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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味兰书屋》匾探析林则徐君子之义
◎蒋小薇（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林则徐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更是杰出的书法家。他的政治理想体现于一生为国尽忠，为民尽心。

他的书法成就集中于《味兰书屋》匾，透过这块珍贵的匾额，我们不仅能欣赏到林则徐精湛的书法技艺，更能从这

块匾额背后的故事体会林则徐的君子之义。他以君子心待人，以君子义处事，他明孝悌，重情义，严律己，宽待人，

砺志笃行，堪称时代楷模。

【关键词】味兰书屋   君子   重孝   重友   廉政   治学

林则徐是一位优秀的政

治家、思想家、诗人，更是

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上世纪

50 年代，他所题写的“味兰

书屋”匾，因其书法艺术居

诸匾之冠，被评为中国历代

二十四名匾之一，至今人称

其为八方匾中的“白眉”[1]。

这块珍贵的匾额现收藏于陕

西省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847 年 1 月 2

日），由于多年的隐疾尚未完全根治，再加上被

贬新疆三年，以及复职后在陕西巡抚任上日夜操

劳，林则徐心力交瘁，终积劳成疾，眼看身心难

以支持下去，便向朝廷奏请休息。获准后，他来

到了恩师兼好友的爱国名相王鼎故里——陕西蒲

城，一方面为调养身体，一方面为王鼎守心丧三

个月。王鼎（1768 ～ 1842），字定九，号省厓，

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鸦片战争中他极

力主战，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林则徐禁烟抗

英的坚定支持者，多次劝谏道光帝重新起用林则

徐而无果，最后以死相谏，留下“条约不可轻许，

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千古

遗书。当时，林则徐住在王鼎族弟、好友王益谦

家中。王益谦（1784 ～ 1857） 字受之，号仲山，

曾任侯官（今福州）知县。期间，林则徐应王仲

山之邀题写了大量的匾额和对联，“味兰书屋”

匾就是其中的一块（图一）。

 “味兰书屋”匾长 168、宽 72 厘米，黑底金字，

左侧行书横排书“味兰书屋”四个大字，字体遒

劲圆润，右侧题跋 83 字，曰：

束广微补南陔诗，以采兰兴奉养，取其馨且洁

图一   “味兰书屋”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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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仲山二兄大人与伯兄地山太守，皆早辞荣禄，

眷恋庭闱，诚多味乎众香之祖矣。仲山自颜其书屋，

属余题之，因述其所志如右。道光丙午嘉平之望，

年愚弟林则徐识。[2] 

这段 83 字的跋文讲述了这块匾额的写作缘由。

跋文中写到“束广微补南陔诗，以采兰兴奉养，

取其馨且洁也。”这句话出自于西晋文学家束皙

（字广微）的《补亡诗·南陔》篇，诗中写到：“循

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根

据诗中记载，束皙非常喜欢兰草，不但因为兰草

气味馨香且象征高洁之意，而且根据《诗序》中

的记载“《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后人把

采兰比作子女能尽心侍奉父母，指代孝子，所以

束皙经常采集兰草种植。跋文中继续写到“仲山

二兄大人与伯兄地山太守，皆早辞荣禄，眷恋庭闱，

诚多味乎众香之祖矣。仲山自颜其书屋，属余题之，

因述其所志如右。”这段话的意思是，王仲山与

他的哥哥王之谦很早就已经辞官回乡侍奉双亲，

他们非常尊敬、爱戴自己的父母，他们拥有兰花

一样高尚的品格，是孝子。王仲山兄弟对父母亲

的孝顺让林则徐非常欣赏，为此，当王仲山嘱托

林则徐为他的书屋题写匾额时，林则徐除了在匾

额上题写了书屋名称还将王仲山的志向题写在匾

额的右侧，让大家能很清楚地了解题写匾额的缘

由。

匾的题写时间是道光二十六年腊月十五日

（1847 年 1 月 30 日）。落款：年愚弟林则徐题。

在封建时期，科举考试同榜登科的人会互相尊称

年兄、年弟。这里林则徐称自己为年弟，可以看

出他与王仲山的关系非常好。匾的上款印章为“旨

示 品学俱优”，这是道光皇帝赐予林则徐的高度

评价。下款两枚印章分别题“臣林则徐字少穆印”

