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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强项”县令武亿
□纪习尚

少年时候，武亿就表现出不
一般的才华。八九岁时，他能用朱
笔批阅明代人的八股文，并评判
高下，十二岁时，已经通读九经、
诸子等书。

武亿未及弱冠，父母先后去
世，他的父亲为官清廉，没有留下
什么财产，武亿的生活一下子陷
入困顿中。此时武亿回到家乡偃
师，偏偏偃师发生洪灾，河水冲毁
了他们的房屋。武亿就用木头架
高，搭了一间小屋，坐在里面读
书。严冬时节，他外出砍柴，冻僵
的手握不住斧头，砍伤了脚踝，但
他回到屋里依旧读书不辍。

21岁时，武亿参加县试，获得
第一名，25岁时，他参加河南乡
试，又以第六名的成绩中举人，但
之后连续三次会试，他都没有中
第。这时恰好学士朱筠爱惜人才、
提携后进，门下有一大批青年才
俊，武亿也来到北京，投靠到朱筠
门下。

在北京，武亿依然坚持读书，
终于在第四次会试时考中进士，
这时他已经35岁了。在清代，考中
进士并不代表立刻就能做官，必
须排队等候职位空缺。武亿46岁
时，终于等到任命——— 山东博山
县县令。

武亿刚上任，就到乡间访问
士绅乡老，体察民情。但是，当时
百姓眼中的好官，未必是上级、同
僚眼中的好官。由于清廉、刚正，
武亿成了官场中的异类。据同时
代学者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记
载，武亿上任伊始，曾办理了一桩
煤窑纠纷案，当事矿主托人送来
2000两白银，武亿丝毫不为所动，
他说：“你有没有听到天上雷声滚
滚，收了你的钱，我怕雷会打我
啊！”这在不少同僚眼中，显得格
格不入。

“王伦起义”是发生在清代乾
隆中期的一件大事。乾隆三十九
年，山东寿张(今山东省阳谷县)
人王伦，集合白莲教徒数千人，于
秋后起事。他们攻入寿张县城，杀
死知县，又接连攻下附近的阳谷、
堂邑等地，但力量毕竟有限，不到
一个月，即被清军镇压。但是，首
领王伦在混战中不知所踪，侥幸

逃过了严酷的惩罚。按照当时的
惯例，王伦在寿张的祖坟被刨开，
坟内遗骨被焚毁。

之后的十几年，这桩悬案没
有再被提及。直到乾隆五十七年
七月，有一个叫董二的人违反京
城宵禁令，被步兵统领衙门(和珅
任统领 )逮了个正着。审讯的时
候，董二供出一个秘密，“王伦起
义”首领王伦不是山东人，而是山
西人，他的兄长目前在山西崞县
生活。

这让乾隆皇帝大为惊诧，原
以为王伦一族已被连根除掉，现
在怎么突然冒出个兄长来？根据

《清实录》记载，乾隆连续过问此
案，并要求山西巡抚将与此案有

关的三十多名人犯悉数押解到热
河行宫，当面审问。但是，在看了
山西巡抚的几封奏报后，乾隆的
疑问越来越大，王伦的祖坟明明
在山东，怎么突然成了山西人？于
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并说：“此
事朕毫无成见，并不稍有偏袒，现
已思得办法。”

七月三十日，乾隆降旨山东
巡抚吉庆，要求他查明三件事，一
是亲自查勘王伦祖父、父亲的坟
墓，看是否确在山东寿张；二是之
前刨掘祖坟时，是否留有记录可
作凭证；三是王伦原籍的官府册
籍，地方耆老是否可以证明王伦
的籍贯？

如果搞清楚了这三件事，自

然可以证明王伦是山东人，从而
反证董二是在信口开河。十余天
后，乾隆收到了山东巡抚吉庆的
奏报，王伦的确是山东寿张人，他
的祖坟曾被挖过。

“王伦原籍案”到此就算办结
了，但为了以防万一，乾隆皇帝认
为有必要查明失踪的王伦是否还
在人世。于是，和珅掌管的步兵统
领衙门，派出杜成德、曹君锡等十
一名番役，到山东等地探访。

这些番役到达博山后自视为
钦差，而且横行乡间，又在旅社饮
酒博戏、滋生事端，见者敢怒不敢
言。武亿得报后，迅速带人赶到现
场，但杜成德等人根本没把这个
县官放在眼里，拿起兵器和他对
峙。衙役见状，畏缩不敢上前，只
有武亿毫无惧色，大喝一声，将他
们一一扑倒在地。

