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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一月的阳谷县张秋镇，正是典型的北国冬
日风光。举目而望，四野草木伏卧衰败，大地
尽是一片枯黄。虽有日头映照，寒意却久驱不
散。朔风劲吹，拂面刀割，凛凛生痛。

在孟家海村，安眠着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
重臣周天爵。他出仕虽晚，但政绩彪炳，一路
升迁。社稷蒙难时，他年近八旬，带兵作战，
上阵杀敌，以至病逝任上。皇帝感动于他“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破例赐予“文
忠”的谥号。

起步虽晚，励精图治，政绩得显
周天爵幼年处境极苦，父亲早亡，和母

亲、弟弟相依为命。但他“不为贫累，苦志读
书”。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33岁的周
天爵中乡试举人，四年后又中进士。而当年与
他一道中第的，还有后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不过周天爵的仕途命运相比林则徐，无疑
坎坷艰难得多。林则徐中的是二甲第四名，马
上被选为庶吉士，又授翰林院编修，仕途一帆
风顺。而周天爵只是三甲同进士第129名（当年
共录取三甲同进士142人），附于骥尾，只以知
县归部选用，等待吏部月选分配。

清代中期以后，官场冗员现象非常突出，
即使考中进士也并不一定马上授任官职。那些
排名靠前或门路精通的进士，才能很快应选，
分配官职。周天爵科举排名既不靠前，也没有
能够倚靠的重臣，自然难逃“候选”的命运。

可周天爵这一等，却从精壮中年到了潦倒
晚年，足足有13年之久。到了道光四年（公元
1824年），周天爵才被朝廷记起，选为安徽怀
远县知县，此时已50岁。而年轻10岁的林则
徐，前一年已升任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两者
的仕途经历，可谓判若霄壤。

周天爵仕途起点虽低，但并没有妨碍他凭
傲人政绩“奋起直追”。第二年，周天爵带头
捐资修建义仓，储存积粮陈谷，百姓歉收之年
也不再有饥馑之虞。时任巡抚陶澍对他大加褒
奖，并奏请朝廷，记功议叙。不久周天爵又修
筑两处水坝，灌溉农田千余顷，受到百姓称
赞。

道光八年，新任巡抚邓廷桢寻访各地吏
治，对周天爵极为赏识，为他请求表彰。朝廷
下旨，周天爵以应升之缺升用。当年九月，周
天爵调任皖北大县阜阳县知县。这里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但盗贼也非常肆虐，百姓叫苦
不迭。周天爵服膺“乱世宜用重典”的法条，
上任后施展霹雳手段，亲自带领衙役抓捕盗
匪。因为计划周密、调度得当，多名恶贯满盈
的江洋大盗相继落网。

为了杀一儆百，周天爵在审讯犯人时，有
意采用严刑峻法来威慑。当地有人向朝廷告发
周天爵暴虐成性、残酷不仁，施淫威于百姓，
道光帝令两江总督蒋攸銛调查奏报。蒋氏回报
说：“周天爵任阜阳知县以来，不仅爱民如
子，而且嫉恶如仇。因而对抢劫民财、祸害乡
间的盗匪，有时审讯过于严厉，以致有所伤
残，请交吏部处置。”道光帝对周天爵的“敢
为”，颇为感动，他亲自下谕说：“这种不怕
流言蜚语、不惧怨恨威胁的官员，如今最为难
得。既然查明因刑而伤的都是为害甚久的凶恶
棍徒，那便宽宥周天爵的小过，不需交吏
部。”在皇帝的鼓励下，周天爵剿匪更加尽心
尽力。李大奤等江洋大盗，都被抓获归案，并
依法论处。阜阳百姓安居乐业，境内风气也安
静肃然。