和“竢邨退叟”。

这块匾额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凸显了林则徐高

超的书法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好友王仲山

的深厚情谊，更在于它蕴含了林则徐所追求的重

孝、重友、刚正和治学的君子之义。

一、重孝：百行孝为先

林则徐在“味兰书屋”匾的跋文中写到，王

仲山与王之谦是孝子。其实，林则徐亦是不折不

扣的大孝子，他的孝不仅体现在奉养双亲的小孝，

更体现在他将父母期盼其为国尽忠，为民尽心的

夙愿，践行于人生每个时刻的大孝。      

林则徐在《先妣事略》中，写到：

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

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

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

寐。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

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辙正色曰：“男

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

始不负吾苦心矣。”[3]

林则徐幼年家境清贫，他看到母亲和姊妹时

常不分昼夜做女红，为此，希望能为母亲分担，

但母亲却希望他能有更高远的志向，而不是用分

担一些家庭琐事来表达自己的孝顺。这对林则徐

励志向学、确立人生目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指引

作用。林则徐在调任浙江杭嘉湖道时，生活已有

所改善，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接父母前来一同居住，

更好奉养双亲。

书中还记载“辛巳秋在署闻家君病，欲归视，

适不孝疾作，遂辞官捧舆驰归”[4]，林则徐得知父

亲生病后，心急如焚，加上身体不适，毅然辞官

坐马车日夜兼程回到故乡照顾父亲。

1824 年正月，林则徐奉命调任江宁布政使不

久，他接到母亲去逝的讣告，于是赶回故里奔丧。

按照封建礼制，他要在家“丁忧”三年。可是那

年江浙水灾严重，特别是苏北江淮、海州等地，

洪水如猛兽一般，吞噬淮北平原。庄稼被水冲掉，

田地都被湮没，海州地区无数灾民在高地上蓬栖

露宿，奄奄待毙。朝廷特旨“夺情”（在丁忧期

内做官），命林则徐以三品卿的头衔署两淮盐政，

到海州徐淮等地治水、安民。为了能尽快解决灾

区困难，也为了能为母亲守孝，更为了能实现母

亲“男儿务以大者、远者”的期盼，林则徐身着

素服带领官绅百姓共同治理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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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年，林则徐父亲病逝，在福州为父丁忧

期间，他看到西湖因常年失修，便向闽浙总督孙

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提出治理西湖的倡议。西

湖的疏浚不仅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问题，更还家乡

湖光山色。

二、重友：志同道合，弥足珍贵

林则徐一生中有诸多良师益友，他们志同道

合，弥足珍贵。除了父母外，对林则徐一生影响

最大的当属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就学期间，林

则徐深受郑光策经世思想影响，以立志为先 , 树立

经世之志 [5]。他博览群书，宏论世事，与郑光策、

陈寿祺、梁章钜、杨庆琛和廖鸿荃等人成为挚友。

在参加“宣南诗社”时，他与杭州文豪龚自珍相识，

两人文道相载，互相砥砺，皆为“经世派”代表人物。

1839 年的虎门销烟让林则徐备受中外两方舆

论压力。此时，林则徐鳌峰书院的校友梁章钜闻

风而动，极力配合，提出 “治其流”更应“清其源”

的禁烟主张，为林则徐从禁烟入手整顿吏治提供

了策略依据。林则徐被贬后，梁章钜仍坚持林则

徐的抗英主张，严厉抨击琦善等妥协派的行径 [6]。

销烟后林则徐经历了人生最失意的时刻，但他

仍然不忘己任，在前往伊犁赎罪前，他嘱托魏源

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将“察

夷情”与“悉夷性”融会贯通，构建了“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全新战略思想。途中，听闻挚友兼

恩师的王鼎骤然辞世，林则徐以“伤心知己千行泪，

洒向平沙大漠风”祭奠这位知己。  

林则徐知人善任，在晚年回乡途中初识左宗

棠，竟能委以重任，将自己多年研究水利、农业、

军事的心血托付于他，两人结为忘年交。

  