武亿虽然是文人，但身材高
大、膂力超群，再加上这些番役饮
过酒，体力不如平时，所以武亿才
会在这场“以一抵十一”的对峙中
完胜。番役被押回县衙，武亿审问
时，杜成德暴跳如雷，他从怀中摸
出令牌，掷在地上，大声叫骂说，
我们带着提督府的令牌，侦缉要
犯，你算什么东西，敢问我们的事
情！

武亿反驳说，令牌上明明写
着番役两名，你们却来了十一人，
多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另外，令牌
上写有条文，每到一地，都要联系
县令协助侦缉，你们来了三天，却
始终没有来见我，又是什么道理？
我现在就要告发你们扰乱地方治
安，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番役起初态度嚣张，不肯下
跪，武亿命衙役挨个敲他们的小
腿，伏地后再施以杖刑。一顿板子
打下来，再被武亿一吓唬，他们知
道讨不到便宜，只好跪地求饶。

武亿痛打这些番役的事，很
快就传到了山东巡抚吉庆的耳朵
里。吉庆连续委派多人到博山，核
实情形后，他担心自己也会被牵
连，于是上奏了一本，把事情的经
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以“滥责
无罪”的罪名，弹劾下属武亿。

和珅看了奏折后说，“你是在
说我派出的番役行为不端吗？”如
果这样，那就说明和珅也是有连
带责任，于是和珅退回了奏折。吉

庆心领神会，重新写了奏折，只说
武亿“任性行杖”，拘捕无辜民众，
对番役横行乡间等事只字未提。
和珅这才收下了奏折。

八月二十三日的《清实录》记
录了皇帝认定武亿的罪名：“任听
衙役妄拿平民，滥行重责，以致拖
累无辜。”在奏折中，番役被巧妙
的虚化为平民，武亿反倒成了恣
意妄为的一方。因此武亿被革职，
成了一介庶民，此时距离他任博
山县令还不到一年。

武亿罢官的消息传回博山，
当地百姓不能接受。《汉学师承
记》记载，数千名博山县百姓扶老
携幼来到山东巡抚衙门，齐声呼
喊：“留我好官！”山东巡抚吉庆也
没办法，只能把百姓连哄带骗地
劝回去。

武亿得到百姓如此大的支
持，又是在不实参劾下才丢了官，
山东巡抚吉庆不能不有所表示。
于是在这年冬，吉庆借进京公干
的机会，把武亿也带来了去，想帮
他重新捐个官，如果事成，便可平
复民心。不过，由于当时和珅兼任
吏部尚书，统管官员的升迁，武亿
革职又是乾隆皇帝亲自过问的，
他自然不肯通融。

武亿丢官后，因为积蓄不多，
没有立刻回家乡，不少博山百姓
为他送粮、送菜，并说：“朝廷不养
的官，我们博山百姓养。”武亿不
愿意增加县民的负担，离开博山
后，他先后在山东东昌府 (今聊
城)的启文书院、临清的清源书院
担任教席。

晚年，武亿的精力主要放在
金石学的研究上，乾隆六十年，在
山东学政、金石学家阮元幕下，武
亿参与编写《山左金石志》，他回
到河南偃师老家后，又编写了《偃
师金石记》《安阳县金石录》等金
石学著作。

清嘉庆四年初，和珅被赐死，
同年冬，嘉庆皇帝命人推荐有品
德、有才能的官员，有人保荐了被
冤革职的武亿。吏部要求重新调
查此案，但文书送到武亿家时，他
已先一月去世了。

因为有气节、有风骨，武亿很
受时人敬重，他的事迹也被写入

《清史稿》《汉学师承记》《清儒学
案》等多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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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亿(1745年—1799年)是清代中期学者，在金石考据方
面著述颇多。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山东博山县县
令任上不畏权贵、刚正执法，因此时人称他为“强项县令”
(强项形容刚强不屈、轻易不肯低头)。

武亿出生于河南偃师一个官宦世家，据其好友孙兴衍
所撰《武亿传》，武亿祖上本是山东聊城人，明朝时他的远
祖武恂担任怀庆(今河南沁阳)指挥使，从此留居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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