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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7

底卜昌村王氏聯合鄰近鄉村為抵禦捻軍的襲擾而建

重修祠堂碑記、修廟記及有關王氏賑災的碑記等

等。本文嘗試用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對若干碑記加以

一、從《王氏家廟記》談起

1876-1877

歷捻軍襲擾後不久的卜昌村中曾組織附近鄉民

抵抗捻軍的王氏族人再次在災荒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王大溫、王大文、王惟圖、王惟欽及王惟

1880

大溫等人立碑以答謝王家的義行。1 早在光緒五

1879

奉旨賞加鹽運使銜。2 

　　王氏家

3

夫之廟有三。溫家自高祖以來繼禰為小

剏

恧焉。於是思成

芘

乃不辭而為之記。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經筵日講起居

注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副總裁總理各國事務管理戶部三

庫稽查京通十七倉大臣加三級毛昶熙撰

晚清亂世中的華北鄉村

　　博愛縣寨卜昌村若干碑記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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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授修職郎候選訓導陳震書

詔封通奉大夫欽加鹽運使銜賞戴花翎山

東候補道加一級隨帶加二級五孫大溫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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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嘉平月上澣谷旦 

族人守約刻字

自己修建家廟的理由。碑記中王大溫稱自己為五世

合清代品官家廟的規格。據現存光緒三年所修王大

也就是王大溫所說的「自高祖以下為小宗」。王問

的冶鐵和鐵貨製造中心　　山西的澤州、潞安二

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王氏自王問安曾祖王敖開始經

4

二、《創建大王廟碑記》所見之鄉村整合

咸、同之際的懷慶府地方社會一直在動盪之

1853

5 

1867

其襲擾的目標。此時的卜昌村王氏先後捐鉅資修

司職銜的王啟俊及其子弟帶領周邊村落的村民數

俊等人便聯合喬卜昌、油王卜昌等村共同修築寨

6

7

已酉科拔貢侯選教諭東周張慶元撰

邑庠生員安昌韓五雲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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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季冬上澣之吉立

　　　　　　　　　　　 石工王守約鐫

運河及黃河一帶的市鎮鄉村多有其祭祀廟宇。明

8 作為河內縣最大的商業

曾出資修繕。同治年間地方上的亂事打破了鄉村

更深入的調查來解答。

地方上的社會危機隨著捻軍的戰敗而得以

1874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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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立

大清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季春之月中浣

穀旦

這在當時的河內縣鄉村是很普遍的現象。祠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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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大溫又修建了支祠　　

的權勢與榮耀。

四、結語

期華北一個普通鄉村在捻軍襲擾前後所發生的變

化　　

加擴大了王氏在地方社會的權威。透過卜昌村的故

部變化的背後所存在的機制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1997 144下。

3  

封贈之碑及此碑均存王氏宗祠內。

4  

5  

碑存博愛縣石佛堂。

6  

翎同知銜特授湖北荊州直隸州州同青臣王公墓志

昌村王氏宗祠內。

7  

存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

8  

註釋

* 2007年8

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

學院客家研究所協辦的「2007年歷史人類學全國

昌村作調查。本文的寫作即基於是次調查所收集

1

「王大溫」。王大溫在光緒七年曾與江南士紳

10

光緒初年華北災荒及江南士紳在懷慶府義賑的研

2005 5 114-148。

2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五期　2009.4.15 第27頁

2005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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