道光十年，周天爵升任宿州知州，后又擢升
庐州府知府。在庐州，周天爵捕获了以邪教鼓动
百姓的悍匪张义法。道光十三年，周天爵升为庐

（州）凤（阳）颍（州）道。此后，周天爵的仕途平步
青云。道光十五年升江西按察使，又调安徽按察
使，第二年升为陕西布政使。

道光十七年五月，周天爵署理漕运总督，
四个月后得实授。他上任后，针对漕运积弊，
认为关键在官员素质低下、作风庸怠，“漕务
员弁，首重操守……操守若松懈，就会依赖属
员，甚至委权胥役。久而久之，只能是官不任
事，吏擅弄权”。贪婪的门丁胥吏为了敛财，
往往将粗糙旧谷浸水膨胀增重，再冒充精米运
往京师。因为官员尸位素餐，查验形同虚设，
胥吏每每大获其利。他们再“孝敬”官员，整
个漕运沆瀣一气，糜烂难治。周天爵决定在漕

运系统内掀起“考察风暴”，对工作懈怠、作
风有疵的官员，根据程度深浅，或罢黜或警
告，以求变换风气，革新时弊。道光帝知悉
后，下旨褒奖他：“汝能如此认真办事，朕心
喜悦之至！”

当时漕船滞运，京师粮食告急，周天爵疏
陈疏通道事宜。因为考虑精细、措施得当，漕
运很快恢复畅通，道光帝赞赏他“多智且
能”。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被委
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处鸦片走私贸易。接
着，道光帝将周天爵调为署理湖广总督。前后
两任湖广总督，竟为同科进士，颇为巧合。

从道光四年到十八年，周天爵用了14年的
时间，终于和同年林则徐的距离不再那么遥
远。此时，他已经是64岁“高龄”了。

勠力安民，触怒权臣，获罪被遣
周天爵湖广施政，似乎也以林则徐作为楷

模。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对水患“修防兼
重”，着力化解每逢雨季便泛滥的恶性循环。
周天爵上任后，先勘查修筑武昌府城外荞麦湾
的江堤，又筹资修建蕲州的卫军堤，还有汉阳
府的石堤，巩固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周天爵先治水，排除水患威胁，再活水，
打击水面犯罪。汉口地方水运发达，樯帆络绎
不绝，河盗也纵横肆意，久为民害。曾有四川
籍的河盗凭恃武力，在江面劫掠商船，杀人越
货，百姓切齿。但地方官怕被河盗迂回牵制，
商贾又担心遭报复，两方只能隐忍不言。官府
失职、商家沉默，更让河盗有恃无恐，后来甚
至发展到掳掠妇女，囤积成群贩往陕西，谋取
暴利。周天爵得到百姓联名控状后，整饬地方
武装，展开江面缉拿，抓获了恶贯满盈的河
盗，并全部依法惩处。他还奏请朝廷，请将负
有失察责任的官员，一概罢职严办，以儆效
尤。道光帝见周天爵迅速弭平盗匪，不由得高
兴道：“各地督抚，如果都能像你这样尽心公
事，不避嫌怨，何患良不安而暴不除？唉，朕
不能多得这样的人，实在是愤恨遗憾。”

因为捕盗得力，周天爵很快正式就任湖广
总督，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当时湖广盗风日炽，为害地方，难以根
除。道光帝认为，这是有州县官员为免于处
分，将强盗改为窃贼，进而纵恶养奸，造成如
今局面。他知晓周天爵善于缉盗捕贼，便让他
悉心办理，以求除患。周天爵反思湖广缉盗之
弊，认为“荆楚江汉绵延，计有两千余里，湖河港
交错等险要处，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冬季官船梭
巡查访，往往是应付之举，既不能熟悉盗贼的窝
巢，也没有安排盯梢的眼线，因而大张旗鼓却劳
而无功”。他建议派遣干练的官兵，带着眼线暗行
侦访，一旦获得盗贼的踪迹，就知会当地文武官
员共同捉拿。道光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勉励他
努力施行，以见成效。

周天爵虽年过花甲，却精力过人，夙兴夜
寐，竭心尽力完成皇帝嘱托。很快，湖广地区
从前盗贼蜂起的地方，都被扫荡一清，迅速安
宁。道光帝在奏折中说：“周天爵查办盗贼认
真，可嘉之至！”

道光十九年三月，一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
波云诡谲的大案，让周天爵的仕途埋下阴影。

