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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坚与族内同辈的忠节同趋及影响赵孟坚与族内同辈的忠节同趋及影响
北宋靖康末年，宋室南渡。宋宗室赵氏

后裔在南宋初年移居广陈镇。据《浚仪赵氏
玉牒世谱》记载，赵氏定居平湖者共有两支，
一支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后（以下简称“太祖
支”），另一支为宋太宗赵匡义之后（以下简
称“太宗支”）。宋高宗赵构将“海盐之广陈
镇”赐予成忠君，太祖支便在南宋初年已定
居广陈。“太宗支”则晚了许多，当在元时始
移居广陈。明清时期，赵氏已散居城乡，如
属太祖支的明刑部郎中赵维寰、属太宗支的
赵汉均已移居平湖县城。两支赵氏作为大
族，均在平湖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纪名定为“德惟守
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学顺”十六字。“太
祖支”盛于南宋，据上所载，登第者 42人，有
多人考中进士，有名可考者分别为赵孟坚，
其叔与栩、与橡，其从弟孟敏。成忠君四世
孙为朝奉郎与采，与采长子孟坚，初娶武原
程夫人，生子如皋令由恭；再娶朱夫人淑真，
生子迪功郎由敬。由敬之后移居崇德。由
恭子文美、文佳。文美子彦圣，文佳子彦明、
彦诚，世居周家圩。至孝廉赵维寰始移居平
湖县城的城南，而宗族之人仍尚旧业。

宋太宗次子许王元僖纪名定为“元允宗
仲上不善汝崇宓良友季同瑞廷”十六字。太
宗六世孙赵善有于建炎五年（1131）登进士
第，官太子赞善，修《赵氏□源积庆谱》。赵
善孚的五世孙赵友闻（1271～1340），字心
古，始居江山，娶清漾毛氏之女，后移居海盐
广陈。元大德间有司征聘不赴，国初给户
帖，以善良称（载《海盐文献志》），旌称“友
一”。“太宗支”则兴于明代。赵友闻六世孙
赵璧，为明代诗人；赵友闻七世孙赵汉，与其
子赵伊、孙赵邦秩三世同中进士，其孙赵邦
黍、赵邦秩子赵琮、赵邦黍孙赵昺均中举，六
人著述颇丰，出现了“一门三世同进士，四世
六人均中举”的盛况。原平湖孔庙县学前有
一“世科坊”，就是由赵汉及其子孙所立。

本文论及的赵氏族内同辈，为定居广陈
的赵孟坚、赵孟淳，始居黄岩、移居钟埭、避
居松江的赵孟僴，家居湖州的赵孟頫，四人
同为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始居江
山、移居广陈、定居新仓的赵友一，为宋宗室
宋太宗赵匡义十一世孙。此五人是堂兄弟。

这五位赵氏族内同辈，生活在宋末元初
的朝政变更时期。而作为宋宗室十一世孙，
面对着大宋自家王朝日趋覆灭，内心自然不
能平静，继而在“忠”与“节”的问题上表现出
各自不同的性情与行为，折射出其身处非常
时期的处世态度与存在价值。

一

赵氏封居广陈，是在南宋初年从成忠君
开始的，至赵孟坚已是第五世。赵孟坚生于
宋庆元五年（1199），其卒年说法有三，一是
宋 景 定 五 年（1264），二 是 宋 咸 淳 三 年
（1267），三是元元贞元年（1295）。他是赵与
采的长子，也是本文所述赵氏族内同辈中的
年长者。

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谥文简。初以
父荫入仕，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授集贤
殿修撰，曾先后任湖州掾、转运司幕、诸暨知
县、提辖左帑，官至朝散大夫、严州守。景定
年初，迁翰林学士承旨，但不久罢归，遂回乡
隐居广陈。

宋亡入元后，赵孟坚表现出异常鲜明的
忠贞气节。他坚决排斥元政，便不乐仕进，
拒见权贵。平湖县令梅黻因敬慕其名而前
往造访，孟坚闻报竟飞舟逸去，县令驻岸踮
脚远望而叹息道：“名可闻，身不可见。”（马
承昭《当湖外志》）赵孟坚的坚清自守，足见
其内心不肯低就的自傲定力，正如广陈赵氏
宅第里至今犹存的雪花井，清澈甘洌，亘古
不变。

