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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当过“大官”的信阳人（上）

信 阳 记 忆

从公元前 221 年秦
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的

2200 多年里 ， “改朝换
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很
多次。 根据史料记载，一
个王朝存在超过 200 年
的仅有 5 个：汉朝 426 年
（包括东汉 195 年）、唐朝
289 年 、宋朝 319 年 （包
括南宋 152 年 ）、 明朝
276 年、清朝 295 年。 在
上述 5 个一统中华 200
年以上的帝国中，唯一只
有清朝是北方少数民族

南下统一中原后，少数人
统治以汉族为主的大多

数人。 最近翻阅史料，掩
卷沉思，对清朝的这一独
一无二现象，我认为原因
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
的一条是：满清最高统治
者重视汉文化、学习汉文
化，重用有真才实学的汉
人（如康熙、乾隆等）。 借
助外力，“以汉治汉 ”，所
以才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

就。据此，我又根据目前手
头上所能掌握的资料，把
我市汉人在满清朝廷上

做“大官”的情况（一定会
有很多遗漏）， 简要整理
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丁振铎（1842—1914），

罗山县周党人。丁振铎先
后中举人、进士，历任翰
林院编修、 监察御史、京
畿道台、布政使、云南和
广西巡抚、 云贵总督、禁
烟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

臣等重要职务 。 宣统三
年（1911 年）丁振铎告病
还乡 。 民国三年 （1914
年），大总统袁世凯起用
丁振铎为总统府参政、审
计院院长兼大总统高级

顾问。 同年 8 月，丁振铎
病逝于北京，享年 72岁。

黎世序（1772—1824），
罗山县定远人。清嘉庆、道
光年间治河名臣、 水利专
家。先后任南昌知县、镇江
知府、 淮海道员、 南河总
督，对淮河、黄河等江河治
理贡献巨大。因操劳过度，
1824年 1月 21日， 黎世
序病逝于任上， 时年 52
岁。道光皇帝为表其功，加
尚书衔， 晋太子太保，谥
襄勤，入祀“贤良祠 ”，并
恩准在其家乡罗山定远

建御碑亭。 黎世序生前著
有治水书籍多卷、本。

卢士杰（1844—1888），
潢川城关人。 过去，潢川
北城有处“卢家大院”，又
叫卢公馆（今潢川县委机
关大院）， 大院的创始人
就是卢士杰。 卢士杰是潢
川北城文曲巷人，自幼丧
父，家境贫寒 ，靠母亲纺
线度日。 他聪明好学，刻
苦用功 ，岁试 、乡试均名
列 前 茅 。 咸 丰 三 年

（1853），他出任翰林院庶
吉士， 后外放安徽巡抚、
漕河总督，计供职 35 年。
所谓“漕河总督”，就是经
管京杭大运河两岸七个

省的钱粮调运 、 物资采
购及河道治理 ，是个 “大
肥差 ”。 卢士杰发迹后 ，
衣锦还乡 ，广置田产 ，大
兴土木，花巨资仿江南风
格建造“卢家大院”，在豫
南一带数一数二。

卢士杰是慈禧太后

的宠臣。 光绪 14年（1888
年），卢士杰病逝于清江漕
运总督衙门，其子奉旨迎
灵回原籍安葬，用的是皇
帝钦锡的“半副銮驾”，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 过往
之处，地方官吏都要远接
远送。

卢士杰的长子卢香

九，用钱捐了一个“京监”
虚衔， 从而成为光州第一
大豪绅。 卢家在城内置有
99 处房产 （人称 “卢半
城”）， 在农村置有一万多
亩良田，遍及四乡，但他自
报 9900亩，因为清廷有规
定， 凡田地超万亩者被列
为“特等大户”，国家如急
需可随时捐借， 故卢家不
愿、也不敢称“万亩大户”。

卢香九妻妾成群，63
岁时又娶了一个 19 岁的
大姑娘。 中国有句古话：
“富不过三代。 ”由于过度
骄奢淫逸，三代相继经营
90 多年，由兴盛到败落，
最终结束了卢家大院的

历史 。 卢家大院的发展
史、消亡史，和《红楼梦 》
中的贾家 （实为曹家）极
为相似。

吴其■（1789—1847），
固始城关人。吴其■的父
亲吴■， 乾隆 52 年中进
士，嘉庆年间官至礼部右
待郎。吴其■从小跟随其

父在京城读书，先后考取
举人、进士、状元。 中状元
之后， 授职翰林院修撰、
广东乡试正考官等职。 在
父、 母亲先后病故后，回
家乡守孝 10 多年。 在此
期间，他在固始城东植桃
八百 、种树三千 ，建成一
个植物园，称为“东墅”。

1829 年回京后，先后
任皇帝充日讲起居注官、
湖北学政、 内阁学士、礼
部侍郎 、湖广总督 、湖南
巡抚、 浙江巡抚、 云南巡
抚、福建巡抚、山西巡抚、
云贵总督、提督盐政，时人
说他是“宦迹半天下。 ”58
岁时病逝于山西节署，回
乡葬于城西汪棚乡， 占地
五亩，陵墓正门上方刻“状
元公墓”，旁有皇帝的“圣
旨禁葬碑”，有专人守墓。

