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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根

古峄为鲁南名邑。《峄县
志》云：峄因山得名，其见于经
传屡矣。自曾子受封，而后为
兰陵，又后为承县，春申治之，
齐、梁启焉，历代以来，史不绝
书。其山川之灵秀，人物之杰
瑰，虽通都大邑，亦蔑有过焉者
也。

一代贤令王鼎铭，即生于
峄，长于峄，植根于古峄文化沃
土。后任湖南新田县令，殉国
而受皇命褒奖，千里归葬于
峄。他的精魂，已融入美丽的
古峄山河。

（二）颖慧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王鼎铭生于峄县郭里集村一书
香门第。曾祖王士楚，岁贡，曾
参与《峄县志》修编。祖父王
灼，乡钦宾。父王鸿基，字振
声，太学士，曾任教职于峄阳书
院（峄城）。母亲峄县渴口乡高
氏。王家堂号“三槐堂”，“三槐
世泽，两晋家声”，推崇王羲之、
王阳明为鼻祖，以诗礼教诲子
弟。

王鼎铭自幼聪慧好学，深
得家人喜爱，乡邻称赞，是一名
好学童。

（三）志学

王鼎铭九岁入峄阳书院，
十五岁入郡痒，十八岁与李氏
婚配，十九岁食饩，二十岁考取
山东乡试第一名，二十一岁选
为贡生。他攻读诗书手不释
卷，倾慕匡衡、“二疏”（疏广、疏
受）、贾三近等古峄诸贤，更以
修、齐、治、平自厉，经史之余，
遵父命而兼学医，预得济世之
技。

乾隆五十八（1793），王鼎
铭二十二岁，首次参加会试失
利。痛定思痛，倍加奋发，多获
业师赞赏。

（四）兴善

王鼎铭青少年时代，峄县
灾害频繁仍水、旱、风、雹、蝗及
瘟疫相继。王家秉承祖德，连
续多年开设粥棚赈灾，先后为
兰陵书院（台儿庄）、匡衡墓园
等捐粮数千石，又义建承水上
游郭里集大桥等。

年轻的王鼎铭，学习前辈
大义，每每助成善举。王鼎铭
救助幼孤外甥成才，赡养年老
业师并送终，一时传为佳话。

（五）博求

嘉庆九年（1804），峄县地
震，民人失所，王家免去南、北
洛和兰城店村民地租，以作救
济。其时麻痄病肆虐天下，王
鼎铭不惧传染，亲自接诊并研
用古方救治，成活甚众。王氏
还将自家前院辟为乡塾，延师
以教育乡民子弟。

王鼎铭此时奋力修身治
学，诗书与兵法并重。尔后皇
命称他“珥笔生华，能赋窈窕之
章；干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

（六）悯农

由于前辈积聚，王家田产
颇丰，除却外乡，尤其拥有家乡
河岸较多肥沃田地。王鼎铭二
十岁生子后，即耕读并举，深知
稼穑之艰，农人之苦，更知子孔
子 所 言“ 生 财 有 时 ，而 力 为
本”。春种夏锄，秋获冬藏，王
鼎铭苦其筋骨，苦其心志，协助
父亲治家理事，人称孝子。

王鼎铭青年时代陶冶出的
务农悯农，兴教劝学思想，为他
日后主政新田，打下基础。

（七）惠友

嘉靖十三年（1808），王鼎
铭学识大成，毅然决定再赴会
试。进京途中，恰遇患病考生
陈官俊，王鼎铭凭借自家医术
为陈官俊治疗，并在生活上多
予照顾。经交谈方知，陈官俊
幼年便曾受教于王鼎铭之父王
鸿基。王家两代施恩，令陈官
俊十分感激。会试后，陈官俊
考中进士，历任六部要职，成为

皇帝的近臣。王鼎铭再度落榜
回乡。

枣庄市西王庄乡有一处伯
桃岭，每年春季桃花在盛开，王
鼎铭幼时即知左伯桃救助羊角
哀赴考成名的故事。乡贤以为
王鼎铭与陈官俊结谊，有古君
子风。

（八）齐家

王鼎铭二次赴考之前，父
亲王鸿基已去世，王鼎铭独自
担当起家庭和社会责任。再次
落榜后，他更加专注家业振
兴。垦荒植林，种桑绩麻，并利
用台儿庄泇运河通航优势，山
货运京津，煤炭销余杭，家业益
丰。