当时有人上奏：湖北襄阳县官员宣维屏将
百姓绍学礼殴打毙命。因宣维屏为满官，朝廷
让周天爵亲提各案人证卷宗，严行审讯。

经过审理，命案缘由很快真相大白。百姓
绍学礼曾向地方官刘可富的亲戚买田，后发现
该地实为军产，要求退还钱款。该亲戚不但耍
赖不还，还把绍学礼告到宣维屏处。亲戚通过
刘可富打点疏通关节，宣维屏受贿后，竟然颠
倒黑白，将绍学礼杖责一百二十大板。一旁的
刘可富也掌掴绍学礼耳光数十次，并用脚猛踢
踩踏绍的肾囊。是夜，绍学礼疼忿交加，悬梁
自尽。

周天爵依律从重拟宣维屏绞监候，刘可富
斩监候。一月后，周天爵把审理结果上报刑
部。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出面，认为周天爵
“执成见之偏而任情烂拟”，驳回原审，要求
“另行妥议具奏，毋得固执成见，以符定
律”。

周天爵却依然坚持己见，穆彰阿十分恼
怒。他亲自重审宣维屏案，直接定案：“刘可
富仍拟绞监候，改拟宣维屏为发往新疆充当苦
差。”

穆彰阿兴师动众，是为了打击当时的汉官
禁烟派。按惯例，地方督抚定拟若与刑部不一
致，应由军机处中熟悉律例的大臣王鼎来复
议。可穆彰阿两次重审，上奏时均注明“王
鼎，回避”。

穆彰阿与周天爵的矛盾，源自周氏坚定的
禁烟态度。道光十九年，周天爵“拿获兴贩鸦
片人犯，并收获烟土烟膏枪具提省严审究
办”。十二月，又奏编查保甲查禁烟犯，又奏
请将查拿鸦片不力的满籍官员革职，引起穆彰
阿严重不满。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穆彰阿终于找到了扳
倒周天爵的好机会。

当时湖北大冶知县孔广义因贪赃被周天爵
查办。他反咬一口，控诉周氏在湖广暴虐成
性，荼毒甚广。穆彰阿获悉后，如获至宝，立
刻命自己的门生江西学政吴其浚前往查办。在
众人的包装掩饰下，朝廷将周天爵罢黜，遣戍
伊犁，和林则徐成了患难之友。

因缘际会，戴罪立功，屡遭跌宕
战争的爆发，让本已遣戍伊犁的周天爵，

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鸦片战争中，官员庸怠暴露无遗。前线官

员不知军机，清军又腐朽不堪，以致屡战屡
败，难求一胜。危急关头，道光帝让周天爵火速
前往广东，听候将军奕山的差遣，希望他能处理
好英夷事务，戴罪立功。后来奕山陈奏，周天爵虽
年近古稀，但办事任劳任怨、不惧艰险。广东能转
危为安，他颇有功劳。朝廷随后下旨免其前罪，不
需发往伊犁，仍留军中效力。

周天爵因而成了处理难事险事的“救火队
长”。广东形势安定后，他又被派往正遭英军
攻击的江苏。朝廷以他为四品知府候补，赴江
苏参与中英战事。

等到周天爵到达江苏时，中英《南京条

约》已经签订。而他的使命，也变成了办理
淮、扬诸地善后事宜。周天爵通过一系列举
措，很快让遭遇兵燹的江苏恢复宁静。朝廷升
任他为署理漕运总督，不久又兼署南河总督，
负责维护河道安全，查验漕务积弊。

当时朝廷面临的重大难题，漕运和治河皆
居其中。漕运顺畅与否，需要河道予以保障。
而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时常壅塞京杭大运河，
以致漕运每每延误。但因为清廷财政困窘，已
没有充足财力治理黄河，所以河道维护只能听
天由命。南河总督与漕运总督，就成了常被追
责、罢黜的苦差事。周天爵一人身兼两任，正
是源于道光帝看重他不畏险、不惧险，勇于任
事的特点。

周天爵经过详细调查，提出了疏浚河道、
新建漕船等多项措施。但因为治河经费递减，
他的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漕运和河工，只能
在年复一年的危机中缝缝补补着。

周天爵无法全面革新漕运，就只能着眼细
节，尽量维系现有局面。他委派多名能员，认
真负责漕运和河工事宜。在他的苦心维持下，
漕运和河工的窘况有所好转。此外，他还严厉
打击抢掠漕船的土匪，维护漕运安全。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已近古稀的周天爵患
病，上折陈请开缺回籍。道光帝念他年纪老
迈，又劳苦功高，下旨令他以二品顶带休致。