吴氏一生著述甚多，
其中 《植物名实图考》和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两
部名著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植
物学家。

秦树声（1881—1926），
固始南乡人 。 他聪明好
学， 刻苦用功，14 岁中秀
才，21 岁中举人。 后历任
工部主事 、 云南曲靖知
府、云南知府 、云南按察
使、广东提学使等职。 民
国元年（1912 年）国民政
府 拟 任 其 为 河 南 提 学

使，他不应。 后清史馆聘
任他总篡 《地理志 》。 于
是他披阅十年 ， 三易志
稿，直至成书。 他一生著
作颇丰 ，有 《南北史 》《刑
法会要 》《清地理志 》《西
洋史》《续修河南新志》等
10多种。

胡煦 （1653—1736），
光山县南向店人。 胡煦自
幼勤奋好学 ， 潜心钻研
《易经》， 颇有真知灼见。
康熙 23 年中举人 ，51 年
中进士。 因博学多才，特
别是对 《易经 》有独到的
见解，甚被康熙赏识，屡被
召见，夸赞胡煦为“真苦心
读书人也。 ” 历任内阁学
士、 兵部侍郎、 刑部右侍
郎、《明史》总裁之一。胡氏
一生著述甚多，计 185卷。
他精通文、史、哲学，擅长
书画。 1964 年，文化部将
其列为 “唐至清代全国知
名书画家”之一。

往流集是淮河上游重要古镇，
现在的往流镇政府所在地， 位于固
始县北 26 公里处的淮河岸边，处在
两省（豫 、皖 ）三县 （固始 、阜南 、淮
滨） 交界地带， 西距本省淮滨县城
28 公里，西北与安徽省阜南县王家
坝镇隔淮河相望，距阜南县城 35 公
里， 是沿淮两省三县交界地带的最
大集镇， 是自古以来淮河上游通往
蚌埠、 淮北等地水上运输的重要码
头， 也是淮河航道沿线的主要农副
产品集散地之一， 同时也是淮河上
游著名的鱼米之乡。

往流集历史悠久，早在 1500 年
前便形成集市，繁盛于明清时期。 在
明清以前称“网篓集”，取意为天然渔
场；后商贸大繁荣，先更名“往留集”，
取意为往来商贾视此地商机无限,愿
留此地居住，“往留”即“往来留居”；
后更名“往流集”，取意商贾云集往来
如流水。 古往流风光秀丽,水乡风韵
浓郁,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

往流集历史上繁盛时， 各类建
筑风格独特，各项设施完备齐全。当
时建有东、西、南、北四个稍门，东稍
门为龙门，南稍门为火门，北稍门为
水门，西稍门为金门。过去迎娶新娘
从东门入，殡葬出棺从南门出，婚嫁
姑娘则出西门。

在集内建有十一座庙宇和两座

塔，分别为两山夹一庙、华佗庙、倒
坐观音庙、迎水寺、龙王庙、牛王庙、
文昌宫、火神庙、堂子庙、东会馆庙、
关帝庙和南塔、北塔。十庙各有所用
也各有其法事特色。

当时的东会馆庙是山西晋商会

馆，坐落在东稍门外边，晋商在往流
水陆两路生意做地很红火， 欢喜之
余经常请戏与民同乐。

迎水寺在西稍门的左后方，为
送子庙， 方圆百里百姓求子上香香
火不断。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间， 往流集
因经济繁荣而文化活动异常活跃，
从正月开始一直到农历新年各种文

艺活动接连登台。
驰名淮上往流古镇， 其繁荣景

象非亲眼所见而不可形容， 东西南
北四条街各类商户数百家， 逢集上
市人口过万人， 方圆几十里集市逢
集均不和往流集在同一天。 如果同
一天其他集市就会冷市， 几十里外
甚至上百里外的群众都习惯上往流

购物和销售产品。 淮河码头每晚泊
船数百家，靠岸后上集赶夜市消费，
每天的夜市人潮翻滚，歌舞升平，热
闹非凡， 其景象仿佛让人步入了宋
代的扬州运河边。畅谈古镇，令人心
驰神往，回味古镇，让人信心百倍。
往流古镇的繁荣是与往流人的勤劳

和聪慧分不开的。
现代的往流人继承了优良的传

统，在往流镇党委、政府领导下，真
抓实干，开拓进取，往流的建设与发
展一日千里。 现街区面积已达 4 平
方公里，主要街道达数二十多条，基
础设施全面配套，服务设施齐全，街
区常住人口达 1.5万人，个体工商户
达千户， 逢集上市人流量超过 3 万
人， 吸纳力和辐射力都是长淮一绝，
已成为临淮两省三县交界地带中心

集镇。往流人踌蹉满志、激情奔放，决
心重塑往流古镇形象，决心再铸往流
古镇、名镇辉煌。勤劳、聪慧和淳朴友
善的往流人正敞开宽广的胸怀，诚邀
天下宾朋，到往流古镇来发展、发财、
寻梦、寻缘、兴业、扎根。

（周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