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汾阳市三泉镇聂生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村落。上世纪八十年代，聂生村周边发现了
仰韶文化时期遗存，可见早在距今 6000—
4000 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的痕迹。据《汾阳三泉镇“聂生村”村名考》一
文可知宋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一石刻上
记载的“ 生村”即现在之聂生村，距今已有
966 年，该石刻也是聂生村称谓探源发现的
最早史料。如今，离聂生村仅几百米之遥的
战国“兹氏古城”老城墙犹在，似乎诉说着这
里曾经的辉煌。

聂生村也是一个保留着不少古迹的村
落。前街、后街、南北道、宋家街犹有不少深宅
大院见证着院主曾经的荣耀，观音庙、财神庙、
关帝庙、龙王庙，魁星楼、宋氏宗祠、村墙等不
少古迹见证着聂生村几百年来的沧桑变化。

笔者是聂生村人，对地方文化感兴趣，所
以对家乡聂生村有着特殊的情怀，也曾撰写
过《汾阳三泉镇“聂生村”村名考》《聂生村有
座“带洋味”的祠堂》《闲谈兹氏古城》等与聂
生村相关的几篇小文。基于此，一旦遇到某
个感兴趣的点，总会多方搜集史料探索发现
其中的历史。

聂生村关帝庙里有一块乾隆十八年的石
刻，上面刻有“乾清宫”“怡亲王府”等字样，早
些年笔者就对该石刻充满好奇，苦于资料欠
缺无从下手，疑问一直在心不得解：为何乡村
庙宇石刻会出现皇宫里的“乾清宫”以及“怡
亲王府”呢？石刻中提到的人物又是谁呢？
随着手头资料的积累，近日，笔者决定对这些
疑问进行相关解读。

聂 生 村 关 帝 庙 占 地 面 积 宏 大 ，现 存 大
殿、偏殿、乐楼等建筑，为汾阳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一、石刻内容
该石刻长约 25 厘米，宽约 22 厘米，嵌于

关帝庙之偏殿，共 73字。主要记述了相关人
物为关帝庙施银一事。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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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清宫王成
王成为聂生村关帝庙主要施银人之一，

该石刻载王成为“乾清宫执首侍首领”。执首
侍应为执守侍，宦官，七品，专司供奉。

1958 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在恩济庄发现
清代太监墓碑并留有拓片者近 300 人，这批
拓片里面就有一位名叫“王成”的太监。如今
通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得以完整获知该拓
片内容，该墓志铭记载，王成为顺天府大成
人，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十一月初
三，15 岁入宫从事太监一职，于乾隆四十七
年七月二十五日寿终，终年 71岁。该墓志铭
简单记录其生平并评价了其品性和品行，立
碑人为“异性被恩侄文林郎周景福”。文林
郎，隋置，清朝时为正七品文官所授的散官
名，网络查询未见周景福相关史料。

王成墓志铭载“……年三十一得侍监，专
司官闻簿籍事。阅五载迁敬事房执守侍……
又阅七载进宫殿监副侍……又阅四载迁内殿
总管，时年四十七岁。嗣后日直形阑，事无巨
细而必亲察于秋毫也，历二十四载，曾无少
辍。”由此可知，王成 31岁（乾隆七年）获八品
侍监衔，36 岁（乾隆十二年）获七品执守侍
衔，43 岁（乾隆十九年）获六品宫殿监副侍
衔，47岁（乾隆二十三年）至去世一直从事内
殿总管一职。

通过王成墓志铭还可知，王成 36 岁获
七品执守侍衔直至 43 岁提拔为六品宫殿监
副侍衔，中间间隔了 7 年之久，时间范围是
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九年，那王成在这段时
间内是一直从事敬事房执守侍还是有过同
级岗位调整，墓志铭没有详细说明，而聂生
村关帝庙关于王成的石刻落款时间为乾隆
十八年，正好介于期间，且王成职位“乾清宫
执守侍首领”又是七品衔正好同墓志铭中王
成七品衔所在时间范围对应，所以基本可以
断定该墓志铭王成与聂生村关帝庙“乾清宫
执首侍首领王成”应为一人。此次施银一年
后，王成于乾隆十九年获六品宫殿监副侍
衔，再次得到提拔。墓志铭之所以没有记载
王成岗位变更是因为敬事房执守侍与乾清
宫执守侍同为七品，该墓志铭记载的只是其
升官时间点，并不是详细记载其全部履历，
所以会出现墓志铭没有记载其乾清宫执守
侍这一职位的情形。

