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椁之谜

在合浦原县政府大院的树阴下，摆放着好几条凿得很平整的长石板，合浦博

物馆王伟昭馆长带笔者去参观这些长石板，其中一块长 334 厘米，宽 62 厘米，

厚 17 厘米，板面阴刻一行匾形楷书的铭旌（指旧时刻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衔和

姓名的长幡，但这里的长幡被长石条取代），全文如下：“皇清赐坊旌表节孝晋封

一品夫人王母氏陈墓”（此长石条已断为两段，刚好在“一”字的底部断开，见

照片）。王馆长介绍说，这些长石板是一副石椁，据说是为合浦王屋王广轩（绰

号叫小鬼）的祖母做的，是广西至今发现的惟一的石椁。

笔者认为，这是一副值得研究的石椁，因其铭旌中的“晋封一品夫人”，说

明墓主的丈夫应是一品官。此官在封建皇朝官阶等级制度中，是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大官。笔者查阅了《合浦县志》的有关史料，在清代，合浦没有人当过一

品官的记载。如果没有一品官，又何来一品夫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谜，因此，

有兴趣通过王馆长提供的线索，逐步去解开这个谜。

合浦玑屯王氏家族的后人，有一本族谱，族谱是这样记载的：“（王）乃宾，

字寅东，号雁秋，授光禄大夫，赏戴花翎，特授泗城府正堂，署理太平府正堂。

生于道光癸卯年……终于光绪辛未年（查光绪年间没有此年号，笔者注）。妣陈

夫人生于道光丙午年……终于同治庚午年……”据族谱的这一记载，合浦“王母

氏一品夫人”的谜团，得到一些了解：

1、陈姓墓主的丈夫是王乃宾无疑。墓主是王乃宾的原配夫人。可她的寿命

很短，只活到 24岁。

2、王乃宾的前半生曾任泗城府（广西凌云）和太平府（为今广西凭祥市及

崇左、宁明、龙州、大龙等县地）的正堂（即第一把手），其后半生的仕途青云

直上，最后升迁至光禄大夫，此官在明、清两代为正一品。王乃宾约在 50-60 岁

之间病逝。



3、王乃宾任光禄大夫后，虽然他的原配夫人已逝去 20多年，但为了使亡妻

能享受夫荣妻贵的荣誉，经奏请，清皇朝按清延规定的礼制，给他的夫人“赐坊

旌表节孝晋封一品夫人”。很显然，这对于王氏家族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殊荣，

于是制作了这副石椁。

4、椁，是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在封建社会时代，只有高官贵族的人死后，

才能享有这一超级的厚葬。据了解，王母氏的这副石椁自做好以后，不知何故一

直没有用过。而一品官王乃宾死后也没有和原配夫人葬在一起，而是葬于另一墓

地，其第二任夫人死后和他合葬。此外，石椁的铭旌有“皇清赐坊旌表节孝”的

字样，说明还有为“一品夫人”建造的牌坊，以表扬她遵守封建礼教的模范行为。

然而查阅《合浦县志》和采访王氏家族的一些后人，都没有发现为一品夫人“赐

坊”的记载和牌坊的遗迹。这是一个待解之谜。

经电脑修复的石刻铭旌



用石条阴刻的铭旌（已断裂为两段） 图中的石条为陈墓石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