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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年间
!

王越出生在浚县钜桥镇岗坡

村的一个平常人家
"

王越出生时正赶上京城大

兴土木
!

因花斑石为浚县特产
!

皇帝为此派两位

钦差到浚县督运石料
"

这天
!

两位钦差走到岗坡村西边的火龙岗

时
!

天气骤变
!

天上下起了大雨
!

他们只好跑到

村里避雨
"

两位钦差刚在一户人家门前站稳
!

大

雨突然停了
!

只听院内传来婴儿的哭声
!

原来是

这户人家的媳妇刚生了孩子
"

这时一个老婆婆

打开院门给门神烧香
!

感谢神灵保佑孩子平安

出生
"

老婆婆见门外站着两个穿官服的人
!

吃了

一惊
!

连忙说
#$

俺穷人家生个孩子
!

哪能让你们

这样的官人来给把门
!

快进去吃碗喜面吧
% &

两

个钦差对老婆婆说
#$

恭喜老人家添丁增寿
!

好

有福气呀
!

恭贺令孙将来一品当朝
% &

这户人家出生的孩子
!

便是后来官至兵部

尚书兼左都御史的明朝大将王越
%

据
'

王越墓志
(

等相关史料记载
!

王越生于

明宣德元年
!

明代中叶著名监察官和武将
!

曾多

次率军平息北部贼寇
!

为明朝统一立下汗马功

劳
%

曾任光禄大夫
)

柱国
)

少保兼太子太傅
)

兵部

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

太傅等要职
%

/01234 56789:

王越小时候家境贫寒
!

割草放牧时却总不

忘读书
%

村里人见王越志向远大
!

便劝王越的父

亲把王越送到城里读书
!

将来谋取功名
%

王家于

是举家搬到了浚县城北街
!

让王越走进了城里

的学堂
%

到了明景泰元年
*

!"#$

年
+!

王越乡试中得

第三名
!

会试中得第三十三名
!

第二年登进士

第
!

开始步入仕途
!

从此飞黄腾达
!

直至一品当

朝
%

王越进京做官后
!

总是惦记着故土
!

尽其所

能回报家乡父老
%

一次
!

王越随皇帝南巡到浚县

视察民情
!

为了让家乡父老免交皇粮
!

他打算以

浚县为黄河故道
)

沙滩荒地不产粮食为由
!

奏请

皇上免除粮赋
!

也算为家乡人做件好事
%

可来到

浚县后
!

放眼望去庄稼长势很好
%

于是王越又生

一计
!

他令马夫将皇帝的马拉到县城外的庄稼

地里去放马
!

只要这里的田地成了放马场
!

免除

粮赋也就顺理成章了
%

没想到
!

当马夫到庄稼地

里放马时
!

遇到了王越的舅舅
!

舅舅不知王越的

良苦用心
!

死活不让马夫在地里放马
!

硬是把皇

帝的马赶到了火龙岗
!

结果四十五里的火龙岗

成了放马场
%

这就是浚县
$

四十五里放马场
&

故

事的由来
%

由于舅舅的阻拦
!

王越免除家乡粮赋的计

划未能实现
!

这让他一直不甘心
%

经过深思熟

虑
!

王越召集能工巧匠
!

在浚县卫贤集北建了一

座寺院
%

寺院的房顶全部使用檩条
!

上面没有一

根横梁
!

至今浚县人仍称这座寺院为
$

无梁寺
&%

寺院建成后
!

王越把皇帝请到寺院
!

皇帝从未见

过这种结构的建筑
!

连连称奇
!

脱口说道
#$

不要

梁
!

不要梁
% &

皇帝话音未落
!

王越赶忙跪地谢

恩
%

皇帝一时不明白王越的用意
%

王越说
!

皇上

说不要粮
*

梁
+!

他代表浚县百姓谢恩
%

皇帝明白

过来后
!

只好把浚县的皇粮给免了
%

当地群众还向记者讲述了
$

小河白菜进京
&

的故事
%

说的是明朝时
!

浚县的萝卜
)

白菜很有

名
!

成为贡品
!

而王越认为这对浚县老百姓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

每到寒冬腊月
!

老百姓就要千

里迢迢往京城送菜
!

劳民伤财
%

这年又到了进京

送菜的时节
!

王越嘱咐浚县县令
!

选一些最差的

萝卜和白菜送到京城
%

浚县县令按照王越的吩

咐把菜送到了京城
!

宫廷里的人看到菜的质量

很差
!

就把情况告诉了王越
!

王越装出很生气的

样子对浚县来的人说
!

你们送来的菜根本不能

吃
!

今后不用送了
!

每人领两个糠馍
!

把菜拉回

去吧
%

王越还对他们说
!

离开京城前
!

你们谁也

不准吃糠馍
%

来人不知王越的用意
!

领到糠馍

后
!

暗自骂王越不顾情面
!

远道而来
!

也不让他

们在京城吃一顿饭
%

出了京城
!

他们掏出糠馍啃

起来
!

