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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每次路过北门大街，都会多打
量几眼，这条街与城隍庙街交叉
口东南角曾有过享誉潍县的陈氏宅
院“翰林院”，因陈官俊及其子陈介
祺、侄陈介猷皆为进士，曾在京都翰
林院当过编修或庶吉士而得名。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对
清廷尤其乾隆而言是极不寻常的
一年。一桩特大贪污案——— 甘肃省
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案，轰
动朝野。这一年，陈官俊出生在潍
县的一户殷实之家，巧合的是，他
日后为官因株连到一起侵帑案中
而遭革职。
  陈官俊是潍县陈大观家族之
后，他从年幼就刻苦好学，曾在麓台
书院就读，师从潍县名儒高守训，与
族人陈廷钰、陈述经等一起研读经
书。著名经学家阮元在1793年至1795
年间任山东学政，有一次到青州巡
查考试事宜，13岁的陈官俊因《白桃
花》一诗少年成名 ，成为阮元的
门生。

（一）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陈官俊
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第二
年入选全唐文馆，参加文章总集《全
唐文》的编纂，由此结识了曹振镛、
孙玉庭、孙星衍等一众名臣。他初入
仕途，才思敏捷，工作起来又兢兢业
业，受到一众名臣的赏识，引起皇帝
的关注。
  清廷每隔几年的春季或夏季会
对翰林官员进行大考，考试结果分
四等，按此决定超擢、升阶（或遇缺
提奏）、降级（或罚俸）、降调休致、革
职等。嘉庆十七年（1812年）大考，陈
官俊位列二等，升右春坊（詹事府部
机构之一）右赞善，不久转为左赞
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陈官俊
入直上书房，成为皇子旻宁即后来
的道光皇帝的老师。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大考，他再次位列二等，迁
司经局洗马升翰林院侍讲，第二年
受命任陕西乡试正考官，负责陕西
乡试，随后又督山西学政。
  道光元年（1821年），户部尚书
英和上奏称：各省、府、州、县办公
支出日益增加，各项目或留或废应
该一一查明。道光皇帝遂下诏各省
督抚清查“陋规”，“聚敛盘剥之风
日甚一日，而民间之储藏概耗于官
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极。与其私
取，不如明给”。所谓“陋规”是各代
相沿的不良成例，特指贿赂需索，
道光此举本意整饬吏治，将“陋规”
摆在明面上，“ (陋规)虽然明令禁
止，照样巧取豪夺。上司借此恐吓
属员，小民为此控告官吏。不如明
立章程，加以限制”。可朝堂上的大
臣和各省督抚多上疏称此事不可
行，陈官俊也坚决反对“陋规”合法
化，上疏直言此事不可行：“各地
‘陋规’皆出于百姓。地方官未敢公
然苛索者，恐怕上面知道而治以
罪。如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
得，势必明目张胆，额外多取，虽有
严旨，不能禁矣。”道光意识到这一
点，迅速收回成命，对陈官俊则“诏
嘉之，予议叙”。
  这是对陈官俊的褒奖，也为他
日后被弹劾埋下了伏笔。

（二）

  学政“掌全省学校政令和岁、科
两试”，是负责教习及教育行政、考
试诸事的最高长官。同时，学政由中

央直接外派到省，不是督抚的下辖
属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皇帝安
插在地方督抚身边的“监察官”，担
负着“皇帝耳目”的职能，需“按期巡
历所属各府、厅、州，察师儒优劣、生
员勤惰”，访察密奏各省吏治与民
情，所以容易成为地方督抚顾忌和
报复的对象。
  有一天，道光的密谕传达到山
西学政陈官俊处。道光让他“留心察
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陈官俊自
恃曾是内廷官员，又是皇帝的老师，
更感念道光的信任，遂在山西展开
明察暗访，“意气甚张”。山西巡抚成
格慌了，四处搜集他的“黑材料”，以
备不时之需，用以自保。
  不久，陈官俊升詹事府右春坊
右庶子、翰林院侍读学士，奉命回京
任职，仍直上书房，负责教授皇长子
奕纬。
  成格却趁他离晋回京发动弹
劾，称其任职学政期间“殴差买妾，
妄作威福，大开奔竞”，想一举扳倒
陈官俊。面对构陷，陈官俊承认自己
殴打差人、买妾的事实，也曾荐举过
魏元烺、邱铭泰，其他的事则概不承
认，至于成格所述的太监往河东查
访盐务空案，更是无稽之谈、空穴来
风之论。道光命陈官俊“解职就质”，
同时命陕甘总督长龄赴山西查办此
案，并传旨面诘成格。成格所奏内容
本来就是传闻，所以他根本拿不出
真凭实据。
  道光“两斥之”，对两人各打五
十大板。成格被撤任，以部郎候补。
陈官俊被降编修，罢直上书房，14年
顺风顺水的仕途回到原点。

