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1

志同道合   共谱爱国曲

◎吴晓玲（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林则徐与王鼎同为道光时期著名的爱国贤臣 , 他们为国家民族利益 , 不计个人得失宠辱 , 排除万难，坚守

为国为民的宗旨。文章着重通过两人多次事业上合作，相互扶持，共同进退，进一步了解两人以爱国、忧民为基础

的浓厚情谊。

【关键词】林则徐   王鼎   爱国   情谊

林则徐，字少穆，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人。嘉

庆十六年（1811）进士，历任编修、监察御史、盐运使、

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由中层官员直

至封疆大吏，一生竭尽心力，有过举世瞩目的成就，

也经历过“被贬赴戍”的悲凉，但无论身处何境地，

他都能以国家社稷、百姓安危为先，是中华民族有

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王鼎，字定九，号省厓，陕西蒲城人。嘉庆元

年（1796）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

工、吏、户、礼、刑五部侍郎、户部尚书、军机大臣、

东阁大学士等职，因在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中有功，

授予紫光阁绘像殊荣，是清代著名的抗英名相。

林则徐与王鼎，一个出生于东南滨海古城，一

个出生于陕西三秦大地，在林则徐考中进士入翰林院

之前，王鼎已在翰林院任职15年且年长林则徐17岁，

因此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地域上看，他们之前是不可

能有所交集的，随着同朝共事的合作，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抱负，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两人之间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

一、志同道合，为国效力
1811 年，林则徐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绩赐进士

出身，入翰林院学习清书。他刻苦用功，时常向前

辈请教，与同辈切磋。此时王鼎已是侍读学士，在

翰林院 15 年，同在一处为官，两人应该有所交往，

后林则徐回家省亲，王鼎提调江西学政，两人共事

不久即分开，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之后两人在禁

烟、治水、抗英等方面多次合作，他们一个廉洁自

律、公正无私、胸怀坦荡，一个清正廉洁、正直不阿、

秉公执法，对国家的热爱，对百姓的关怀，对政事

的共同见解让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挚交，

慢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 初次合作，选拔贤能
1816 年，林则徐以翰林院编修派充江西乡试副

考官，这是他登科甲以来施展政治抱负的开始。此时

王鼎已在江西学政任上四年，虽然其间“擢内阁学

士，兼礼部侍郎衔⋯⋯升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

事务”[1] 多次升迁，但“均留学政任”[2]，这次是他

们两个首次工作上的合作。乡试工作历时一个多月，

林则徐对录取工作认真谨慎、一丝不苟，反复查阅

试卷，严肃处理抄袭作弊事件，选拔真才实学之士，

其间作为副考官的林则徐与地方学政长官王鼎一定

有公务上的往来，得到他大力的支持与帮忙，而办

事认真负责，严谨干练的林则徐也给王鼎留下深刻

的印象。此次公事上的合作可以说是两人情谊的开

端，这从林则徐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九月初九，

是午在王学使署中吃面。⋯⋯九月十一日，又至王

定九先生处晚饭，谈至二鼓回。”[3] 可见在撤闱之后，

王鼎就请林则徐来府中相聚，还相谈甚欢，通过这

次乡试，两人共同努力为朝廷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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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工作中建立起了深厚感情。

2. 盐务积弊，合力改革
盐税是清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盐

务的管理可以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清朝承袭

了明朝的“纲盐”制度，按产盐区划定销售范围，

规定盐课，由专管盐政的机构和官员管理，不许越

境贩运，食盐的购销也就形成了由官府授予的“纲商”

垄断局面。到清中叶以后，盐政腐败日显，纲商为牟

取暴利，不断提高盐价，以次充好，造成私盐充斥，“官

盐”滞销，盐税收入减少，直接影响清朝的财政收入，

尤其是占全国盐税一半的两淮盐务更是弊端丛生，甚

至出现了“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4]