王鼎铭更知，文章关乎国
运，他齐家不忘治学，常常夜读
达旦，又文武农商兼顾，人称劳
谦君子。

（九）出仕

嘉庆十五年（1810），王鼎
铭三十九岁，德业有成，由廪贡
援例得授内阁中书，受任入京，
就职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
同年任武会试（京试）同考官，
为朝廷遴选武生生员，次年，再
充武会试同考官。王鼎铭英年
奋发，他的文武兼修获得实用。

入京授职，是王鼎铭政治
生涯的起点。王鼎铭自此已将
自己与国家民命联为一体了。

（十）尽孝

王鼎铭在京任职，继续深
研经史，习究韬略，并效上官同
僚之博雅，律己躬行，考绩报
最。道光三年（1832），王鼎铭
五十二岁，复加捐主事，更待大
任。因母老病，告归奉养，昏定
晨省，竭尽孺慕。次年，母亲高
氏病终，享年八十五岁。王鼎
铭庐墓六载，以至孝闻。

守孝期间，王鼎铭训育子
弟，创惠乡邻，培育长子泽溥成
才，后任官库大使，泾县县丞，
是亦仁者有后。

（十一）受命

道光八年（1828），王鼎铭
五十七岁。是年秋，王鼎铭奉
调进京。时晤好友陈官俊，言
中谈及此前湖南新田两任县令
被害，朝廷亟需一位忠正县令
赴治。后以孔子所言“君子疾
岁没而名不称焉”相勉。王鼎
铭昼夜以思，最终决断抛却庸
众意念，有所担当。

经过反复的学问人格考
查，并经严格的程序审定，道光
八年底，朝廷任命王鼎铭为湖
南新田县县令，王鼎铭奉旨。

（十二）壮行

道光九年二月，王鼎铭由
家乡起程，赴任湖南新田。峄
县县令梁宝常，置酒峄县西门

承水旁为王鼎铭送行，且曰：明
公学通载籍，文武兼备，又加京
城历练，此行必成大业。然如
公所知，眼前这承水发源沧浪，
流经明公故里。先师孔子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慕明公高洁，愿临承水共鉴清
浊！

王鼎铭慨然作答：报国为
民，君我共勉；清浊之分，我当
惕厉！遂辞别登程，千里赴任
而去。

（十三）勇任

湖南新田距山东峄县三千
余里，王鼎铭不携眷属，只带一
僮一仆，先期跋涉赴任。三人
由台儿庄运河南下，溯长江而
到湖南长沙逗留，考察省城风
貌规制，后微服至新田，按时到
任。

新田当年地处偏远，土地
贫瘠，十年九旱，且其地域人口
均是从邻近州县划出另立，瑶
汉杂居，常生械斗，素称难治。
王鼎铭只念天下一理，王法普
霑 ，且人心向善，天恩祖德相
佑，衰年报国，我当勇为。

（十四）矢志

入城前夜，王鼎铭遵制宿
城隍庙。庙门大书一联：神目
如电，天雷在闻。王鼎铭观此
屡作赞叹，向僮仆二人言：《尚
书》云：民维邦本，本固邦宁。

“官箴”云：尔俸尔禄，民脂民
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鼎铭
此任，全为固本安邦而来。此
志此情，对神可鉴！尔等时时
诫我勿忘！

王铭鼎又向神言：古圣施
政，必达天理，顺人情，循礼而
治。鼎铭钦服，必当效法，遵礼
而行，殉命无憾！

（十五）亲民

王鼎铭到任前，新田上下，
纷乱诸多。王鼎铭从简政亲民
入手，亲办要案，化解戾气，理
顺民心。

既入署，设帐于大堂之旁，
与门人共处，手下人非召不得
入。民有诉求，则可直呼而进，
依律令实情，尽速办理。其对
瑶民共难，多所优恤，并与瑶长
结谊。案情重大，则亲往勘查，
但轻装简从，自备饔食，不以扰
民。“仁心行实政，察吏以安
民”，致使奸弊屏绝，讼简年丰，
民心大振。

（十六）敦本

《孔子家语》明言：“治政有
理矣，而农为本。”新田固本，首
在保水。到任之初，新田大旱，
秧苗枯焦，王鼎铭于烈日之下
披枷求雨，诚感神明，天降大
雨，人心欢动。其后王鼎铭周
行田野，指率民众修塘打井，确

保水源。道光十一年，彭梓城
村打出长年不涸全县最好水
井，至今井旁石碑犹书：“共饮
清泉惠，惟存改邑风”，王鼎铭
务本重农，终使新田境内“家余
菽粟，地遍桑麻”，“花雨足于春
郊，机声闻于秋夜。”