（三）

  从道光八年(1828年)起，陈官俊
又连典贵州、江西乡试，历中允、祭
酒、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一路又升
迁回来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陈
官俊授礼部侍郎，后调吏部任职，道
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五日由吏部
左侍郎擢工部尚书。
  年过五旬，官至尚书，可在这
位子上只坐了数月，就因庆玉一案
被革职。这一年，东陵管库郎中庆
玉侵帑案发，马兰镇总兵琦琛奉谕
去查没庆玉家产，却发现“各屋箱
柜大半皆空，所剩不过旧衣物，显
有预为寄顿隐匿情事”，同时，负责
查抄庆玉在京家产的九门提督奕
经等人上奏的也是这样的结果，
“屋内仅有粗重器具，并无衣服、银
两、钱文”“查乾元寺庆玉住房现在
虽系空闲，其各房内似有新移情
形”。经查，是陈官俊的乡试门生全
孚，因偶听了陈官俊无心谈及的内
容 ，“藉端传说 ，以虚为实”走漏
风声。
  无心之失对于朝廷大员来说，
是不容犯的错。道光下诏，斥责陈
官俊失大臣体，褫其职。命运的齿
轮 转 动 ，无 情 地 将 他 摔 至 人 生
谷底。

（四）

  经历过两次巅峰跌落谷底，
此时，年近花甲的陈官俊也许已
经释然，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沟沟
坎坎，万般随缘天地宽。当他看淡
了仕途进退，反而又迎来了第三
次升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
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道光
每天心烦意乱，国难当头，陈官俊虽

不在其位但仍尽帝师之责，为道光
出谋划策，道光深为感动。转过年
来，陈官俊被重新起用为通政使，历
典乡会试、殿廷御试，参与每次品评
考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陈官
俊的职位频频调动，升户部左侍郎，
调吏部左侍郎兼户部右侍郎，管理
三库，八月升兵部尚书，负责全国军
队的整顿。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十二月十九日，陈官俊授礼部尚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调工部任
尚书。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月，
陈官俊的母亲夏氏九十大寿，道光
皇帝御赐“耆臣寿母”的匾额和
“福”“寿”字幅祝寿，还送了一些珍
奇的寿礼，旋即擢升陈官俊为吏部
尚书协办大学士，担任上书房总师
傅，并赐“紫禁城骑马”。吏部尚书
乃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掌管全国官
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
事 务 ，陈 官 俊 第 三 次 登 上 权 势
高峰。
  陈官俊充上书房总师傅时，给
事中陈坛弹劾编修童福，称他为陈
官俊夫人作祭文有“丧师母如丧我
母”之语，措辞过当。童福遭谴黜，陈
官俊被殃及，道光诏斥他容稳不奏，
罢免他总师傅一职，议降三级调用，
从宽留任。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陈官俊又受一案牵连，道光下诏降
他六级留用，这次降职最终导致他
痰疾猝发，抑郁而终。
  道光谕其“性情直爽、表里如
一、学问贯通、慎勤供职……学识
兼优，克尽厥职……心地坦白、诚
朴可嘉，日加委任，洊擢下卿……
奉职弥勤，正资倚畀”。道光帝赐陈
官俊祭葬，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
良祠，赏给《陀罗经》，优诏赐恤，谥
“文悫”（诚实谨慎之意）。清代贤良
祠是祭祀王公大臣及有功于国家
之人的专祠，在陈官俊之前，以协
办大学士入祠的汉臣只有汪廷珍
一人，陈官俊入祠足见道光对他的
重视。而陈官俊的仕途经历几起几
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像“不倒
翁”一样重新复起，主要是因为他
初直上书房时，是道光的老师，再
直上书房时教授道光之子奕纬，
“训迪有方”，奕纬逾冠而薨，道光
非常悲痛，所以特别厚待陈官俊，
恩礼始终不衰。