关于王成的史料，清《钦定宫中现行则
例》一书卷一训谕及清宫档案里均提到一二：

1.“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总管马国
用、张玉、王成奉上谕，八阿哥福晋母家差送
实物竟未到福晋前，太监王寿等私相分食

……”
2.“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养心殿内

总管王成传永和宫日用黑炭二斤，自今日起
止退……”

3.“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初酉……
整个月饼果报来之日，随果报带进京去，交与
养心殿内总管王成，赏京内嫔妃、阿哥、公主
等位……”

4.“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召见皇
子及军机大臣至养心殿西暖阁面奉上谕，昨

妃将伊宫使唤女子责处致毙……王忠、王
成、王成义、郑玉柱、赵德胜专司内廷，今 嫔
殴毙使女,伊等不能预为劝阻所司何事,著各
罚钱粮一年……”

上面这四则内容可从侧面反映出王成
在宫中从事传口谕、传圣旨或办交代事宜，
及管理内廷等事务。王成虽然是一名太监，
但在宫中却也能站稳脚跟，从一名普普通通
的太监逐步升至六品衔，这与他的为人处世
以及办事风格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与此
同时，他也是接近乾隆皇帝和后宫嫔妃次数
比较多的太监之一，聂生村关帝庙这一远离
京城的乡村庙宇能保留记录这一段捐银事
宜实属不易。

三、怡亲王府总管王配
怡亲王府总管王配为聂生村关帝庙又一

主要施银人。关于王配的史料并不多见，《潭
柘寺置地修道碑》中出现怡亲王府总管王配
字样，内容记载了乾隆六年，怡亲王府总管李
天福、王配为资助岫云寺举办龙华法会各捐
俸二百两……，《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
究》一文引用了《潭柘寺置地修道碑》中部分
内容，还提到李、王二位总管为王府中的包衣
旗人，但王成是否真的如文章所述为包衣旗
人目前还没有其他证据佐证。

乾隆十八年，怡亲王府主人为第二代怡
亲王弘晓，其于雍正八年（1730 年）袭怡亲
王。乾隆四十三年，薨，谥曰“僖”。弘晓与乾
隆是兄弟，王配能在亲王府当差并受重用原
因不得而知，但从《潭柘寺置地修道碑》与聂
生村关帝庙石刻可以判断，王配为寺庙捐银
很普遍，且出手阔绰。

四、施银原因分析
古代，太监给寺庙施银是很平常的一个

事情，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故不多述，究其
原因，从宏观上来说主要还是与信仰或祈福
有关。

王成、王配及其家族为聂生村关帝庙施
银一百两，一百两对于乡村庙宇来说是一个
大数字，但远离京城的乡村庙宇为何会吸引
到他们的注意，他们为何会给聂生村关帝庙
施银？这些疑问更是值得探讨，目前，笔者没
有直接证据，只能推测原因：

其一，过去修缮庙宇可能有募捐渠道，他
们通过募捐渠道有选择性地施银，类似于现
在的慈善总会或者红十字会募捐。

其二，清代民国以来，聂生村在外经商者
甚众，王成、王配及其家族成员给聂生村关帝
庙施银可能有中间人为他们牵线搭桥，或许
与聂生村在京城经商的商人有关。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载“七品执守
侍 ，每 月 食 银 四 两 米 四 斛 ，公 费 制 钱 一 贯
…… 一 年 终 崇 文 门 取 银 三 千 六 百 两 恩 赏
……乾清宫首领太监共银五十八两”。为聂
生村关帝庙施银的王成当时每月食银四两，
虽然不多但一年下来还会有恩赏银五十八
两，所以王成的收入还是不错的。王配一次
就给潭柘寺捐俸二百两，可见其收入更是可
观，所以王成、王配及其家族一起施银一百
两用于聂生村关帝庙的修缮，这点钱对于他
们来说并不算多。

该石刻还有一处有意思的发现，清代规
定“同姓不能通婚”但王配身为怡亲王府总管
其子却与同姓结婚，很显然，这是违反清朝律
法的。《明清时期“同姓结婚”论述》一文指出，

“同姓结婚”现象常见于少数民族聚集的偏远
地区和儒家文化濡染的地方，并详细分析了

“同姓结婚”出现的原因，文章指出“同姓结
婚”问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国家进程在地方
实践中被民众接受和调试后的结果，此外民
间“同姓结婚”还遵循“同宗不婚”这一习惯，
这两原因或许能解释清王配其子为何会与同
姓结婚吧。