赵孟坚工诗文，善书画，喜藏名迹，时人
比之米芾。所著《彝斋文编》四卷中的诗文，
多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隐痛情绪。临终
赋诗有“百年处世欠三秋，事业都归水上沤”
之句，也正是他生不逢时、怀志不遇的最后
哀叹。他首创的墨兰（用墨写兰），笔调劲利
而舒卷，清爽而秀雅。画上春兰两株，丛生
草地，鲜花盛开，如蝶起舞，给人以清新的快
感。画兰则以画“露根兰”（即画兰不画土）
出名，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他在墨兰长
卷中更是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人”之语，
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所以赵孟坚对族

人臣服元政，非常厌恶而鄙视。《宋人轶事汇
编》记载：“公（赵孟坚）从弟子昂（赵孟頫）自
苕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公，始令从后
门入。坐定，第问：‘弁山笠泽近来佳否？’子
昂曰：‘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退，
使人濯坐具。”故将那条“濯坐具”的小河唤
作“净凳河”。这个民间传说式的故事，未必
真实，但能表明其心志。《芦川竹枝词》中《子
固见弟诗》云：“南渡王孙此隐居，踵门贵客
枉停车。当年介弟犹坚拒，座上那堪受浊
污。”称赞他的高洁气节。

赵孟坚的胞弟赵孟淳，字子真，号竹所，又
号虚问野叟，《平湖县志》里有记载，但不多。

赵孟淳显然深受赵孟坚的画风影响，也
“善画墨竹”。杨无咎、汤正仲的画法对赵孟
坚的影响很大，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赵孟坚
《岁寒三友图》体现的正是“从头总是汤杨
法”（赵孟坚诗《康不领此诗又有许梅谷者仍
求再赋长律》）。这一点年轻时时常跟随着
赵孟坚的赵孟淳深知其味：“余幼年随彝斋
兄游，见其得逃禅（杨元咎）小轴及闲庵（汤
正仲）横卷，卷舒坐卧，未尝去手，是以尽得
杨汤之妙。”

赵孟淳也“能诗”，而且其取材、表现手
法与主旨表达跟赵孟坚非常接近。虽然留
传下来的诗作并不多，但跟赵孟坚的墨兰、
水仙以及自己的墨竹一样的清新、简爽。在
此，试看两首七绝。其一，《题梅》：

雪意垂垂浸碧虚，香生一缕上琴书。
何须百万西湖宅，遇有梅花便可居。

其二，《题桃》：
滴粉挼酥晕几重，风前红雨一枝浓。
世间是色皆为妄，除却夭桃单种松。
赵孟淳的写梅写桃，意蕴不在景物的本

身，而在于传递其背后的深刻内涵——梅松
精神，是“但坚自力心，岁寒见节概”（赵孟坚
诗《拜范文正公祠》）的具体化。这正是忠贞
气节的物化体现，同赵孟坚所吟唱的《梦回》

“点点桃花短短墙，雨声彻夜响回廊。觉来
蝴蝶家山梦，一半分明一半忘”有异曲同工
之妙。

赵友闻（1271～1340），太宗六世孙赵善
孚的五世孙。据《赵氏谱序》（赵一斋撰）记
述，元朝至元年间，赵友闻“以国亡，耻再仕，
遂以儒医隐其身，以医隐见称于当时”，始居
江山县城北丰足乡竹和（现为双塔街道灵泉
村岩下）。

南宋末年，赵友闻又从竹和入赘清漾毛
氏，卜居石门泉塘。此时正当元初对宋宗室
严密追查的时候，初时他不敢提起自己的家
族史，自己孑然孤寂，但毛氏族人不以为嫌，
是因赵友闻丈人毛文瑞的恭人对内有交代
要善待赵氏，所以赵氏子孙以往每逢大年初
一，总要派代表到清漾祭拜，这种制度从元
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江山县解放时。

宋亡后，赵友闻行名“友三”，改字“心
古”。“友三”即友一乡之善士、友一国之善
士、友天下之善士，典出孟子《万章》。之所
以改字“心古”，是因为他始终惦念宋室，排
斥元政。在这一立场上，跟赵孟坚不约而
同。

