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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时，王居正多次为民请命，要求

减轻赋役，最终得到朝廷恩准，高

宗也不由感叹说：“守臣爱百姓皆

如此，朕复何忧。”

因为政绩突出，王居正再次被

朝廷征召入京，先后担任太常少

卿，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史

馆修撰等，又多次向朝廷上奏章，

得 到 高 宗 的 认 可 。 绍 兴 三 年

（1133），又兼权直学士院，擢升兵部

侍郎，后升文华阁大学士兼枢密

使，赠太师，负责处理军国大事。

但随即被排挤，先后出知饶州（今

江西上饶）、吉州（今江西吉安）。

侍御史谢祖信再次参劾王居正凶

暴诡诈，倾陷大臣，因此被罢官，隐

居括苍山三年，然后起知温州。这

时，秦桧已再次拜相，大权独揽，排

除异己，打击抗金派，将王居正贬

为江西婺州知府。

按旧制，婺州每年要进贡罗布

一万匹，进入崇宁（1102-1106）后

增加了5倍，建炎（1127-1130）中期

减为两万匹。王居正到任时，朝廷

负责纳贡者想恢复崇宁年间的罗

布数量，王居正便到朝中大力游

说，可是户部的督促更加严厉。王

居正干脆不执行公文，并对属下

说：出什么事我来负责任，不会让

你们受连累。还写下文书交给手

下的官吏，说：上面要是怪罪下来，

拿出这个就可以解脱干系。尔后，

他又上疏，向皇上陈述“五不可”，

终于得到豁免岁贡的诏书。

建炎中，各个曹司购买“御

炭”，要求木炭必须是“胡桃文

（纹）、鹁鸽色”。王居正说：老百姓

以炭为业，一直住在深山里，哪里

知道什么是胡桃文、鹁鸽色？于是

入朝面上，使得皇上下诏制止了这

一劳民伤财的奢靡之举，召他为太

常少卿、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

史馆修撰。王居正在皇帝面前为

民请命，减免贡赋的事例还有很

多。

绍兴二十一年（1151）初，王居

正奉宋高宗之命来广东，由监察御

史安置。他携妻李氏以及两个儿

子王斗魁、王斗赳渡海来琼州，居

住于府城高第街10号（今琼山新华

书店后），当年三月便逝世于当地。

王居正逝世的消息传到朝廷，

高宗对这一多次沉浮、才学横溢的

干臣伤悼不已，同年十二月，特地

派遣赐进士陈诚之到琼州予以御

祭，祭文为：“惟尔人龙著瑞，文虎

标奇，绣斧扬威。乘鹭车而密察金

瓯，应卜衔风。诏以宣猷。声名争

日月之光，勋业焕钟鼎之峙。敬敷

五典，方膺芸省之荣，弼亮一人，特

重沙堤之拜。触邪佞而请上方之

剑，贞僚属以淳下士之风。两登戎

府，皆值艰危。一斥蛮荒，遂成永

诀。特颁御祭，爱贲始终。”并赐谥

号“文义”。为了让逝者享受无尽

哀荣，可能不乏溢美之词，但是朝

廷对勤政爱民、多有作为的王居正

的极力推崇可见一斑。

王居正逝世后，葬于琼州府城

潭谢村（现为琼山府城那央新潭

村），其墓园在古村西侧，背倚山

丘，面临大潭，坐北朝南，依山而

立，前有十级石阶拾级而上，墓园

平整，墓前有悦公拜亭，拜亭左右

立有象征权威身份的石望柱。墓

丘圆形，高 2 米，外表火山岩石垒

砌，墓园内立有20多个墓碑，为王

居正后裔为纪念先祖而立，形成了

海南少有的特色墓园碑林。

墓前主墓碑为光绪十八年重

修坟墓时所立，正中楷书镌刻：南

宋兵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赠观文

殿大学士谥文义王始祖墓。墓前

立有一通皇帝赐谕葬的“宋王文义

公谕祭碑”。墓园南面有荷塘，每

年五六月间，水潭荷影婆娑，吸引

了不少文人。清朝末年，诗人李熙

曾慕名前往祭拜王居正并观赏荷

花，有诗为证：“浮沉宦海奈花何，

花傍清流胜我多。白水写心澄似

镜，绿波蘸影淡于罗。任教瘴雾穷

边起，剩有香风到底和。多少村人

还自在，耕余来听采菱歌。”王居正

逝世后，他的儿子王斗魁就此落籍

生根，后代又在海南各地繁衍。王

居正因此成为王姓过琼始祖，到现

在王氏子弟繁荣昌盛，散居于整个

海南岛，还有部分移居海外。王居

正忧国忧民、坦荡无私的精神，一

直激励着后人，为后人仰慕和学

习。

时至今日，王居正墓园已经成

为王氏后人祭拜先祖以及海南居

民 感 受 古 代 历 史 的 重 要 去 处 。

1990年被当时的琼山县列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2016年先

后被列为海口市和海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墓园附近那央村的

王文艺夫妻义务守墓60多年，两位

老人去世后，他们的儿子继承遗

志，继续以守墓为己任。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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