  清朝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盛世
中，生产空前繁荣，种类日益增多，技艺
也日趋精湛，创烧出大量新器型，呈现出
“繁花似锦”的面貌。
  青州博物馆馆藏的清五彩开光宝瓶
博古盘，1977年从青州城里民主北街征
集而来，侈口，圈足，盘内壁与盘底为绿
地，上饰四开光，开光内绘宝瓶、博古、花
卉、瓜果等，开光外的空余处饰葫芦与卷
草纹，近口沿处为蝙蝠与回纹组成的两
条圈带纹，以描金线分隔。盘外壁施白
釉，饰红彩折枝草叶纹。此盘色彩丰富，
纹饰复杂，但层次分明，杂而不乱，给人
以赏心悦目之感。
  有一些瑰丽的景象，是从色彩开始
的。比如，娇黄、五彩。
  娇黄，色嫩黄而莹润，为明代宣德年
间所创的名贵黄釉。金黄是至尊之色，
“黄”与“皇”同音，明清两代黄釉只有皇
家才能使用。
  此件盘上用的娇黄是内敛婉约的。
一眼望去，绿釉为地，环绕了盘边一周的
娇黄，似乎并不显眼。又加上了一些娇黄
施在葫芦、在博古器皿上，娇黄星星点
点，竟然无处不在。
  康乾盛世的升腾景象，温暖了人心，
丰富了色彩。活色生香里，元青花的青白
素淡、明代弘治的娇黄，都已经难以承载
清平时光里的欢喜雀跃。在清代彩绘的
图案绘制中，彩绘从原有的白色地单色
图案向多色地各色图案扩展。彩绘的技
法之一就是“五彩”。
  清代五彩瓷，将彩料依据纹样所
需施于釉上，二次烧成，呈现多彩。清
代五彩瓷以柔和为贵，透视感较强，绘
画工致精丽，用笔精细纤巧，生动传
神，一扫明代嘉靖、万历之重色彩而不
细究形貌的画风，施彩大部分较明代
匀薄。
  还有些心仪的美好，是从图形生发
的。比如，此盘上的宝瓶、花卉、瓜果、葫
芦、蝙蝠与卷草纹。
  宝瓶中装净水，象征甘露，瓶口插有
孔雀翎，象征吉祥清净，代表福智圆满。
宝瓶，在传说中有神通广大的功能、趋吉
避凶的作用，由此带来吉祥、富贵。
  植物、花果，是陶瓷久久传世的题
材，如牡丹、莲花、茶花、菊花、桃花、竹
叶、蕉叶、松、竹、梅、灵芝、石榴、枇杷、
蟠桃、荔枝、葡萄等，哪一种花卉、瓜果
也说得出一片吉祥的意味。瓷盘上就极
尽铺排，不怕花朵繁多，点染着百福
骈臻。
  古人常以葫芦表示福禄的吉祥含
意，此盘上的葫芦藤蔓卷草纹、蝙蝠纹丝
丝相扣，象征福寿万代，绵延久远。曲卷
圆润的卷草纹，流向无穷。
  蝙蝠，幸福的象征，如一只蝙蝠飞在
眼前，称为“福在眼前”，蝙蝠和马一起就
组成了“马上得福”，器物上部一圈红色
的蝙蝠纹，也称“洪福齐天”。这里的一圈
蝙蝠，就是一波“泼天的富贵”了。
  还有些贵气，是与生俱来的。比如，
开光。
  开光，就是在器物的某一部位留出
某一形状（如扇形、菱形、心形等）的空
间，然后在该空间里饰以花纹。常见于
景 泰 蓝、雕 漆、陶 瓷 器 皿 上 的 图 案
装饰。
  博古，往往有瓷、铜、玉、石、文房四
宝、清玩等古代器物，是达官显贵和文人
雅士静雅书房里的清欢。在这博古盘的
开光里，宝瓶在花座上亭亭玉立，花卉、
果品点缀其间，荷花清丽、菊花淡雅、梅
花傲雪……一幅博古图，有博古通今、崇
尚儒雅之寓意。即便是宫廷之家，隐匿在
繁华器物背后的，无非也是凡人之日所
思、夜所梦的温柔富贵。
  此件瓷盘，以绿釉为底色，一片绿意
葱茏之间，娇黄色映衬着些许胭脂红。盘
中铺满的是传统的吉祥如意纹饰，有“福
寿康宁”，有“祥云聚集”。葫芦、蝙蝠、回
纹这些吉祥的饰物，排布在中心和周边。
多边形的开光，烘托出庄重的宝瓶。葫芦
的藤蔓，无边无尽地延展开去，其间有鲜
花遍布，竟然有些许“百花不露地”的纷
繁与盛大。在这繁花的深处，是文化相融
的一番意趣。