回乡之后，周天爵读书耕田，似乎过上了
闲适的田园生活。他或许也觉得，自己的晚年
生活，大概就要如此度过了。

但历史的大潮，让他再度回到了时代的风
口浪尖。

受命靖边，苦心孤诣，功勋卓著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咸丰帝即

位。五月，咸丰帝的老师、工部尚书杜受田保
奏起用在道光朝屡遭坎坷的林则徐和周天爵。

咸丰帝令周天爵迅速来京，听候简用。七
月，76岁的周天爵到京，与皇帝召对交谈达17
次之多。后来黄河入海处塌陷，久任河漕的周
天爵寓书杜受田，建议趁着冬令水小，在塌陷
之处多筑草坝，可期事半功倍。杜受田以书信
陈奏，受到咸丰帝褒奖，以为周天爵能任事。

十一月，咸丰帝令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
接替不久前病故的广西巡抚林则徐。周天爵到
达广西后，会同钦差大臣李星沅围剿洪秀全的
拜上帝教。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东西
方世界出现了迥然相异的走向。在英国伦敦，
世界博览会的前身——— 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
英帝国通过各式各样的工业品，向世界展示了
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在中国，广西金田起
义爆发，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从前小打小闹
的拜上帝教变身为浩浩荡荡的太平军，中国陷
入内战的混乱中。

金田起义后，周天爵率一支百人队伍，外
出视察战况。他发现太平军的大营驻扎在大藤
峡，不禁想起了明代韩雍和王守仁先后平定大
藤峡起义的事情，内心激荡澎湃。到了临近的
县城，发现百姓已纷纷逃亡，县衙内仅有一名
县令哭哭啼啼。周天爵便问若敌来，有何打
算，县令只是哭诉“仅有一绳”（投缳自
缢）。周天爵将县令编入行伍，准备带回大
营。但在归途中，他们遇到了大股土匪。形势
危急时，周天爵大喝“违我军令者斩”，并不
顾年老体衰桴鼓而前，士兵大为感动，奋勇作
战，贼兵被迫退却。

周天爵通过实地查验，发现广西形势糜
烂，希望主帅李星沅能多加重视。他制订了详
密的计划，力图组建包围圈，引诱太平军来
袭，以便聚而歼之。但此时李星沅身患重疾，
又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念头，一直
难以和周天爵达成默契。

后来李星沅病症加剧，被迫将大营移驻到
了武宣，还将钦差大臣的关防暂交周天爵监
护。而周天爵也奏陈患鼻衄情形，自己身体渐
次虚弱，独当一面尚可，统帅各方实难。咸丰
帝知悉后，下旨宽慰：“闻汝患鼻衄，甚为眷
念。就是精神复元了，也要善自调摄，以体谅
朕的关怀。”

周天爵在广西督军奋战，取得了一系列的
战果。他还剿抚兼顾，对冥顽不灵的陈三部予
以歼灭，对投诚的兵丁信任有加。当时前来投
诚者，就有后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清末名将冯
子材。周天爵对冯子材极为欣赏，特意为他上

奏免罪。
广西形势好转之际，咸丰帝念周天爵年

迈，将他调回京城。咸丰帝夸奖道：“周天爵
自上年派赴广西办理军务，历次署理巡抚，禀
性忠直，不辞劳勋，朕素所嘉尚。念其年近八
旬，久居瘴疠之乡，时深眷注。现在统帅有
人，周天爵交卸巡抚事务后，即行来京。”

当年六月，周天爵乘船遭遇飓风，溺水受
伤。咸丰帝再次宽慰：“陡遇暴风，被溺受
伤，朕心实深眷念。周天爵既无职守，尽可安
心调理，著无庸限以假期，俟病痊后，再遵前
旨来京。”三个月后，周天爵来到京师，被咸
丰帝召见11次，还赐紫禁城骑马。因为前任大
臣欲化大为小，将广西形势淡化处理再申报，
直到周天爵入觐，咸丰帝才知道广西真实情
形。