谁知刚吃一口就硌了牙
!

把糠馍掰开一

看
!

才发现每个糠馍里面都包着一个元宝
!

大家

这才明白了王越的良苦用心
!

不仅免去了进贡

的劳役
!

还让他们每人发了一笔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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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和浚县历来以淇河为界
!

然而以前两

县曾因为淇河纠纷不断
!

浚县人常常到河对面

的河滩耕种
!

械斗时有发生
!

而且两县还因为水

源的问题经常打官司
%

王越仕途发达后
!

他的
$

地方保护主义
&

思

想在两县纠纷一事上暴露出来
%

作为浚县人
!

王

越自然想要偏袒浚县
%

当浚淇两县的县令再次

因淇河水源一事将官司打到京城后
!

王越把两

位县令召集在一起训斥道
!

淇河水源已经争执

多年了
!

你们两位主政的地方官今天必须拿出

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

两位县令听罢
!

表示愿听

王大人公断
%

于是王越说
#$

我看还是把淇河给

分了吧
!

今后各管各的
!

谁再闹事就拿谁问罪
!

如何
, &

两位县令连忙点头答应
!

却不知道如何

才能将一条河分成两段
%

王越进一步说
!

淇县在

河西
!

为上
-

浚县在河东
!

为下
-

上为长
!

下为次
%

今天我做主
!

按长次划分
!

两县平等
!

河面归淇

县
!

河底归浚县
%

淇县县令听了马上说好
!

以为

这次王越总算没有偏袒浚县
!

河面归淇县
!

河底

下归浚县
!

看你们如何在河水下面种粮食
,

浚县

县令自然极不情愿
!

想这王大人咋能偏袒外人
!

把河底分给浚县有什么用
,

事后
!

王越对浚县县令说
!

按照
$

淇河浚地
&

的分法
!

淇河在浚县地界
!

并不影响浚县使用河

水
!

将来一旦淇河改道向西
!

浚县的土地自然增

多
!

淇河如果改道向东
!

浚县地界保持不变
!

土

地自然也不会减少
%

到了汛期
!

因为河面是淇县

的
!

淇县就要负责防汛
!

如果河水淹了浚县的土

地
!

还可以向淇县要求赔偿
!

如此对浚县有利

呀
%

浚县县令这才明白过来
!

连忙磕头谢恩
%

后来
!

淇河果然改道向东
!

改道后
!

原来的

河床虽在河西
!

却一直归浚县所有
!

就是因为当

年王越按
$

淇河浚地
&

划分两县管辖淇河的缘

故
%

淇县人这才明白上了当
!

因此多年以来
!

淇

县人在戏里总是把王越画成
$

白脸
&!

认为王越

和曹操一样是个奸臣
%

而在浚县的戏剧舞台上
!

王越始终是个
$

红脸
&!

以此表达对王越的爱戴
%

$

淇河浚地
&!

让王越成了红白两面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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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时
!

浚县城关镇的冯国相为记者

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王越的历史线索
%

冯国相认

为
!

王越是浚县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

在冯

国相等人的引见下
!

记者在浚县城关镇北街村

见到了王越的第二十四世孙王君
!

并在城关镇

南街村采访了当年平整王越墓地的一些村民
%

王君家的院门上方镶嵌着
$

御赐太傅
&

"

个

大字
!

上面还简要介绍了王越镇守边关
)

出将入

相的事迹
%

王君说
!

直到上个世纪
$

文革
&

前
!

他

们家还一直保存着王越当年戴过的一顶官帽
!

后来被红卫兵当作
$

四旧
&

没收
!

现在已不知去

向
%

此外
!

家里还保存着一张皇帝的圣旨
!

后来

也失传了
%

浚县城关镇南街村
%!

岁的原村干部王清

平说
!

王越墓位于现在浚县交警队南侧
!

!&'(

年

他组织村民平整土地时
!

由于王越墓占地面积

较大
!

就把墓平掉了
%

当时挖开墓穴时
!

里面并

排摆放着三口石棺椁和一块墓志铭
!

另有一些

金银器
!

后来村里人把这些金银器以每克
#

元

的价格卖给了银行
!

得款
($$

余元
!

为村里买了

一架马车和两头骡子
%

王清平还告诉记者
!

!&(#

年在对浚县黄河

路进行拓宽改造时
!

在王越墓西百米处又发现

了王越的女儿伯姐的墓
!

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及

石椁
)

墓志铭等文物
!

被有关部门收藏
%

据说在上个世纪
#$

年代之前
!

王越墓地丘

冢成林
!

墓地神道上有石坊
)

石人
)

石兽等石刻

仪仗
%

王越墓碑为青石所制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厚
!$

厘米
!

上有明代礼部尚书李东阳的

撰文
!

吏部尚书屠镛书丹以及掌后军都督府提

督张懋篆额
%

后来
!

石碑被一位村民运到家中
!

垫在了牲口食槽下
%

多年以后
!

当地进行文物普

查时
!

才将墓碑保护起来
!

这为考证王越提供了

实物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