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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唐书·李义府传》中，毛泽东

曾经留下批注——“笑里藏刀李义府”

（见徐中远著《毛泽东批注圈画二十四

史解读》，当代中国出版社）。

李义府的故事里提到了一位涟水

人，他就是王义方。王义方是唐初涟水

县城人，23岁在长安“一登龙门，声价

十倍”，任晋王府参军。作为青年才俊，

王义方在京城被不少名臣和要人看

重。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施展抱负

之时，却受好友、刑部尚书张亮案牵连

被贬海南儋州吉安县任县丞，三年后改

授洹水县县丞，唐高宗永徽六年被召回

京城任著作佐郎，再迁御史台侍御史。

就在这时，朝廷内发生了一件事。

洛州有一女子与人合谋杀死了其丈夫，

被打入死牢。宰相李义府听说其人貌

美如花，顿生邪念，利用职权令大理寺

丞毕正义将女子安置别处，金屋藏娇。

查监时发现大理寺罪犯少一人，皇帝下

令查处，当事人毕正义畏罪自杀，还有

一说是李义府担心事情败露，牵连自

己，威胁和逼迫其自缢身亡。朝中百官

对此议论纷纷，可迫于李义府的权势，

均明哲保身，无人出面弹劾。

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欲立武则

天为后，又惧朝臣反对。李义府为取悦

唐高宗，上奏劝请废王皇后改立武昭

仪。事成后，唐高宗投桃报李，李义府

深得宠信，官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

三品”，权势熏天。李义府外貌面善谦

恭，与人说话时满脸带笑。他大权在

握，要众人归附于他，谁稍微有些违忤，

便加以陷害，因此，人们称他“笑中有

刀”，这也是成语“笑里藏刀”的来源。

时年42岁的王义方由著作佐郎刚

升任侍御史，板凳还没焐热，大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保持沉默，或许前

程可期。再说，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是一个不可触碰的“地雷”，人们避之不

及，他没有理由不回避。王义方是新

人，也是老手，早年即在晋王府任职。

当年，他无辜躺枪，受牵连被贬，辗转千

里、颠沛流离，经历磨难和坎坷，教训不

可谓不深刻，按理说此时他也该是百忍

之身了。再有一个原因，王义方从一个

小小的县丞被提拔到朝廷任著作佐郎，

不久又得到李义府提携，晋升侍御史，

官居六品。李义府是王义方当年在晋

王府的上级，早他三年官任监察御史，

兼职晋王府。二人都有才情，有交集，

当是惺惺相惜。

李义府比王义方大一岁，虽年龄相

仿，但在经历和职务方面可为师长。古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王义

方也是这样想的。在天子眼皮底下违

法乱纪，逼死大臣，如果满朝文武大臣

无一人敢主持公道，正义不敢与邪恶较

量，法律不敢与权力对阵，朝纲不振，奸

臣当道，国家社稷岂不危哉？他想到，

检举李义府，自己或许会千古流芳，但

弹劾上级，得罪当权者，自己的前途定

会受到极大影响。李义府是自己仕途

的靠山，保持沉默可以升迁，飞黄腾达；

弹劾他定会遭到报复。一番权衡后，王

义方决定，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维

护社稷和法度。

王义方十年归来，初心不改，斗争

精神不变，还是当年特立独行的性格。

在呼唤英雄的时候，王义方应时而生，

挺身而出。

王义方要弹劾李义府也不是就没

有担忧，内心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令他

举棋不定的顾虑就是母亲。王义方是

一个孝子，父亲早逝，孤儿寡母，相依为

命，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他

早年任职长安，未能报答母亲，更经受

波折，让母亲为他担忧。他这次调回京

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多年积蓄在长

安城置房，把孤单、年老的母亲从遥远

的家乡接来安享晚年。如果弹劾李义

府，他将再次面临被贬的风险，不知母

亲能否承受？他回家征求母亲的意

见。他对母亲说：“权臣奸贼做了坏事，

我拿着国家的俸禄而不弹劾，这是不

忠；我如果弹劾而遭到打击报复，让母

亲痛苦，则是不孝。我进退两难，难以

定夺。”

母亲的回答非常干脆，她说：“自古

忠孝难两全，你的职责是检举坏人坏

事，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儿子你去吧，

母亲支持你！从前，王陵的母亲杀身以

成全儿子的名声，你尽忠事君，我就是

死了也不遗憾！”

真是“有其子必有其母”。王义方

母亲以“陵母伏剑”的故事表明了态度，

扫清了萦绕在儿子心中的迷雾和犹

豫。王陵，秦末沛县人，在项羽与刘邦

楚汉相争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归顺汉

军。项羽抓捕王陵的母亲当人质，以招

降王陵。王陵的母亲私下对儿子的使

者说：“转告王陵，好好地跟着刘邦，他

有长者风度，不要因挂念老母而三心二

意，我愿以死断绝儿子的后顾之忧。”她

说完便自杀身亡。

可见，王义方的母亲是一个有文化

的妇女，对《史记》中的典故烂熟于心。

她深明大义，不是仅知油盐酱醋的家庭

妇女，不是只知道趋利避害，而是鼓励

和支持儿子明辨是非、修身养德，行善

务求彻底，与邪恶作斗争不计个人得

失。王义方的母亲因而成为史册上著

名的贤母。

在唐高宗参加的朝廷会审中，主审

官因为毕正义自缢，证据不足，且唐高

宗有意袒护，审理无果。这时，王义方

站出来，叱令李义府出列，听其陈述。

王义方按历代监察规矩，为示郑重，头

戴獬豸法冠，身穿红色衣裳，大声宣读

弹劾奏本，怒斥李义府：“贪冶容之美，

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

正义……此而可恕，孰不可容！”

