族自始祖王古
宝开始，经六世王守诚，至十世王溯
维，跨越三百余年，出现三位较为突
出的名人。从《周南王氏文集》内容
可知，牛寨王氏家族虽然中间几代
仕途不显、名声不扬，但是其清白、
忠厚家风绵绵不绝。从明末动乱到
清朝康乾盛世，该家族成员在绝境
中坚守信念，在困顿时坚持名节，披
荆斩棘，薪火相传，造就了代代忠厚
善良、世世屡出人才的局面。

牛寨王氏家族四世王振15岁
那年，其父王聪去世，留下寡妻和幼
弟（王振弟王表时年10岁）。王振很
快品尝到家贫的滋味，懂事的他和母
亲一起种地砍柴。为了生计，他不得
已向一个富人借贷，没想到一年的辛
劳所得，仅够偿还贷款和利息，到了
年底，家中依然一贫如洗。

面对此情此景，王振忍不住伤
心落泪，他哭着对母亲说：“咱家几
口人种几亩薄田，怎么能够吃饱饭、
供差徭、还贷款呢？从今往后，就算
饿死，我们也不向富人借贷了。”

王振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他和
母亲带着家人，更加辛勤地劳作，农
闲时上山砍柴，挑到集市上卖钱。他
的母亲和妻子为别人做针线活贴补
家用。

有一年冬天，王振听说莘店（今
伊川县平等乡）炭价涨得很高，就挑
了一担木炭前往出售。当时连下几
场大雪，雪厚数尺，王振离家12天，
仍未见回来。王振的母亲和妻子担
心他冻死或者饿死在半路上，日夜
哭泣。结果几天之后，王振平安到
家，还赚了一大笔钱。

就这样日夜劳作，日积月累，王振
家里渐渐有了余财。到他40岁时，家
里已经比较殷实，有近千金的积蓄。

有了钱的王振开始厚爱亲戚，
救济穷苦，村里人都很敬重他。据
说嵩县县令曾邀请王振赴宴，他不
乐意去，推辞道：“我是平民百姓，跟
县令坐在一起吃饭，不合身份。”

王振的儿子王京慷慨重义，有
才干，喜欢交游，将王氏家业发扬光
大。四世王振、五世王京父子为家
族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积累，为六世
王守诚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牛寨王氏家族的男人们吃苦耐
劳，女人们也不让须眉，留下了惊天
动地的感人事迹。王守诚有5个孩
子，四子为王国柄。王国柄自幼聪
颖，深得父亲喜爱。王守诚去世后，
王国柄刻苦求学，20岁便考取秀才，
亲友都对其寄予厚望。然而时运不
济，他多次科考失利，年仅40岁便郁
郁而终。

王国柄的妻子杜孺人是嵩县知
名孝子杜端的孙女，温柔贤惠，生一

子王元锡。时值崇祯末年，张献忠
带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嵩县境内，剽
掠村落，为害百姓。当时王国柄已
经去世，王元锡又被嵩县县令邀请
到县衙商量抵抗之策，此时农民起
义军已近牛寨，情势十分危急，王
元锡的妻子陈氏劝杜孺人到县城
避难。杜孺人镇定地说：“女人们
应该不出大门，我这个未亡人今天
死了也就罢了。你还要为王家生
儿育女，赶紧逃命去吧，不要和我一

起被杀死。”
起义军到了王家，大肆抢掠，杜

孺人护家心切，“大骂不绝口”，最终
被残忍杀害。当时正值深秋，顷刻间
大雪纷飞，洒遍原野。嵩县县令亲自
前往王家吊唁，并写下“天怜节烈彤
云暗，特洒六花衬碧血”的诗句。明
末名将陈奇瑜上奏杜孺人之事，皇帝
下令为杜孺人修建牌坊，以示表彰。
清乾隆年间《嵩县志》将杜孺人事迹
记入《烈女传》。

四世王振辛劳持家

七世王国柄妻杜孺人入《烈女传》

八世王元锡尽忠报国3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对于

牛寨王氏家族来说，是一个令人悲伤
的年份。先是七世王国柄的妻子杜孺
人被张献忠部残忍杀害，之后，其子王
元锡发誓为母报仇，也不幸遇难。

王元锡，字懋（mào）中，长相英
俊，卓尔不群，有文武之才。崇祯末年，
盗贼蜂起，嵩县南部有贼寇数百人，经
常乘夜进攻村寨。村民们惶恐不已，束
手无策，王元锡挺身而出，登上寨墙，全
力抵抗，拉弓射箭，贼寇应弦而倒。王
元锡的抵抗最终使贼寇退去，村寨得以
保全，他也因此名声大噪。

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兵临嵩县
之时，嵩县县令邀请王元锡到县衙商
量守御之策，正在商议之时，张献忠
部已经进入牛寨一带，王元锡挂念母
亲和妻子的安危，急忙向县令借官兵
数十人飞奔而归。半路上，杜孺人遇
害的消息传来，王元锡悲痛欲绝。将

母亲暂时置棺厝（cuò，把棺材停放
待葬），发誓要杀贼报仇。

其时，嵩县西山一带有一些土匪
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害，成为嵩县
官民的心头大患。王元锡毛遂自荐，
要消灭这股匪寇。县令于是调拨数
百名乡勇（相当于民兵），由王元锡带
领杀贼。他刚要出发上路，6岁的儿
子王佐跟在他身后牵衣大哭，王元锡
强忍着悲痛转身而去。

队伍到达蛮峪岭（今属嵩县何村
乡）一带，不幸中了匪寇的埋伏。匪
寇居高临下进攻，有些乡勇因为害怕
而撤逃。王元锡大声喊道：“大家不
要害怕，此时正是杀敌效命的时刻！”
他翻身下马，奋力仰射，杀敌数十
人。匪寇拥盾自卫，不敢逼近，一直
等到王元锡将弓箭射尽，才鼓噪大
肆进攻。短兵相接之时，王元锡仍然
奋力杀敌，终因寡不敌众，身受数十

处伤，力竭而死，年仅32岁。同时力
战而死的还有王元锡的同族兄弟王
永锡、王天锡等数十人。

数天后，匪寇散去，嵩县县令前
往收尸，王元锡仍凛然如生。王元锡
捐躯后，被私谥为“忠懋”，王氏兄弟
捍卫乡土、尽忠报国的事迹被列入清
乾隆《嵩县志》卷二十五《列传·忠
烈》，永为后人传颂。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中
宪大夫、翰林院编修周道新在《明生
员懋中王公墓表》中感慨：“呜呼，疾
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当流寇之蹂
躏中原也，……而公（指王元锡）以诸
生慕义，奋不顾身，其为人，贤、不肖，
何如也？！使其得当一面，必能为朝
廷捍牧圉（yǔ）而死封疆，又岂有偷
生苟活，害人国者乎？！”周道新对王
元锡及其同族兄弟的报国精神给予
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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