繁花的深处

——— 清五彩开光宝瓶

博古盘

◎崔斌

乡贤故事

  在昌邑市博物馆院内，矗立着一座碧瓦朱楣、飞檐斗拱的
亭子，名为“四知亭”。该亭因纪念杨震暮夜拒金而建造，意在
弘扬古人的清正廉洁，树当今清风正气。
  杨震，字伯起，东汉时弘农华阴人。少时好学，通晓经术、博
览群书。他淡泊名利，自费设立私塾教授学生，英贤甚多、远近
钦慕，被当时的儒生们赞为“关西孔子杨伯起”。直到五十岁时，
才在亲朋好友和当时名臣的一再劝说下，踏入仕途。
  入朝为官的杨震始终清廉自守、不谋私利。他始终严格要
求自己，“不受私谒”。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安帝时期，杨震从
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是杨
震的门生，王密念师生之情、感举荐之恩，趁夜幕到杨震住处
拜会，怀金十斤相赠。
  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我很了解你
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
道。”杨震声色俱厉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说无人知
道？”王密大感惭愧，怏怏而去。此后，杨震又转任涿郡太守，仍
洁身自好。很多人劝杨震趁在任之时为子孙后辈置办产业，杨
震不肯。他说：“让我的后代成为‘清白吏’的后代，这就是给他
们最宝贵的遗产。”杨氏一门因为清白家风而人才辈出，杨震
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以及重孙杨彪皆为国之栋梁，杨氏一门
呈现出“四世三公”的盛况。
  生前两袖清风，身后青史留名。杨震的清廉佳话不仅在当
时受人敬仰，而且深深地激励着后人。杨震拒金的故事发生
地，就在昌邑。据清乾隆七年刊本《昌邑县志》记载，昌邑人因
仰慕杨震清廉，在县城东北垒土筑台，上建“四知台”，当地人
称“辞金台”，又在城门外修建“四知祠”。有诗赞曰：“人间无处
不天公，却笑黄金馈夜中。千载四知台下过，马头犹自起清
风。”又有《辞金台》诗曰：“气爽天清别有春，辞金台上草蓁蓁。
野花尽解杨公意，挺立东风不著尘。”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四知台”和“四知祠”毁又重修，修
而又毁。为弘扬廉洁文化，传承“四知”精神，昌邑市修建了“四
知亭”。如今的“四知亭”，坐落在文山西半坡上的昌邑市博物
馆里。推开朱红的大门，站在亭子里抬头仰望，亭内用醒目的
烫金魏体写道：“以期弘扬传统美德，高涨清廉正气，以慰古
人，以鉴来者……”