赵友三移居广陈，就是因为他仰慕赵孟
坚的为人与品行，还有免不了要“抱团”的意
思，更重要的是跟赵孟坚志节相同，当然还
离不开赵孟淳的牵引与帮助。那么，是哪一
年移居广陈的？因缺乏史料记载，至今难以
考证。据《海盐文献志》记载：“元大德间有
司征聘，不赴，国初给户帖，以善良称。”

后来赵友三又移居新仓，则有史料记
载。《平湖县志》（朱志）载：“元至大间，隐居
新仓镇。学古养高，多识好义，有声于时。
郡邑以提举荐，固辞不就。明洪武四年，特
旌善良，给户帖，曰友一。”也就是说，至大年
间（1308～1311）索性从广陈东移、隐居到民
风淳朴、生活恬静的新仓。他学古养高，多
识好义。郡邑举荐提拔，他坚辞不就。洪武
四年（1371），朝廷为表彰他生前乐施善举，
旌称“友一”。

赵友一墓葬于新仓道院桥南、胡家桥西
北面，在当地被称作“处士坟”。坟前有一墓
碑，长 197公分，宽 59公分，厚 26公分，中题

“元处士赵友一墓”七个大字，落款为“七世
孙中大夫汉立石”，也就是说，是赵友一的七
世孙赵汉所题。该碑现存平湖博物馆。《芦
川竹枝词》赞曰：“盐运河边映夕曛，寻碑一
路草含薰。年年塘畔春如锦，光照桥南处士
坟。”（盐运河即盐船河）1958年为扩大土地

面积，将该坟平整。据当时参与者高培明、
张阿根回忆说：“坟是土坟，没有砖石，里面
也只有几个骨殖甏，其他一无所有。”可见乐
施善举的赵友一，其实是何等的清贫！赵友
一生前与赵孟坚一样，深恶异政，固守清隐，
安贫乐道。

二

赵孟僴（1245～约 1317），字子周，号月
麓，宋宗室后裔。始居黄岩，所以《浙江通
志》把他列于“台州府”里，这是确凿的。“年
十七，及胄举。”（《湧幢小品》明朱国祯撰）赵
孟僴十七岁那年凭王孙身份及第。“尝游庐
陵欧阳守道、刘辰翁之门。”（《万姓统谱》卷
八十三，明凌迪知撰）意思是说年轻时的赵
孟僴曾经游学于庐陵欧阳守道和刘辰翁的
门下。欧阳守道和刘辰翁，宋亡而不复出。
由此可见，宋亡后赵孟僴便隐居乡间，跟其
老师的气节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作为
宋宗室后裔，排斥元政自然理所当然。

赵孟僴投笔从戎，跟随民族英雄文天祥
共事抗元，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节点。德
祐元年（1275），元军沿长江东下。抗元名臣
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招勤王兵至 5万人。
因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庐陵有人向他举荐
了赵孟僴。“文天祥见之曰：‘瑚琏器也。’后
天祥开阃江东、浙西，俱辟以行，及召赴阙。”
（《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五）瑚、琏都是宗庙
礼器，用以比喻治国安邦之才。据《万姓统
谱》记述，文天祥“以从事辟之”，即委任赵孟
僴为参谋。文天祥入卫临安，不久担任浙
西、江东制置使兼平江府知府，赵孟僴都紧
以相随。文天祥遣将援常州，因淮将张全见
危不救而败，只好退守余杭。不久，文天祥
临危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
和，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押。《浙江通志》
记载，天祥北去后，“孟僴留吴中。宋亡，元
兵执孟僴，欲官之，固辞以疾”。也就是说，
赵孟僴留在吴中被元兵羁捕，想让他做官为
元统治服务，但他称病坚决推辞了。

赵孟僴“留吴中”正是在文天祥江东兵
败、出使元营这段时期。他四处避居，为的
就是拒绝为元政做事。那么，赵孟僴是怎么
会来到钟埭避居呢？这跟他的堂兄赵孟坚、
赵孟淳有着直接的关系。