三、廉政：海容之心，寡欲之志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林则

徐为官清廉，执法严明，被誉为“林青天”，备

受世人敬仰。为父，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以

《十无益格言》为家训教导子女孝顺父母、和睦

兄弟、和善待人、严谨处事。以家书训诫子女 “切

勿仰仗乃父势力和官府妄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

方事务”。做到管好自己管好身边人。为官，他

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赴襄阳前，他发布《由襄

阳赴省传牌》，宣布途中一切费用自理，当地官

员不得用公款逢迎阿谀，不准迎来送往，劳民伤

财，更不准借机从中得利。如若违犯，立即严办，

不准徇私枉法。赴广东销烟前，行至京郊良乡他

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不

打扰地方，不增加百姓负担，交通工具自行解决，

自付费用，借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

整桌酒席，严禁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红包馈赠。

被贬新疆，本就清廉的他并无充足的盘缠，沿

途的食宿费用更成问题。福州老家一位姓苏的知

情富户愿意资助这笔盘缠，到了如此拮据的地步，

林则徐仍不肯轻易接受馈赠，最后是他以自家祖

屋的房契作抵押，才勉强接受下来。

为政期间，林则徐引用明代吕坤《呻吟语·治

道》写下《从政之道》。他认为朝廷之上应以培

养正气为首务；天下各地，以培养元气为根本。

这样才能够使圣贤之人和正人君子没有抑郁忧闷，

正气才能培养起来。能够使平民百姓内心没有诋

毁的话，则元气可以巩固。

两广总督任上，林则徐以“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劈立千仞，无欲则刚”自勉。他认为培养正气、

巩固元气根本在于要容海之量，广纳谏言；要有

无欲之志，从政为民。

四、治学：师夷长技，力学笃行

林则徐一生治学，为勤勉后人，他写下“师友

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期盼儿孙莫忘

治学的重要性。他曾亲自把《使滇小草》《黑头

公集》等诗稿选辑成《云左山房诗钞》，整理修

订对治理水患极有参鉴价值的《畿辅水利议》。

面对外夷，他高瞻远瞩，提出学夷长。文化

上勇于借鉴，聘请翻译人员，专门翻译剪辑境外

新闻报纸、法律文书、典籍等。国防上积极创新，

学习外国先进造船制炮技术，将外国货船改造为

中国第一艘军舰“甘米立治号”，并研制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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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斤的磨盘轮车炮。

看到鸦片肆虐，林则徐毅然扛起销烟大旗，

为解决烟民问题，他搜集各家验方钻研戒烟药方。

被贬新疆，尽管鬓发尽白，体气衰颓，却仍身体

力行，学习古法，兴修坎儿井等水利，大力发展

农业。伊犁将军布彦泰也禁不住称赞林则徐“赋

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

历练老成”，“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7]。在

布彦泰看来林则徐不仅学识渊博，聪慧过人，而

且为人踏实、诚恳，处事成熟稳健、言出必行。

且布彦泰在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称“平生所见之

人，实无出其右者”[8]，叹林则徐为“人才难得”。

他在奏折中还说道：“如林则徐之遣戍伊犁，实

为应得之罪，以有用之置材，之废闲之地，殊为

可惜。”[9] 布彦泰敬佩林则徐的才干，叹服他的

品格，对于林则徐这样的人才不能得到启用深表

惋惜。

林则徐治学不仅学中外长技，更学习爱国之士

的英雄气节。林则徐对历史上爱国忠君之士，如：

诸葛亮、李白、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深怀

敬佩。求学期间，他经常与学友到越王山麓的李

纲祠凭吊，赋诗抒发爱国的情怀。二十二岁那年，

他还和学友们一同修葺李纲的墓地 [10]。

林则徐是世界禁毒先驱，中华民族的英雄，

伟大的爱国者，终其一生无论是为国、为民，还

是为政、为人方面林则徐皆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清代学者程恩泽曾评价林则徐“为政若作真书，

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楹联上

联赞颂林则徐清正廉明的为官准则、认真负责的

做事态度及考虑问题细致周密的性格。下联赞扬

林则徐爱民、敬民的民本情怀。林则徐爱国拥君、

爱民重友。他是一位臣子，一位政治家，一位父亲，

更是一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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