荡平皖省，猝然离世，追谥文忠
咸丰二年，太平军北上进入两湖，安徽戒

严。当时周天爵寄寓皖北，奉命和安徽巡抚办
理防剿。周天爵上疏，认为皖北是江南屏障，
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请求加强防务。后来
安徽省府安庆失陷，巡抚殉国。咸丰帝命周天
爵为安徽巡抚，他却上疏辞官：“安徽巡抚任
重事繁，臣年衰朽，吏治兵政，势难兼顾。请
简大员独任其事，俾臣得专责成。”咸丰帝便
令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专心办理防剿事务。

咸丰三年，南京失守。79岁的周天爵想渡
江攻城，御史王茂荫却奏言：“庐（州）、凤
（阳）土匪纷起，渐成燎原。周天爵威望素
著，若渡江击贼，则土匪益无忌惮。请留天爵
剿办。”周天爵遂剿捕盗匪，肃清全境。当时
省府安庆沦陷，周天爵认为庐州（今合肥）地
居安徽之中，形势扼要，请改为省垣。合肥取
代安庆成安徽省会，便自此萌芽。

正当周天爵统兵纵横安徽、江苏，荡平盗
匪之际，因积劳疾作，病卒于军。临终之前，
他写就遗疏，分析了围剿金陵、徐图进取的克
敌之法。他还恳请朝廷吸取教训，励精图治，
以图自强。遗疏最后，他保举袁甲三代己之
职。这袁甲三，便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而项城
袁氏晚清崛起，便是肇基于袁甲三。

咸丰帝获悉周天爵病故，非常悲伤。对于
他来说，自即位以来，接连而至的都是悲伤的
坏消息。除了富足的江南失守外，自己倚重的
大臣纷纷离自己而去，先是赏识的林则徐壮志
未酬身先死，接着尊崇的恩师杜受田治河过劳
而亡，如今荡贼股肱周天爵也不幸离世。他在
圣旨中悲伤地说：“前任漕运总督、兵部侍郎
衔周天爵，由知县擢任封圻（封疆大吏），后
因病退归田里。朕御极登基后，知他秉性忠
直，勇敢有为，特命前赴广西督办军务。后来
奉旨来京，屡次召对，议论都极朴实。其心地
品行，迥超流俗之上。本年特加兵部侍郎衔，
补授安徽巡抚。其不恋官位，辞职后复督带兵
勇……办事甚属认真……遽闻溘逝，轸惜殊
深。著追赠尚书衔，照尚书例赐恤……”很
快，咸丰帝又赐周天爵祭葬，并赐谥号“文
忠”。

“文忠”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文正”
的美谥，也是文臣极高的荣誉。有清一代，得
“文正”谥号的仅有八人，得“文忠”谥号的
也不过十人而已。林则徐、李鸿章、荣禄等名
臣的谥号便是“文忠”。而且清代谥法规定，
“唯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
大学士，则虽不由科目，亦得谥文”，也就是
只有入过翰林院或任过大学士的，谥号中才能有

“文”字。周天爵一非翰林词臣，二是仅二品官员，
却能得到极美的“文忠”谥号，连违两制，诚为异
数，足见在咸丰帝心中地位之重要。

同年林则徐离任湖广总督时，周天爵不断
提拔升迁，终能继之；林则徐病故于广西巡
抚，76岁的周天爵破格起用，承继此职；林则
徐谥号“文忠”，周天爵又连违两制，以“文
忠”相继。两人仕途命运的起伏，着实巧妙契
合。

■ 政德镜鉴┩导悼

他出仕虽晚，但政绩彪炳，一路升迁。社稷蒙难时，他年近八旬，带兵作战，上阵杀敌，以至病逝任上。

皇帝感动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破例赐予“文忠”的谥号。

周天爵：耄年戎马，勇敢有为

□ 本报记者 鲍 青

道光三十年，名臣林则徐病故于赴任广西
途中。咸丰帝获悉后，下旨赐予林则徐谥号。
内阁大学士便拟定了“文忠”“文襄”“文
毅”和“文肃”四个谥号。咸丰帝在第一个
“文忠”上圈定，林则徐的谥号便定了下来。

在得知林则徐得“文忠”谥号后，同为福
州人，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庆云在日记中高兴
地写道：“林宫保赐谥文忠。本朝自傅大学士（乾
隆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以后，未有得此谥者，
九原（林则徐号）有知，可以瞑目矣。”