赵孟僴早就仰慕族兄赵孟坚的人品与
才情。实际上，赵孟頫的书画水平远在赵孟
坚、赵孟淳之上，但赵孟僴不稀罕他，乐意来
广陈与孟坚、孟淳弟兄俩切磋技艺。同样，
赵孟僴对大宋倾亡耿耿于怀，对赵孟頫失节
于元也深恶痛绝，但也很无奈。正好赵孟淳
有一次来走亲，便成全了赵孟僴移隐到当湖
的愿望。

赵孟坚独喜清静，心守节操，拒绝权
贵。为避免官扰，他置一小船，满载琴书杓
具、书画文物及纸笔墨砚，自随舟中，看夕
阳，赋晓月，评赏书画古玩，吟诗作画，至忘
寝食。当时人称其舟为“赵子固书画船”。
赵子固书画船经常东游西适，泊月湾渡，停
鹤舒滩，所以他对今广陈、新埭、钟埭一带的
水乡泽国非常熟悉。赵孟僴当然不便居在
广陈，就由赵孟坚推荐到钟溪的“伍庄”择地
定居。

伍庄，因伍氏子姓居之而得名，伍氏子
孙在此小筑园林，因而风景秀丽。赵孟僴移
家居此，大筑亭台楼阁、园林景观，造就美景
如画。孟僴每天吟诗作画，寄情花鸟。传说
他常将作画后的彩色水倒入浜中，故称“画水
浜”。“伍庄”这一地名后来也就改为“画水”，
后讹传为“华舍”或“华舍浜”。现属沈家弄村
的耀彩水桥，村落呈弧形，村以桥而得名，桥
以河而得名，此河就因七彩画水而得名。

赵孟僴居在画水，可谓暂得安宁，日子
过得还算惬意。可惜好景不长，后被降元者
告发，结果朝廷出诏要他归籍，而且毁了他
的画水别墅，更可惜的是连他的书画作品也
不见流传。

“遂去吴，依亲友以居，绝口不谈宋事。”
（《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五）“依亲友以
居”，依了哪个亲友？又居在哪里？据笔者
考证，这位亲友就是赵孟僴族弟赵孟頫的妻
子管道升。管道升，字仲姬，生于松江华亭
贞溪（现青浦区小蒸村）。史称管道升有才
略，聪明过人，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
历代女中诗书画皆佳并有书法真迹保留到

现在的，惟有管道升，可谓女中第一人。
因为管道升是松江人的缘故，赵孟僴就

从钟溪前往松江避居。“越十年为道士，名道
渊，居松江北道堂。”（《涌幢小品》）为了避元
而保节，过了十年，赵孟僴在松江北道堂做
了道士。

“又五年为僧，名顺昌，因号三教遗逸，
改道堂为本一庵。”（《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九）就是说，又过了五年，赵孟僴出家做了一
名和尚，法号“顺昌”“汝昌”，并把道堂改为
本一庵（即本一禅院）。《松江县志》人物卷

“赵孟頫”条称：“其族兄赵孟僴出家于松江
府城内本一禅院，故孟頫常来松江，在本一
禅院讲学授艺。”赵孟頫来松江常寓居在小
北庵，也信佛，和赵孟僴共同的师父就是一
代宗师、时称“江南古佛”的中峰本，他不求
盛名，喜欢船居，一些记载证明他曾在此云
游，“棲泊泖上”。他的画像则被松江本一禅
院所供奉，并制成石刻。

元至元十九年（1283），大义凛然、宁死
不屈的文天祥在大都就义，终年47岁。（赵孟
僴）“及天祥卒，为文祭之，恸绝，复苏，临终
口占曰：‘王室之懿，文山之客；一朝从容，千
古忠赤。’端坐拱手而逝。”（《浙江通志》）自
称是文山（文天祥之号）幕客的赵孟僴，等得
听到文天祥就义了竟悲恸得死去活来，最后
坐化而逝，可谓忠贞！所以《浙江通志》将他
编入“人物”中的“忠臣”之列。死后墓葬在
本一禅院后。