王鼎铭又于县城内扩开回
龙井，彻底解决居民饮水困
难。百年迄今，回龙井水依然
清冽丰足，滋润着新田百姓的
心。

（十七）崇教

遵照孔子治民必富之、教
之的圣训，王鼎铭在县城别构
讲堂，教育新田子弟。“精遴选
于童子军中，讲教条于状元楼
下”，努力使愚顽动听而守信
义，俊乂得路而步青云。他先
后两次执考县试，录取公明。
王鼎铭此时简拔的学子张荣
组，后特旨考取内阁中书，派充
国史馆，协办侍读，管理诰敕房
事务。

当是时，新田学子皆习诗
礼。“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王
公岂肇始耶？羡桃花源而开芙
蓉国，王公寄心焉。

（十八）廉明

王鼎铭公正廉洁，清白端
谨。“著勤劳于生平，慎操守于
夙夜。载米而资宦囊，破金以
赒众瘠。饬躬既廉，自奉尤
薄。”在任期间，数次卖掉自家
田产，以补公用。代陈官俊巡
查10县库房时，仍卖掉自家土

地百亩，周济八方。当年新田
县内我处建筑，均有王鼎铭捐
资份额。民谣：

士民感激，欲将盛德刊刻
发行，王鼎铭力辞：“君等曷将
邑中利弊，确指直陈，使我不至
失误。如若所云，则声闻过实，
余滋愧矣。”

（十九）隆礼

新田古称“南蛮之地”，
民风剽悍。王鼎铭秉承“圣人
以礼 （国家法令制度） 示之，
则天下国家可得以礼正也”

（孔子） 之信念，亲书“天
理、国法、人情”六字，刻石
立于要道，并将朝廷所颁“敦
孝悌、笃宗亲、和乡党、重农
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
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
息诬告、诫窝逃、完钱粮、联保
甲、解仇忿”十六条，刊发全县
街市村墟。

每月朔望，王鼎铭均要亲
临讲法，敦促普及。由此，新田
社会安定，民众向善之风初
成。“王鼎铭治事甚勤，以是得
民心”。

（二十）殉职

王鼎铭循礼以治，新田日
新，突然殉难或与清廷加税

（“山田升科”），奸人盘剥引发
事变有关。《清史稿》载：（道光）
十二年正月，江华瑶人赵金龙
乱作。王鼎铭虑煽邑瑶，即冒
雪步历瑶棚，晓以国法，与教官
率绅士乡勇以守。突闻提督海

陵阿等被戕池塘墟，即督众御
……鼎铭朝服坐，堂皇待之。
书于几曰：仇我当杀我，勿伤我
百姓！

又《嘉 庆 道 光 两 朝 上 谕
档》：“湖南新田知县王鼎铭，于
逆瑶窜入境内时，率领汛兵乡
勇赴卡堵截，……被炮阵亡，殊
堪珍惜。”对王鼎铭之死作出最
高断定并表痛惜。

（二十一）荣哀

道光十二年三月廿三日，
皇帝发双道圣旨，褒扬王鼎铭
全家：称赞王鼎铭之父王鸿基

“诗书育后，弓冶传家”，王鼎铭
之母“相夫以顺，鞠子有成”；称
赞王鼎铭“学通载籍，文武兼
备”，其妻“幼习女仪，克修妇
职”。

道光十二年三月廿七日，
皇帝上谕：“王鼎铭着（吏）部照
例赐恤”。新近发现的残碑显
示：在王鼎铭灵柩三千里归程
中，所过州县主官遵旨均要迎
灵送灵。王鼎铭安葬时，即有
圣旨碑和朝廷命官陈官俊、张
荣组、吴荣光所题之碑。一代
贤令王鼎铭，以身殉志，终享荣
哀。

（二十二）留芳

王鼎铭是中华优秀文化诞
育出的一代英杰，报国卫民之
心正赤如丹，危难时刻敢敌万
众，其知常达变、见危授命的
品格，感天动地。皇命褒奖而
外，民间纪念不绝。新田为建
专祠，弟子张荣组所撰专祠碑
至今犹在。《峄县志》 特立王
鼎铭传，同时辑录新田名士谢
世元所撰王鼎铭事略。国家新
编《清史》已将王鼎铭列入循
吏条目，以表永传。

王鼎铭生前绘有一幅幽兰
靓菊画作，意蕴清邈。王鼎铭
一生亦如兰、菊，美占春秋，留
芳千古。

一代贤令王鼎铭史赞一代贤令王鼎铭史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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