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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竑不仅是明代前期著名的爱国民族英雄、军事家兼诗人，也是一位杰出
的政治家。由于王竑爱国事迹非常突出，人们对他作为一名爱国民族英雄了解
比较多，印象深刻，但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对他作为政治家的事迹了解甚少。因
此，本文专门对王竑政治事迹进行论述，以期人们对这位明代前期杰出的政治
家有一个清楚认识。

王竑的政治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明代宗在位时期；后期，即明英
宗复辟后和明宪宗在位时期。前期，王竑政治活动轰轰烈烈，曾在土木堡事件
后为挽救国家危亡，率众当廷打死为虎作伥、气焰嚣张的锦衣卫指挥马顺，并在
随后的京城保卫战中协助民族英雄于谦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
战功。京城保卫战胜利后又被朝廷委任为江淮巡抚，在疏通京杭大运河和救济
百万灾民中政绩卓著。在后期，在蒙古鞑靼侵扰明朝北方，明军连吃败仗军情
紧急的情况下，王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被朝廷重新起用，官
复原职，率军击败鞑靼侵扰，再建战功。之后再次被委任为江淮巡抚，最后升任
兵部尚书。

作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有关政治活动。王竑前期的政治主
张和有关政治活动，集中反映在明景泰年间他给明代宗的两次奏疏中。这两次
奏疏的内容《明史·王竑传》和《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等众多文献中都有明确记
载，而《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载为最完整。现根据《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
载，将王竑给明代宗的两次奏疏情况叙述如下：

第一次奏疏时，王竑官职为佥都御史，官阶并不高，为正四品，被朝廷委以
重任，让他巡抚淮安、扬州、庐州、凤阳四府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又命兼理盐
课。在此期间，王竑目睹了江淮一带的广大百姓在雨雪等沉重自然灾害打击
下，流离失所，生活极为艰难，性命难保的情况，于是在明景泰四年农历正月丁
亥日给明代宗上书：

“山东、河南、东昌、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处，去年正月大雪异常，夏秋雨水，
人民庐舍漂荡，麦稻淹没，老稚颠连流徙。迩者，新春风雨连月，寒冱倍冬，不识
天意果何在哉？

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征之戒，责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图。进
君子而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处。又必省刑罚而止聚敛，节财用而抑
贡献。罢无益盖造之工，严无功爵赏之滥，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庶几
人事修而天变可回……”［1］

明代宗采纳了他的这次奏疏意见，当即下诏曰：“连阴雨雪过多，皆朕不德，
政务有乖所致，朕深警惧。内外文武大臣，亦当修省改过。勉辅朕躬，以回天
意，以弭灾异。但有可以安邦利民之方，许诸人直言无隐。”［2］

第二次奏疏时，王竑因担任江淮巡抚功绩卓著，已经被朝廷升任为左副都
御史，并继续担任江淮巡抚并兼总督漕运，当时江淮一带灾情依然非常严重。
王竑于明景泰五年二月丁未日上奏疏道：

“山东、河南并直隶淮徐等处，连年被灾，人民困窘。去岁十一月十六日至
今正月，大雪弥漫，平地数尺，朔风峻急，飘瓦摧垣，淮河、东海冰结四十余里。
人民头畜冻死不下万计，鬻卖子女莫能尽赎……

皇上即位以来，敬天之诚，爱民之仁，非不至也，而天变民穷今特尤甚者。臣愚昧无识，切恐圣
德虽修而犹未至欤……伏望皇上共责有位之臣，修厥德，新厥治。修德也，必钦天命，法祖宗，正伦
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广仁爱，厚诚信，释猜疑，务果断，则修有其诚矣；图治也，必进忠良，远
邪佞，公赏罚，伸冤狱，宽赋役，溥赈恤，节财用，禁聚敛，却贡献，罢工役，则图治有其实矣……”［3］

明代宗接到王竑第二次奏疏，同样表示欣然接受。［4］

为什么王竑第一次上奏疏之后，又第二次上奏疏？原因在于他发现第一次奏疏虽然被明代宗
欣然采纳，有所实行，但实行不够彻底，因而实际收效不大；他还发现第一次奏疏中提出的政治主张
还不够完善，在第二次奏疏中又做了一些补充。

综合分析王竑这两次奏疏所包含的政治主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主要就君主应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而说的，其中包括10点内容：
1.钦天命。（君主应该恭敬天命，不能胡作非为。）2.法祖宗。（君主应该效法前代英明君主的做

