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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的柑橘——九月红

坐在腊月的绿叶丛中

忙碌与辛劳围绕着它

所有来过的人，都心存喜悦

风声里不连贯的话语

拂去露宿在枝头的霜雪

寒流掩不住那前世梦境

新的时间，直抵新年叙事

我心存感激，努力地爱

树树九月红要表达的愿望

穿越村庄多情的炊烟

在新年里被一一应允

（作者单位：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岭上九月红
□ 向建国

在天寒地冻的严冬

围炉往往和年末新岁连在一起

三五好友，寒夜围炉

生一炉烟火，围一方天地

炉火升腾，慢慢地煨着茶……

茶香暖意晕染在屋子里

在岁晚务闲，家人朋友相聚

是最为幽静之处难寻的雅致

小火温吞，茶香弥漫

让心在袅袅烟火中归于平静和舒适

“围炉小饮忆花开”

这是冬日里的一份小惬意

彼此之间的默契是一种心有灵犀

茶，是生活里一抹挥之不去的暖意

伴着茶香，我们一起闲聊

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炭在火炉里燃烧

一杯热茶就是最好的慰藉

茶香缱绻，缕缕氤氲

许你一个暖冬，相约一场茶事

（作者单位：忠县石宝中学校）

许你一个暖冬
□ 吴宗权

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侯若源，和

忠州特别有缘分的清代知州》，没想到

这篇并不起眼的小文竟被远在天津的

侯若源第六世孙侯全霖先生看到了。

他通过网络找到我，和我建立了联系，

做了很多交流。

侯 全 霖 先 生 只 有 三 十 多 岁 ，是 一

个很有家族情怀的人。为了追寻先祖

遗踪，他趁长假从天津自驾到达忠县，

在忠县做了为期两天的寻访，收获满

满。他在微信里说：“我爬上了祖先爬

过的石宝寨，登上了祖先登过的白公

祠之中的香山，更寻找到了祖先赋过

诗的陆宣公墓和更加鲜为人知的读书

洞，找到了祖先捐资助学的白鹿书院

原址，走过了祖先当年反复穿行的忠

州东门，在酒店远眺翠屏山，感受着祖

先当年的一丝丝心境。虽相隔一百五

十年，但走着同样的阶石，经历着同样

的场景。”

