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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王恕传》史实辨正二则

武明军

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记载“论功，进左副都御史，稍迁南京刑部右侍郎。父忧，

服除，以原官总督河道”。此处关于王恕仕宦经历的记

载，存在两处史实错误:

其一，王恕从左副都御史升任南京刑部左侍郎，而非

“刑部右侍郎”;其二，王恕是以刑部左侍郎总督河道，亦

非“以原官总督河道”。
王恕(1416 ～ 1508)，字宗贯，陕西三原人。英宗正统

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在进左副都御史之前，王

恕先后任扬州知府、江西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其在河

南，以平定河南、湖北等地流民起义而进左副都御史，成

化四年(1468)二月，“以巡抚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恕为南

京刑部左侍郎”(《明宪宗实录》卷五一，“成化四年二月

丁未”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62 年校印本，以下实录

皆用此本，不再一一标注)。成化七年十月，“改南京刑部

左侍郎王恕为刑部左侍郎，奉敕总理河道”(《明宪宗实

录》卷九七，“成化七年十月乙亥”条)。
正德三年，王恕去世，《明武宗实录》中也记载了王恕

的生平。“成化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诸郡

流民。以母忧去。会襄阳盗起，诏起复。会兵剿平，转左

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迁南京刑部左侍郎。丁父忧，服

阕，改刑部，巡视河防。”(《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

年四月乙卯”条)。
其次，王恕本人的记载中也多次谈及此点，弘治三年

三月《乞休致奏状》中言道:“( 成化) 三年以平贼功升左

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四年升南京刑部左侍郎;七年改刑

部左侍郎、总理河道。”(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卷一一，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后，王恕又数次上疏乞休，均反复论

述了这一点，“成化三年二月十六日，以平贼功升本院左

副都御史，奉勅巡抚河南。成化四年二月十七日，升南京

刑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二月十一日，闻父丧，守制。起

复，成化七年十月十一日，改刑部左侍郎，奉勅总理河道”
(《王端毅公奏议》卷一三《乞恩休致奏状》);“又二年以

平贼功升左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未几，升南京刑部左侍

郎，管部事。改刑部，总理河道”(《王端毅公奏议》卷一四

《乞休致奏状》)。
由以上两点不难看出，王恕仕宦生涯中，是由左副都

御史进南京刑部左侍郎，而后改刑部左侍郎，以此总理河

道，并非如张廷玉所论以左副都御史迁南京刑部右侍郎，

后以原官总督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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