法。）3.正伦理。（君主应该端正伦理关系。）4.笃恩义。（君主应该注意对人切实实行恩义。）5.戒逸
乐。（君主不应该贪图安逸享乐。）6.绝异端。（君主不应该听信邪说。）7.广仁爱。（君主对百姓广泛地
实行仁爱。）8.厚诚信。（君主对大臣应该诚信。）9.释猜疑。（君主对大臣应该消除猜疑。）10.务果断。
（君主对正确的事情应该果断去做，不能犹豫不决。）

第二方面，主要就革新政治而说的，其中包括13点内容：
1.进忠良。（君主应该任用忠诚贤能官吏。）2.远邪佞。（君主应该疏远奸邪小人。）3.公赏罚。（君

主应该做到赏罚分明。）4.伸冤狱。（君主应该伸张正义平反冤案。）5.宽赋役。（君主应该减轻农民租
税负担。）6.溥赈恤。（君主应该对受灾和困难的百姓广泛地实行救济。）7.节财用。（君主应该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8.禁聚敛。（君主应该禁止聚敛财富。）9.却贡献。（君主应该停止让地方上贡财
物。）10.罢工役。（君主应该停止建造无益的建筑和让百姓服各种徭役。）11.省刑罚。（君主应该减轻
刑法。）12.散财以收民心。（君主应该散发财务来收揽民心。）13.爱民以植邦本。（君主应该爱护百姓
来培植国家根基。）

王竑以上奏疏内容主要针对皇帝说的，但也建议皇帝“共责有位之臣”修明政治，也就是说希望
皇帝督促诸位大臣要做到奏疏所讲的这些修明政治的措施。

王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政治主张，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他自从走上明朝政坛以来，通过亲自参与有关重大政治活动，深刻了解当时明王朝存在的严

重政治危机；2.他深知解决这些问题，消除明王朝政治危机的办法，那就是必须切实进行政治变革
来清除各种弊端；3.他通过担任两淮巡抚亲自到江淮救灾深入社会下层，目睹了数以万计灾民的深
重苦难，因而更加认识到革新政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4.受到前代著名政治家诸葛亮、魏征等影响。

王竑提出的这些政治措施都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皇帝若能认真实行，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政治效
果。实际上王竑的这两次奏疏被明代宗采纳后，得到了一定的实行。《明史·景帝纪》赞曰：“景帝当
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正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
宗社又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5］应该说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明代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
其中不能不说有王竑的上奏疏之功。换句话说，王竑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明代宗的实行。

王竑的两次奏疏，之所以能够被明代宗采纳，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王竑奏疏内容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国家和人民；2.王竑利用被儒家崇奉的经典著作

《易经》和当时被一般人信奉的“天人感应”说来说明问题，容易被明代宗接受；3.王竑当时因为在土
木堡事件后，于朝廷当场带头打死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随后的京城保卫战中功勋卓著，在全国享有极
高声望，因此深得明代宗信任；4.明代宗本身经过土木堡事件和京城保卫战后，受到残酷的现实教
育，深知像王振这样的奸佞给国家造成的祸害，也明白只有依靠像王竑这样一些贤能大臣才能治理
好国家，因此易于接受这些意见。

但好景不长，随着祸国殃民的明英宗复辟，一大批权奸上台执政，王竑遭到残酷政治迫害，被削
职为民送回家乡河州，其政治主张自然也被搁置一边。

在后期，王竑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明宪宗即位后，王竑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再次
给了王竑实行政治主张的机会。王竑确实在军事方面发挥了卓越才能，向明宪宗提出了一些好建
议，并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作出了许多贡献：天顺八年冬十月辛巳日，他在升任兵部尚书
后，曾给明宪宗上书：“……居安思危，而武事不可不讲。”［6］

他曾给君主上军事奏疏4份，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军事革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恢复武学，为朝廷培养军事人才，加强军事研究；2.令天下边疆各陈战守方略，督促各地做好

战备工作；3.对军队进行整顿，革除影响军队建设的各种恶习弊病；4.准备将两位优秀人才岳正和
张宁引进到兵部，加强兵部力量。

王竑的这些军事建议切中了当时明朝政治军事的要害，他提出的一些军事改革措施也是非常
正确必要的。但不久由于明宪宗听信权臣大学士李贤出于私人成见的意见，阻挠他改革计划的实
行，王竑知道自己的政治计划最终难以实现，于是便愤而辞官归隐，其军事改革计划也未能得到贯
彻执行。