《槜李诗系》卷三、崇祯《嘉兴县志》卷十
四都把赵孟僴与陶菊隐、殷澄称为“秀州三
义”。陶造图，号菊隐，王江泾人，曾亲去临
安军中拜见文天祥，奉勤王诏，散家财团聚
乡兵备战御敌。殷澄，字公源，凤桥人，南宋
末曾避难被元兵所围，他率众抵抗。元将怒
欲屠城，他到元兵营大声道：“民犹水也，顺
则流，逆则激，如今不加安抚，反要杀害？”元
将怒，拔剑相叱。他正色道：“杀我一人而活
千万人，我虽死犹生。”元将感悟，遂止屠城
之意。丞相伯颜知后，钦佩不已，授华亭军
民都总管，殷澄不受。

好多著述与书籍都把赵孟坚与陶菊隐、
殷澄称作“秀州三义”，实为谬误。赵孟僴参
军抗元，疏远孟頫，闻文天祥殉国而气绝身
亡，称得上忠至义尽，而赵孟坚孤清自守，无
类似义举。再者，钟埭世属嘉兴县，明清时
曾与王店、新丰、新篁齐名，为嘉兴县四大镇
之一，1958年才划归平湖县。故把同时期钟
溪的赵孟僴、王江泾的陶菊隐、凤桥的殷澄
称作“秀州三义”，在地域上更为合理。至于
百度里相关文字之误，则以讹传讹所致。

三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

道人等，谥号“文敏”，湖州人。其博学多才，
能诗善文，通经济之学，工书法，精绘艺，擅
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在绘画上，他开创元
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其绘画取材
广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擅
长。其书取法钟繇、“二王”、李邕、赵构等，
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擅，尤以楷书、行
书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
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
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此外，赵孟頫倡导师
法古人，强调“书画同源”。其绘画、书法和
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

赵孟頫的画风笔墨简洁，别有清绝之
趣。其《兰蕙图》则明显地师承了赵孟坚的
画法，以自由抒卷的笔调来表达一种奔放而
飘逸的情感，透露着内心隐逸的情绪，也是
晚年虔入禅院的铺垫。

曾经抗元的赵孟僴，最终归隐云间，在
松江先做道士，再做和尚。

曾经仕元的赵孟頫，“荣际五朝”，官居
高位，有说是“元初仅有的两位汉人高官之
一”，也许因为赵孟頫的岳家及诸多亲朋好
友的缘故，所以经常来到松江。但他要进入
本一禅院，是带着内心深处最大的烦恼与痛
苦，悄然来到这里，来见他一生中恐怕最需
要勇气去面对的一个人——堂兄赵孟僴，而
赵孟僴“不屑仕元”，甚至深恶痛绝。

赵孟僴最初是不胜其扰，原因是赵孟頫
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累官至翰林学士
承旨、荣禄大夫，荣达一品，登峰造极，不可
一世。赵孟僴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面对
赵孟頫一次次的诉痛，赵孟僴最终宽容了
他，更何妨一个人一生中有两大苦——失妻
与仕元，理该让他最终走向“翛然”。所以，
本一禅院就成了赵孟頫的“瓦尔登湖”，成为
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隐秘的角落”，成为
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

比较赵孟僴与赵孟頫不同人生后，陈继
儒充满感情地写了一大段：“夫孟僴、孟頫等
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呜呼！死生
亦大矣。死生彻，进可为文丞相，退可为月
公；死生未彻，即官至学士，书画至赵松雪，
兄弟间未免尚负惭色。今月公以大忠大节
熏蒸之，中峰以大彻大悟钳锤之，松雪至是
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从前仕元之非，而恨
其逃禅之不早矣。”（陈继儒《本一禅院志叙》）
赵孟頫在赵孟僴的忠节“熏蒸”、中峰本禅师
的彻悟“钳锤”之下，内心终究趋于了淡然。

世事沧桑，如此缘合。宋末元初的当湖
大地，竟然隐居着两支宋宗室赵氏后裔，其
中广陈有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坚、赵孟淳，
钟溪有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僴，新仓有宋太
宗十一世孙赵友一，皆为人低调，处事清寂，
但才华熠熠，神采飞扬，此所谓“近日国香零
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

月麓昌公、中峰本禅师、赵文敏公画像石刻拓片。右为赵孟僴，中为中峰本禅师，
左为赵孟頫。该石刻约于明晚期重修本一禅院时所刻。赵孟僩像上方有陈继儒写的

“文山之客，千古忠贞”。中峰本禅师像上方有他的“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之句，右边
竖排三行小字为董其昌所书的赞词。1980年出土于松江原老北门西南元本一禅院
旧址，现存松江博物馆。