“四知亭”的故事
◎周瑶

清五彩开光宝瓶博古盘（资料图片）

一代帝师克尽厥职
◎齐英华

陈陈氏氏祠祠堂堂原原貌貌（（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陈官俊书法（资料图片）

史海钩沉

两千多年前的

潍水之战
◎高翔

  楚汉争霸时，齐王田广与韩信争战失利，一路从临淄跑到
了高密，向楚霸王项羽求救。韩信带领大将曹参和灌婴一路追
击。很快，项羽派大将龙且带领号称20万大军赶到，与齐兵汇
合，在潍河东岸与汉兵隔河对阵。
  龙且很早就追随项羽，作战勇敢，深得项羽赏识，此前曾
领兵击败了九江王英布。韩信早年声名并不好，在项羽帐下担
任过下级军官，这让龙且很是瞧不起。有人曾劝告：“汉兵远斗
穷战，其锋不可当。且齐、楚之兵在当地作战，士兵很容易恋家
而逃亡，不如深沟壁垒，然后派人以齐王的名义到被韩信征服
的城池里招降。这些城池听说齐王还在，楚兵来救，必然反汉
归齐。而汉兵二千里客居，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龙且却自
信满满：“我了解韩信，知道他的为人。”他还对周围人详说了
韩信早年的一些不堪经历：家贫而品行不良，从漂母处吃白
食，不敢跟人斗勇只好从其胯下爬出等等，总之，就是一个不
良少年，行为胆怯没有勇气，很容易被打败。还未开战，大将龙
且就犯了轻敌的毛病。
  韩信曾在项羽手下担任过郎中，数次向项羽献策不得用，
便跑到汉王刘邦的队伍里，让萧何看上了，认为他是个军事天
才，极力推荐给刘邦。这也让刘邦为难，毕竟，军事才能是需要
在作战中显示出来的，而韩信在这之前未带过兵打过仗。但用
人之际，刘邦还是听从了萧何的建议，以正式的礼仪聘请韩信
为大将军。又过了一年多，刘邦与项羽作战失利，魏、赵、齐背汉
归楚，刘邦不得已，才决定让韩信带兵去平定魏、赵、齐，又选派
曹参和灌婴担任韩信的步将和骑将。
  刘邦还派当时有名的说客郦食其劝魏王豹投降，暗中刺
探情报。在郦食其劝降失败后，刘邦问：“魏大将谁？”郦回答：
“柏直。”刘邦：“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郦：“冯
敬。”刘邦：“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
谁？”郦：“项它（项羽侄子）。”刘邦听后很满意：“不能当曹参。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边韩信领兵后，如鱼得水般开始了自己的辉煌军事生
涯。与魏王豹战，隔河陈列船只装出要渡河的样子，让魏王豹
集中精兵在河对岸，暗中却让士兵乘木瓮在别处过河，一举俘
虏魏王豹。
  进攻赵国，韩信数万人马进至井陉口，傅相陈馀携赵王歇
领二十万兵在此以逸待劳。陈馀这边有个叫李左车的，献计让
陈按兵不动，自己带三万人马去抄韩信的后路，截断他的粮
道，可不战而擒。可陈馀是个宋襄公一类的人物，对诈谋奇计
不屑一顾，认为二十万对几万，力战即可，不肯分兵。
  韩信听派出的间谍说李左车的计谋用不上，大喜过望，马
上进行战斗准备。他命令两千轻骑人手一面汉军旗帜，到赵军
营旁埋伏，约定等赵军空营追汉军时，进入营中，拔掉赵旗换
上汉军旗帜。又命士兵背河水列阵。然后韩信亲自到赵军营前
挑战，佯败，退到先前背水的阵中。赵军一看汉军“溃逃”，马上
追击，企图一举歼灭。而背水的汉军爆发出了十分的勇气，毫
不退缩。等赵军久攻汉军不动，回营，营壁上早已插满了汉旗。
赵军误以为自己的大营被攻占，士气急速涣散，士兵拼命逃
走。而汉军士气大振，奋勇冲杀，大败赵军，杀陈馀，擒赵王歇。
  齐虽有田广任王，却是叔父田横专国政，且已接受了郦食
其的劝说，要归顺汉。齐的精锐部队在历下接待了汉使，放松
了戒备。韩信以没有收到刘邦停止进军的命令为由，对历下齐
军进行了突然袭击，迅速击败其部队，占领了齐都临淄。齐王
田广极为愤怒，烹杀了郦食其，逃到潍河东高密境内，向项羽
求救。
  楚汉双方隔河对峙中，韩信又施谋略。时值初冬，韩信看
着流速并不急湍的潍河水，夜里命人用一万多只盛沙囊袋，在
上游挡住了潍河水。然后，韩信领兵到河对岸挑战楚军，始战
又佯装不胜，迅速退回到河西岸。
  龙且看汉军败退，断定是韩信胆怯，不能放过追歼残敌的
好机会，便带领大军，过河追歼敌人。韩信命人在此时撤去挡
河囊袋，汹涌的河水冲击了龙且的部队，使之大部分留在了河
东岸。渡过河的楚军在韩信的齐整部队面前，早已没了气势。
战斗的结果是过了河的楚兵被消灭，龙且被杀。尚未过河的部
队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四散奔逃，后被韩信零零散散俘
获，而齐王田广也被捉住。
  韩信经此一战，声名大振。刘邦派人正式册封韩信为齐
王，令击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