的局面。

江苏巡抚陶澍与江宁布政使林则徐眼见两淮盐

务积弊已深，不仅影响百姓生活，更是波及数省财

政收入，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决心整顿盐务，但由于

封建守旧的两江总督蒋攸铦反对致使改革无法进行，

王鼎向道光帝陈述利害，后道光帝将蒋莜铦调回京

城，提任陶澍为两江总督，林则徐为江苏巡抚，使两

淮盐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之后对于盐政积弊问题，

道光帝命王鼎偕宝兴前往会同筹办。王鼎亲临盐场，

了解实情，认可林则徐等人的改革想法，认为“惟有

新旧章大加厘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

籍口⋯⋯”[5]进一步拟定治理章程十五条并提出，“盐

政无管辖地方之责，疏销巡辑，难期令行禁止，请将

盐政一缺即行裁撤，其两淮盐务改归总督办理⋯⋯”[6]

以加强管理，因为有王鼎的积极支持，两淮盐政改

革初显成效。1832 年清廷仿效明代王化的“票法”，

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之

前王、陶、林对盐政的合力改革，林则徐亦将在工

作中大力扶持自己的王鼎视为恩师而尊崇。

3. 大力举荐，协力禁烟
鸦片最早是因其特有的医用价值而引入中国，

但随着其高额的利润，英国人开始大规模贩卖，而

由此所引起的官员贪污受赂、吸食者家破人亡、大量

白银外流，鸦片之祸越演越烈，朝廷中“严禁”与“弛

禁”两派的斗争也越来越激化。1838 年，黄爵滋上

疏禁烟奏折，道光帝面对历年禁而不止的情况，下

令各地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7]。

林则徐上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并陈述“禁烟

六策”，1838年 8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重申严禁主张，

奏折中指出“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

若犹泄泄视之，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充饷之银⋯⋯”[8] 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若不禁鸦片，势必动摇国之根本。道光帝考虑到

自己的统治地位，终于决定禁烟，下令各大学士开

始议定禁烟章程。此时位居大学士的王鼎，向道光

帝推荐林则徐，称其“多谋善断，有守有为，堪当

重任”[9]。得王鼎大力举荐，再加上林则徐之前在湖

广禁烟取得一定成效，道光帝下旨召林则徐进京。

林则徐抵京后，道光帝连续八天八次召见林则徐共

商禁烟事宜，在第五次召见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 , 这

可以说是在多方努力下严禁派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

林则徐与王鼎这对忘年之交，凭着对国家民族共同

的使命，对禁烟事业共同的责任，力挽狂澜，以舍

生忘死的决心协力禁烟以保国家社稷，他们的情谊

在国难面前升华成相互扶持，共同进退的生死之交。

二、受诬遭降罪，王鼎力保同僚
1839年 1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达广州，

面对错踪复杂、暗潮汹涌的局面，林则徐大刀阔斧，

雷厉风行，查敌情、发公告、下谕贴、缴烟土、抓烟贩，

以雷霆之势打击了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1839年6月，

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的销烟之举震惊中外，显示出他

无与伦比的智慧与胆识。禁烟的成功直接损害了英

国侵略者的利益，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

1840 年 6 月，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舰队封

锁了珠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林则徐

防守森严，英军没有得逞，之后英军北上到达浙江

定海，仓皇应战的清军连连败退 , 定海失守，英军的

枪炮直逼天津，道光帝在敌人的威逼及投降派的煽

动下，竟指责林则徐“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

误国病民”[10]，以“办理不善”[11] 罪名将其革职查

办，后又将其充军伊犁，林则徐因“功”获“罪”，

情何以堪！

1. 力荐则徐治水，望其戴“罪”立功
身为朝廷重臣又是林则徐好友的王鼎，在获悉

情况后，既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备感忧心，又为爱国

重臣受到不公待遇而不平，他多次联合朝中大臣上疏

道光帝，力陈林则徐禁烟有功，抗英无罪。1841年6月，

黄河水患，冲毁了开封府护城堤，一时间屋舍被毁、

城墙坍塌、百姓流离失所。面对如此严重的灾害，

朝廷派军机大臣王鼎赴河南祥符督办河工。王鼎一

方面考虑到灾情严重，林则徐长期从事治水工程，

经验丰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林则徐

戴“罪”立功、“效力赎罪”，免受赴戍流放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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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向道光帝进言，让林则徐协助其祥符治水。