王竑的辞官归隐既是他个人的政治不幸，也是明王朝的极大政治损失。如果王竑在位的时间
更长，他的政治包括军事改革计划得以顺利实现，那么明王朝有可能得到中兴。但由于他的辞官归
隐及政治军事改革计划不能实行，导致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王竑的政治改革主张尽管过去了六百多年，但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他就革新政治而说的许多内容，如“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宽赋役、节财用、禁聚敛、却贡
献、罢工役、省刑罚、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等，对加强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
关注民生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改革主张，对加强军队建设仍然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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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均引自王沛编著《王竑文化六百年 千古人豪百世衡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5月第一版。引文分别见该书36页、39页。

［5］引自25史缩印本《明史·景帝纪》［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引文见该书7803页。
［6］引自王沛编著《王竑文化六百年 千古人豪百世衡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

版。引文见该书44页。

马家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
璀璨明珠，百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研
究，有关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成果日趋丰硕。研
究表明，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4000年，以制
作精美、黑红厚重、图案繁复多变的彩陶为显著
特征，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冠名史
前彩陶艺术之巅的美称。其脱胎于仰韶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早年间将马家窑文化
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并认为马家窑类型是继
承庙底沟类型在西北地区的继承与发展，在西
北广袤的地区独树一帜，素有“西北高地的早期
开拓者”之称。马家窑文化分布广泛，以陇西黄
土高原为中心，东至陇东黄土高原，西到河西走
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川北高
原。其文化内涵丰富，可根据其文化特质和地
域分布具体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与马厂四
个类型，四个类型各具特色，但又彼此之间存在
密切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家窑文化丰富多
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为我们了解和探索
远古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岭下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陇
西、秦安、天水、武山一带，彩陶以泥质橙黄陶的
罐、壶、瓶最为典型，纹饰图案多为旋纹、变体鸟
纹、鱼纹、圆点、弧边三角、弧线组成的几何纹和
动物纹。

马家窑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兰州、临夏等
境内的黄河沿岸地区，彩陶以泥质橙黄陶为主，
常见器形有盆、瓶、壶、葫芦罐、瓮等，陶制细腻，
彩绘为黑彩，纹饰图案主要有条带纹、圆点纹、
漩涡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等。

半山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我省陇西河谷和
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区，彩陶以红
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罐、瓶、壶，纹饰图案常见有
黑红彩相间的条带纹、锯齿勾勒成几何纹饰、象
生性纹饰，如漩涡纹、网格纹、圆圈纹、菱形纹、
锯齿纹。

马厂类型遗存分布与半山类型遗存大致重
合，只不过西界更向西，已延伸至河西走廊、青

海地区，彩陶以红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罐、瓶、
壶、豆、双联罐等，较之半山类型器形更加瘦长，
腹部内收明显，制作技术粗糙。纹饰图案主要
以蛙纹、四大圈纹、三圈纹、折线三角纹为主，部
分陶器表面存在紫红色陶衣。

目前，甘肃省经过正式发掘的马家窑文化
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天水师赵村、
武山傅家门、东乡林家、民乐五坝墓地、青海乐
都柳湾、海原曹洼等。众多遗址的发现，不仅展
现了马家窑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还反映了当
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宗教信仰，通
过这些遗址遗迹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与
创造力，为我们深入了解远古文明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资料。