后记：古代石刻记录历史，见证时代变
迁，留存下来的每一方石刻都有它独特的价
值，如果能把每一方石刻都深深挖掘背后的
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这对于促进地方文化
发展补充地方文化历史信息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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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家祖籍辽阳或者说籍贯北京，居
官之地南京江南江宁织造府。《红楼梦》甄家
居官之地也在金陵“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
甄家”，所以曹甄两家是对等关系，这是红学
界许多人认同的观念之一。资料显示康熙年
间曾诏内外大臣举荐博学之士在体仁阁试诗
比赋，乾隆年重建后，体仁阁作为清代内务府
缎库。缎库不就是缎子库吗？不就是织造府
吗？所以甄家就是南京曹家织造府。“还有如
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
次”，康熙时期曹寅确实接驾四次，进一步说
明甄家即清代曹家。

贾家则祖籍南京，封居之地长安都西京，与
现实中的曹家籍贯北京，官居南京完全不对等，
故曹雪芹自传说是不能成立的。如贾宝玉说“单
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麝月说

“（贾府）家里上千的人。”贾府家里竟然有几百个
女孩子，能是曹雪芹家吗？曹雪芹家子孙很少，
三代加起来也不够十个男丁。所以贾府绝对不
是南京织造曹雪芹世家。曹雪芹写作在悼红轩，
悼红轩不正是悼贾轩？故曹贾关系是古今关系，

贾府是明代末世人，甄府曹府是清代人，甄曹府
是贾府的三劫后裔。秦业影射曹振彦，甄应嘉音
近曹寅家，甄士隐就是曹玺之隐。

《梦觉主人序》认为《红楼梦》“立意以贾氏
为主，甄姓为宾，明矣真少而假多。”启发读者
区别贾宝玉是想象虚构的前代人，甄宝玉是现
实的曹家当代人，小说主题是贾宝玉不是甄宝
玉，就是说小说不是曹雪芹自传，是曹雪芹梦
幻的明末永和府。贾府宁国公原型取自明藩
庆成王生百子故事，与贾府千人大家可谓对
证。“贾府为主，甄姓为宾”还说明小说虚构为
主现实为宾，就是说曹雪芹没有在明末二王府
生活过，二王府生活是虚构的，但是曹雪芹熟
知张侯家、明珠家、平郡王等世家的生活，这些
现实生活被曹雪芹移植改造为二王府大观园
生活，故假为主真为宾。贾家与甄家的两代人
关系，可谓贾甄乃主宾关系，也是一种古今关
系。贾家与甄家上辈子与下辈子的关系，脂砚
斋也有说明第 71回庚辰本批语“一提甄事，盖
真事欲显，假事将尽”明确说明贾府败尽后甄
府才显赫。贾宝玉的后世即是甄宝玉，二者之

间有血脉相传。一方面甄家是贾家的投胎转
世，甄家不断在暗中祭祀贾家，如 56回清明时
节甄府派来四个女人四十多岁四人道四人笑
四人忙，体现神三鬼四的祭祀民俗，再如 64回

“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
打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你先要了来，
给他去吧。”还有 71回献礼“共有十六家有围
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
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另一方面贾家将一
份空头祖业留给了甄家，如 17回“赖爷爷说，
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
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
万，下剩二万存着。”这是告诉读者甄家应该是
贾府财富的合理继承人。

元妃省亲点的第三出戏《仙缘》，脂砚斋
评语是“《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甄宝玉
送玉的故事小说里看不到了，但是甄宝玉大
梦醒来看破红尘将“玉玺”送走，不正是象征
着曹家放下皇明心态，接受并且过上了平常
百姓生活了吗？贾曹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甄
家与贾家的关系来求证。

百年前胡适先生初步断定“甄贾两宝玉，
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
曹家的影子”。这一结论只能说是朴素贾曹
观，粗看有点影子，细究则难以成立。作者与
自己作品里的主人公之间当然是血与肉的关
系，主人公的思想当然就是作者思想的再现，
但不一定就是自传和化身。贾府甄府当然都
是曹雪芹杜撰，一定会结合自己的阅历，有曹
家的影子是自然，这是所有作品的共性，不等
于自传。贾府生活是曹雪芹想象出来的明末
永和王王府生活，而贾府某些细节则借鉴了
身边的张侯世家和明珠家事等现实素材。曹
雪芹家总人口 106，与贾府千人以上生活则不
能匹配。

总之，曹家与甄家是对等关系，贾家与甄
家是主宾关系即祖辈与后辈关系，曹家的祖
上是明代贾家，曹家的现实是甄家被抄家了，
贾家本姓朱氏，清代改姓曹。所谓“天外人传
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的一歌两喉。

《红楼梦》贾家、甄家与曹家的联系与区别
□ 吕世宏

汾阳聂生村关帝庙清乾隆十八年石刻之浅探
□ 李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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