《墨兰图》 赵孟坚（故宫博物院收藏）

独山，属天目山余脉，位于浙江省平湖
市独山港镇海塘村新兴镇集镇之南，南靠杭
州湾，北邻翁金线（老沪杭公路），东濒卫国
河，西北通独山塘。

独山临海，古时周围均是盐场。三国东
吴时期（229~280），独山东面的白沙湾设立
南场，置团煎盐，在独山分设西场，即“公冶
场”。

明初，芦沥场将独山场裁并。到了清
代，独山东西两侧尚设有山东、山西两团盐
场。宋、元、明初，为了捕盗缉私，维护盐场
治安，在独山西南山麓，筑巡检司城，俗称

“西司城”，与位于白沙湾的“东司城”规模相
同。

清光绪年间《平湖县志》记载：“独山巡
检司城，宋、元俱名故邑巡检司。明洪武十

四年（1381），改名乍浦镇巡检司，移驻乍
浦。洪武十九年（1386）乍城设千户所，巡检
张观音奴建城于独山居焉。”

光绪年间《平湖县志》卷三记载：“明正
统五年（1440）四月，巡按李奎以其地为倭船
最冲，奏建大寨，筑城，周八百丈，高一丈五
尺，城楼二，角楼四。移海宁卫指挥一员镇
之，设演武场。”显然，此“大寨”比东西两司
城的占地范围要大6倍多，史称“梁庄城”，在
独山西南约 1千米的今嘉兴发电厂处，明嘉
靖三十二年（1553）被倭寇攻陷，遂弃城不
守。

此后，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知县顾
廷对谓梁庄为金山、乍浦接援之地，申议移
请乍浦巡检司居之，仍设官兵，以时防御。

新中国成立后，独山一度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守备部队驻地。为发展海洋经济，2005
年4月，平湖市启动在独山一带开发港区，建
设海港码头，大力发展海洋经济。2009年12
月，全塘、黄姑两镇合并，取独山之名，建立
独山港镇。

现在独山西南城脚还有巡检司城遗
址，不过门口有军事管理区的标志，禁止进
入。但是沿着北边往西走过去可以看到部
分遗址，走过去能看到“明巡检司城遗址”
的平湖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部分
城墙，青石垒筑，高出地面约 2-3米，宽约 2
米。

中国古代是军政不分、军警不分、司法
刑狱不分，没有独立的治安机构。明代为了
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监察与管控，继承元朝的
巡检司，在各府、州、县关隘要塞处大量设立

巡检司，相当于现代的乡镇派出所，每处巡
检司设巡检兵士 10人左右。五代是巡检司
初步形成阶段，都是临时工，没有编制，到了
宋代，巡检司正式作为固定的官职进入官
场，并且被元明清继承。元代继承了宋金巡
检司，是捕盗官员，是最低级别的。明代巡
检司是府、州、县下属的最基层的治安管理
机构，维护社会治安，维稳，一般用在了巡
逻、盘查、缉拿盗贼，打击私盐、私茶、盗挖
矿，还有代征税收。

巡检司人员有巡检和弓兵。清代九品
的代表官职就是巡检司的巡检，基本等同于
现今低配的乡级派出所所长，是股所级副
职。这些基层“派出所”从明初至清末，留存
了 370多年，对维护当时的社会治安起到一
定作用。

虽然知县作为正七品官，实际权力很
大，但就是无法压制九品的巡检。按照明清
两代的官制，官员的品级分为九品十八等，
即从一品到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分。在明
清两代，知县为一县之最高长官，品级为正
七品。当然，偌大一个县，不可能只靠知县
一个人来治理，在知县之下，还有县丞、主
簿、驿丞等一些八品、九品一众朝廷正式任
命的官员。

除了这些知县的属官之外，还有一个比
较特别的存在，那就是巡检。别看巡检这个
职位品级只有从九品，但是在县里面的地位
却很特别，因为巡检不仅带有军队和行政的
双重性质，而且大多为本地豪强和乡绅担
任，所以即便是知县这样的一县之长，也不
敢轻易得罪巡检。

独山巡检司独山巡检司
■■ 钟钟 峨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