李义府恼羞成怒，立刻进行反驳，

二人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

边是王义方严词指责，一边是李义府态

度傲慢，百般推脱，万般辩解。王义方

正义凛然，三次叱令李义府退下，可他

仗着自己是唐高宗的宠臣，顾望不退。

最后，看到唐高宗一言不发，这才识趣

地怏怏退下，离开大堂，但他并没有引

咎自责。

廷审的最后结果，唐高宗原谅包庇

了李义府，以言辞不逊、毁辱大臣为由，

再次将王义方贬为山东莱州司户参

军。极具戏剧性的是，在王义方愤怒离

开的时候，李义府无耻地追上来责问：

“你能得御史之职，是我向皇上推荐的，

你妄加弹劾，惭不惭愧？”王义方正色

道：“我是为公不为私，从前孔子任鲁国

司寇，仅7天便诛杀少正卯，我王义方

就任御史16天，却不能替朝廷诛杀奸

邪，确实有愧。”李义府心胸褊狭、睚眦

必报，以为自己是胜利者，结果自取其

辱。

在一心以权谋私的李义府看来，王

义方似乎薄情寡义。其实王义方心存

国家社稷，坚持正义，拒绝与邪恶为伍，

是义薄云天的君子。

“大廷三叱柔奸退，汗简千年道义

彰。”涟水明初进士贾进写诗赞扬王义

方刚正不阿、怒斥权臣，这是王义方人

生中的高光时刻。

（作者系涟水县安东文化研究会会长）

我是来自海南的王义方后人。一千多年来，

王氏族人居住海岛，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如今已

有两万余人。

始祖王义方出生在涟水，早年父亲离世，母

子相依为命，却从不向困难低头，从始至终都保

持着奋发图强、饱读经史、效法圣贤、仁义礼智、

忠孝诚信的优良品德，为后人所敬仰。

生活在海南的王义方后人千年来极少为人

所知，默默无闻。王义方于唐代贞观二十年

（646年），受张亮谋反罪牵连被贬海南吉安，三

年后改任洹水县丞，长子王承候随之北归，次子

王承休留琼，从此开启了王义方后人留居琼崖的

千年历程。

据史书记载，王义方遭贬琼崖，携家带小一

路南下，准备乘舟强渡南海时，正逢酷暑盛夏，海

面风高浪急、波涛汹涌，使人望而生畏、胆战心

惊。在极其简陋的渡船面前，目睹舟子准备用

酒、肉等物品来祭祀海神，祈祷一帆风顺、安全渡

海时，王义方便借用《尚书·君陈》中的“至治馨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这句话，感慨

道：“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于是，他拿起随身携

带的水杯，舀水代酒祭祀，并以身世国运祭告于

海，大声吟咏道：“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

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

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里安流，灵

应如响，无作神羞！”他这种不畏艰难、刚直不阿、

铮铮铁骨的君子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唐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王义方离开了

生活三年的海南吉安，留下了与当地符姓姑娘有

婚约的次子王承休，从此开启了王义方后人在海

南的生活历程。一千多年以来，身处海南的王义

方后人始终铭记王义方先祖的教诲，传承他的优

秀品德。如唐代的王义方裔孙王琛借符氏兵权

得以专征，迄宋代有裔孙王树以抚黎勋任土知

县，后有王福铭者为翼民兵千户。更有元代的王

源寿、王金赵、王周讫父子三人移居会同（今琼海

市的前身）。他们深受先祖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

熏陶，以仁礼忠孝为行为准则，忠节廉明、刚直慈

悲、抚黎安邦，建立了会同县，王源寿任知县，并

先后任知县达18年之久。那个年代时有匪患，

为彻底根除匪患，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

奉朝廷之命，带兵出征，消灭匪患。在征战中，他

们先后以身殉国，真正成就了杀身成仁的大志。

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成为忠君爱国爱民的典范。

因为他们的功绩和当地百姓的爱戴，清代康熙六

年（1667年），康熙皇帝敕封王源寿为英烈护国

大元帅，王金赵为巡廊安邦显庄孝勇二将军，王

周讫为现世义勇三将军。他们所到之处的百姓

也自发建造庙宇来祭祀他们。至今，每年的农历

二月初六、二月十二、二月十八、三月初一，人们

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庙里，举行活动

以祭祀他们。这也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当地节

日。

一千多年来，从始居吉安县开始，从唐代王

琛公开始，王义方的后人如今主要定居在琼海、

定安、万宁、琼中等市县。更为可贵的是，不论居

住在何地，王义方的后人始终传承着王义方的优

良品德，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在所到之处都建

立了祠堂义塾，设立教学授礼之所，培养了许多

有志之士。他们从这里走向社会，去谱写有意

义、有价值的壮美人生。我就是受益人之一。家

住王义方大宗祠旁，我从小就对宗族文化和王义

方的传奇经历十分敬仰。从记事起，我家四代同

堂，我的曾祖父为了护国安邦，保护宗祠和宗亲

们的安全，从小习武，练就一身功夫。我的祖父、

叔祖父、姑婆也从小在祠堂义塾里学习知识。

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毅然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日

战争。最终，两人成为革命烈士，一人病逝于艰

苦的战争年代。我的父母也是王义方宗祠义塾

的学生，父亲毕业后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小时

候，我读认的第一个字和第一个数，都是在宗祠

义塾里学到的。

千百年来，王义方的优秀品德以及他对儒家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使他深受族人的认可。海南

的王义方后裔无不以他为榜样，时时鞭策自己，

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创佳绩。

（作者系王义方教育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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