谥号，是对臣子一生行止的总结和评价，
有盖棺定论的意味。对于文臣武将而言，生前

显赫，死后得谥，是梦寐以求的崇高荣誉。
官员谥号，宋明以来，只要是三品官以上

者，就可得谥。但到了清朝，规定只有一品官
员才能得谥号，而且必须请旨批准方可。皇帝
下旨恩准后，内阁再拟定若干谥号，由皇帝亲
自圈定其一。二品官按例享受不了谥号待遇，
如果要给谥，需要皇帝特别下旨。二品官中只
有“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
以武功”，才可能享受这个待遇。

内阁虽有拟谥的权力，却无讨论和决定
权。当需要拟定谥号时，内阁根据该臣子的行
迹，选择三四个谥号进呈御览，由帝王钦定其
一。拟谥过程一般没有讨论，皇帝钦定官员谥
号也不会被反对。

清代尤其是中前期，清廷对大臣赐予谥号
极其慎重。清初王士祯说：“本朝最重易名之
典（即给予谥号），官至尚书大学士乃得赐
谥。”同治光绪时人陈康祺记载：“本朝优恤
臣邻……惟有身后给谥最为矜重。故自开国至
道光朝，得谥号者，仅四百余人。有由生前官
至极品，死后却不得谥号。”只有到了同治年
间，两宫垂帘听政后，凡是官阶一品的都能得
到谥号。清亡以后，清史馆的史臣追述道：
“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
可得而未得者……”

对于内阁大学士来说，拟定谥号虽弱化为
文字工作，但皇帝有时还是会自己临时起意，
决定另外的谥号。道光年间都察院左都御史朱

士彦，曾对家人说：“我生平行事能过于人
的，只有个定字。异日盖棺，得谥为定足
矣。”等到朱士彦病故，阁臣拟定了几个谥
号，但并不包括文定。谥号进呈后，道光帝并
未圈定其中一个，反而下特旨予谥文定。可见
给谥之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

清末，皇帝甚至近臣操纵谥法的事例也很
常见。光绪年间，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由于反对
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修建颐和园，遭到慈禧太
后和醇亲王奕譞的忌恨。阎氏死后，“醇亲王
怒犹不息，拟定不予谥号。后查大学士之例，
死后必须有谥号。内阁才拟定谥号，但特意圈
出‘文介’”。但此谥号并非佳名。宣统时，
著名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去世，“先一日，已拟定

谥文忠或文正。等到遗疏上，以‘不树党援、不殖
生产’触庆亲王的忌讳，临时改谥文襄”。

除了按谥法规定予谥者，还有皇帝不按谥
法特旨给予的。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 6 8 2
年），康熙帝为三藩之乱中罹难的广西巡抚马
雄镇撰写碑文，赐谥文毅。康熙帝说：“朕惟
臣子之谊，大节为重。然居平无事之时，人人
侈谈忠义，一旦临事而为国捐躯，确乎不夺者
盖寡。则所称成仁取义之士，国家得之宜如何
褒崇焉……特考彝宪，赐谥文毅。”康熙帝借
此昭示后世，希望百官臣僚，能够闻风兴起，
自相勉力，倡导臣节。

有时，特谥还会恩泽到微末的小官，以褒
奖在基层默默无闻却功绩显赫的臣子。

嘉庆十八年，九品巡检刘斌听说有动乱爆
发，不顾个人安危，巷战英勇牺牲。嘉庆帝知
悉后，赠他知县，并赐谥忠义。七品的知县承
顺，在西北战乱中牺牲，陕甘总督左宗棠上
奏：“承顺死节之事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
义，不因品秩等差而有分别，表扬较名位尊显
为急切。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
心。”奏疏呈递后，皇帝赐谥号勤愍。

二人均以微末小臣，都因特殊功绩而得
谥，可见清代谥法操作的灵活。

·相关阅读·

清代谥法要求极严，臣子能够得到谥号犹显难能可贵。而在谥号选择和决定上，帝王则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

清代谥法：帝王拥有赐谥决定权

周天爵墓碑亭

后人所绘周天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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