在众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林家遗址作为
马家窑文化代表性遗址，在整个马家窑文化研
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林家遗址地处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一处典型的马
家窑类型遗址。1977年—1978年，甘肃省文物
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等单位联
合对林家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
发掘总面积 3000平方米。清理马家窑文化、齐
家文化、汉、唐代遗迹共计 135处。其中马家窑
文化房址 27处、窑址 3处、灰坑 98处，从地层上
厘清了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存在早、中、晚三期
的堆积关系，此外出土了包含陶、石、骨、铜等各
类器物3000余件。其中石器多以板岩、花岗岩、
鹅卵石为原材料，大部分石器通体磨光，表面光
滑，使用痕迹明显，骨器则以动物的肢骨制成，
常见有骨锥、骨针等，其中部分骨针保留针孔，
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发现数量较多的陶器，陶色以泥质橙黄陶
为主，表面饰以黑彩，造型独特。其中编号为
F16：7的文物是一件彩陶瓮。该件彩陶瓮高 37
厘米、口径 24.5厘米，腹部以上饰黑彩，敛口圆
唇、折沿斜腹，双腹耳，肩及耳部以上，分层绘平
行线纹、变体鸟纹、并列的弧线纹、圆点纹和弧
线三角纹组合而成的纹饰，整体工艺精湛、纹饰
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编号H55：34的文物是一件外附四个角状
钮的四钮罐，造型独特，较为罕见。此件文物高
31厘米、口径 15厘米，敛口、斜肩、深鼓腹、双腹
耳、平底，口沿外饰黑色宽带彩，器钮之间留有
柳叶纹底色，肩部平行饰黑色宽带、细条纹，其
下是由纵横交错的细条纹组成的网格状纹饰，
腹部饰连弧并列的条带纹和爪状纹饰。

要特别说明的是遗物中还发现了 1件青铜
刀，该铜刀长 12.5厘米，为两块范浇铸而成，刀
身薄厚均匀，表面平整，并且存在镶嵌木柄的
痕迹，经鉴定铜刀是由含锡的青铜冶炼而成，
后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另见铜渣若干，其意
义重大。这件青铜刀的发现预示着当时人们
已经从事铜器冶铸生产活动，同时为探索早期
冶金技术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但由于
发现实物材料较少，学界对于该时期是否进入
铜石并用时代、马家窑时期是否存在冶金活动
一直存在疑问。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炭
化谷物大麻子、稷、粟，进一步揭示了 5000年前
后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经济模式，即狩猎、畜牧与
农业并存的复合型经济。

因此，为了更好地、全方位地解决马家窑
文化未解之谜以及探索 5000年前后西北地区
的文明史，202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8
年后重新启动对林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本年度清理遗迹丰富，以灰坑为主，另发现少
量房址、窖穴、道路、灶址、窑址等。其中房址
以半地穴式为主，平面形状分为方形和圆形两
种，保存较差。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圆形、椭
圆形、不规则形三类。此外窑址一处，破坏严
重，仅剩火膛部分。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内涵丰富，按比例高低依
次为陶器、石器与骨器。陶器以泥质橙黄陶和夹

砂灰陶为主，泥质橙黄陶多见黑彩，纹饰有条带
纹、圆点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垂弧纹等。
可辨器形有盆、钵、甑、罐、瓶、壶等，这其中以盆
为大宗，其次为钵和罐。夹砂灰陶常见纹饰有附
加堆纹、刻划纹、压印纹、戳印纹、交错绳纹等，可
辨器形主要为罐。石器主要以砾石、鹅卵石、页
岩为原材料，器形主要为石环、石刀与石凿等。
另外本次发掘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标本，
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产业模式
与古环境复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大夏河流域作为马家窑文化分布的核心地
带，囿于考古学资料的匮乏，一直未受到学界的
重点关注。此次林家遗址重新启动，以及围绕
大夏河流域今后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
工作，对于全面探索马家窑文化，更全面地了解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
的信息，深入揭示马家窑文化内涵、活化马家窑
文化的社会意义，以及探索早期青铜冶炼及冶
金起源问题和构建大夏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探索过去、连接未来，立足考古发现，不断
探寻中华文明的足迹，马家窑文化研究仍在
持续中。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转自
《甘肃日报》）

林家遗址与马家窑文化

11 月 8 日，意大利返还的 56 件中国文
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其中不乏多件马家窑
文化彩陶。

1924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省临
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命名
为“甘肃仰韶期遗存”。1944 年，著名考古
学家夏鼐开启了西北考察之旅，随后将甘
肃仰韶期遗存重新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自
此，马家窑文化享誉国内外。

此次回归的彩陶让人们再次认识了马
家窑文化的艺术价值。甘肃，有哪些与马
家窑文化有关的遗址呢？为何要探寻马家
窑文化遗址？追溯远古历史，礼赞悠久文
明。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和深入
研究，让人们对古老灿烂的马家窑文化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器。
新华社

林家遗址考古发掘区林家遗址考古发掘区

马家窑类型彩陶瓮 林家遗址出土

马家窑类型彩陶四钮罐 林家遗址出土

马家窑类型彩陶盆（临夏州彩陶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