1841 年 8 月，林则徐赶赴祥符工地与王鼎一起

联合共抗黄河水患。面对凶涌水势，林则徐提议“一

买垛，派州县以专责成”，“一挖引河分段，派武员

不派文员”[12]，提出抓紧秋天少雨时机，组织河道

两岸灾民，挑挖引河，赶造三道挑水坝。在堵口方

案奏准之后，林则徐与王鼎二人同心协力、呕心沥血、

劳心费力奔波于工地，与治河工人一起战斗在治水

第一线。1842 年 2 月，经过半年的努力，黄河堵口

工程终于大工合龙。王鼎当即上奏“林则徐襄理文案，

稽核总局，深知得力，恭候圣裁”[13] 希望皇帝能论

功行赏，以功抵过，赦免流放。

2. 含泪依依离别，当廷直谏抗争
在庆贺祥符堵口的庆功宴上，传来道光帝“⋯⋯

林则徐著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

罪⋯⋯”[14] 的谕旨。1842 年 3 月，林则徐从祥符工

地起程，王鼎含泪相送，老泪纵横，对其所受到的

不公待遇愤愤不平，对自己无法保全国家栋梁而心

有愧疚。林则徐心中感慨万千，赋诗“塞马未堪论

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

还期赐尚方”[15] 安慰老相国不要过度悲伤，多多保

重，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回到北京，王鼎据理力

争，向道光帝力陈林则徐忠诚可用，反对订立屈辱

条约，抗战到底，惩办琦善，赦免林则徐。朝堂之上，

面对卖国求荣的穆彰阿，更是严厉斥责其诬陷忠良，

包庇祸首。但被“求和派”蒙弊的道光帝却不为所动。

4 月，王鼎怀着悲痛的心情“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

彰阿误国，闭户自缢”[16] 以身殉国。一代抗英名相

为保民族尊严，保国家重臣，以死抗争，企图唤醒道

光帝，阻止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他的爱国情怀及“士

为知己者死”的情谊令人动容。

三、挚友阴阳两相隔，则徐悲痛哭相国
林则徐在西戍途中得知王鼎死讯，无比悲痛。

回想共事以来，两人一同进退，同为国家社稷出谋献

计，为民族百姓殚精竭虑；回想起相国府中，共议禁

烟抗敌之策；回想起在祥符治水中，老相国不顾年迈，

不顾病体，亲自督工，共同排除险情；回想河干离

别时，两人依依话别，互道珍重，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如今得知此噩耗，林则徐肝肠寸断，写下律诗《哭

故相王文恪公》，其中“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

沙大幕风”，“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17]，

抒发了对王鼎不幸离世痛彻不已，表达了王鼎对自己

知遇之恩的感激。在遥远的边塞，林则徐还时常忆起

这位正直爱民的生死之交，在给朋友的诗信中每每言

及老相国，悲从中来，“痛哭王尊今宿草，久悬揆

席未宣麻”[18]，对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师友感到伤心，

为朝廷失去一位正直忠良的臣子感到惋惜。

林则徐与王鼎从翰林院共事到合力抗英禁烟，

他们的友谊始终以爱国、忧民为共同基础，他们同

样心系国家，心系百姓，一切以国家社稷为重，为了

国家民族利益，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宠辱。一个即使

受诬被贬，依然爱国心不改，在国家民族需要之时

毅然挺身而出；一个为维护国家尊严，为保国家忠

良，不惜“尸谏”以血醒君，他们是清廷的股肱之臣，

是清王朝忠臣良将的典范，是百姓心目中公正廉洁

的父母官，是彼此心中相互扶持，共同进退的挚友，

虽然他们的努力并不能阻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走向

没落，但他们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为

国为民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传颂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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