通 过 侯 全 霖 先 生 ，我 更 增 进 了 对

侯若源的了解。

我 前 文 称“ 侯 若 源 是 和 忠 州 特 别

有缘分的清代知州”，理由是他曾经两

次出任忠州知州，这在历史上是很少

见的。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侯若源不

是两次，而是先后三次出任忠州知州，

直到病逝于忠州。这恐怕在历史上是

绝 无 仅 有 的 。 说 他 和 忠 州 特 别 有 缘

分，一点没错。在《南皮桃源侯氏文章

汇编》里有一篇《若源公传》，里面清楚

记载着侯若源三次出任忠州知州的时

间，第一任是己巳-壬申，也就是同治

八年（1869 年）到光绪元年（1875 年）；

第二任是癸酉-庚辰，也就是同治十二

年（1873 年）到光绪六年（1880 年）；第

三 任 是 辛 巳 - 甲 申 ，也 就 是 光 绪 七 年

（1881 年）到光绪十年（1884 年）去世。

侯 全 霖 先 生 是 个 有 心 人 ，他 想 方

设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了不

少侯若源的珍贵资料，包括同治五年

五月侯若源吏部候选主事的《为呈星

请自备资斧充当玉牒誊录事》、同治

七年六月候选直隶州知州的《为请恩

恩准领取馆文赴吏部注册铨选事》、候

选光禄寺署正的《为请恩恩准领取馆

文赴吏部注册铨选事》等原件。其中

《为请恩恩准领取馆文赴吏部注册铨

选事》是侯若源的亲笔，我们可藉以欣

赏到他清秀的蝇头小楷。最重要的是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四川总督丁宝

桢《题报忠州直隶州知州侯若源病故

日并请开缺事》原件，此件准确无误地

证明了侯若源于光绪十年病故于忠州

任上。

侯若源从小聪颖好学，可惜屡次乡

试未中，直到咸丰元年（1851 年）才中恩

科乡试副榜，这年他已 41 岁。之后他

被玉牒馆保举，候选直隶州知州。他一

直候缺到同治八年（1869 年），才等到四

川忠州有官员职位空出，在完成吏部考

试得到朝廷批准后，于当年底抵达忠州

上任。这年他已 59 岁。对于这个迟来

的官位，他非常珍惜，到任后即亲书一

副楹联悬挂在大堂上以自励：“励我操，

劳我神，我愿洁己布公，庶几我民劝善；

莅斯土，尽斯职，斯能实心行政，不愧斯

郡名忠。”这里有一点很有意义，就是他

特别说到“不愧斯郡名忠”。在忠州这

个以忠命名的郡城，做事要对得起一个

“忠”字。这也正好是忠州的人文核心

所在。

侯 若 源 经 过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得 知

当时忠州的市井百姓喜好诉讼告状，

前任遗留未办结的案件不下百起，他

迅速审判清理完毕，从此不再有积压

的案件。他书写一副对联劝告百姓息

讼止争：“负气相争，判断明末必尽能

如 意 ；平 心 再 想 ，忍 耐 了 岂 不 省 得 劳

神。”意思是不要动不动就对簿公堂，

很多事可以心平气和协商解决。

在 忠 州 先 后 任 职 十 多 年 ，侯 若 源

做了很多好事。他重视办学，为白鹿

书院和绍鹅书院（在拔山镇）出资一千

八百金，有时还要亲自授课。学生献

给他的对联称：“加意爱民真父母，推

诚 待 士 胜 师 生 。”他 惩 办 县 城 劣 绅 蒋

某，盐匪“大烟杆”，盗窃犯唐汶泷，勒

令石宝寨侵吞天台寺田产的绅某如数

归 还 ，为 受 冤 屈 的 王 长 寿 平 反 ，制 止

蓝、杨两位士绅依仗势力诈骗鱼肉百

姓，为坟地边界涉讼的老百姓实地勘

测并设立界碑进行最终判定。类似政

绩尚多，不一一列举。老百姓称他为

青天，先后赠给他的匾额有：“除莠安

良激浊扬清”“泽被临江”“堂镜高悬”

“万家生佛”等。每到他的生日，百姓

赠送的万民伞可以挂满整个大堂，士

绅 民 众 都 来 举 杯 祝 寿 ，挤 满 整 个 官

署。一时忠州弊绝风清，全境安宁。

作 为 饱 学 之 士 ，侯 若 源 除 了 勤 于

政务外，还写作不少诗歌楹联赞美忠

州，题陆宣公祠联：“文名自才学中来，

出身时未计终身之宦况；识量由性功

上见，读书人方知著书有危心。”题白

公祠联：“诗酒风流，古今来公真无匹；

山川云绕，俯仰问世更有谁。”

侯若源与晚晴名臣张之洞为南皮

同乡，他比张之洞年长 27 岁，彼此相

知。有趣的是，侯若源任职忠州时，张

之 洞 正 好 以 四 川 学 政 身 份 到 忠 州 监

考。张之洞工作之余到东坡寻访白居

易遗迹，写了一首《忠州东坡》诗，诗后

特别注明：“今忠州为四川善地，余按

试时，同乡侯菊坡知此州，先调省，年

余回任，甚喜。”他说的“同乡侯菊坡”

就是侯若源，“先调省，年余回任”就是

侯若源调回河北一年后又回到忠州再

次任职的事。

侯若源是真正把忠州当成了自己

的 家 ，全 家 几 代 数 十 口 人 都 住 在 忠

州。光绪十年（1884 年）正月十四日，

74 岁的侯若源病逝于忠州任所。根据

传统，死后遗骸必须归葬故乡。忠州

离侯若源故乡河北南皮县有数千里之

遥，差不多要从南到北跨越大半个中

国。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公路运

输一说，抬着灵柩跋山涉水，行走于崇

山峻岭、深沟险壑之间，要越过无数艰

难险阻。侯若源一生清廉，没有多少

积蓄，全家数十人加上书童、丫鬟、力

夫共百余人，沿途费用之大，也是个难

题。好在清廷为了倡导孝道，规定凡

逝世于任上的官员，灵柩返乡由沿途

接待并派员护送。这样，侯若源的灵

柩才得以返乡，但因为道路艰险、风雨

难测，经过漫长的一年半时间才终于

抵达南皮县，葬于小丈二桥村。

（作者系忠县人，重庆市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再谈清代忠州知州侯若源再谈清代忠州知州侯若源
□ 陈仁德

知行合一
□ 戴三七（作者系忠县籍著名书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