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西安人物（续） 

王孙蔚  

王孙蔚（1626 年—？），字茂衍，临潼东梁里(今阎良区关山镇老王村套城组)人。清初

诗人。顺治九年进士，历任刑曹、湖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湖北粮道参议、四川川东巡宪、

湖北提学使等职，卒于官。著有《轺香集》。 

王孙蔚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元末先祖王肇基迁居临潼东梁里，遂世为关山人也。年

20 举于乡，初已定元，后改置第二。顺治九年(1552)与叔父王元士、王元衡同等进士。初

为刑曹(掌管邢法的官员)，在京城名声与大司农王宏祚(字玉铭)并称，人称“玉铭钱谷，茂

衍刑名”。 

王孙蔚后来出为直隶知府，迁登莱青道，转督粮道。十七年迁湖北按察使。孙蔚办事干

练，尤能断案。他在湖广任按察使时，时值战事四战，写书纷繁，为台府所倚重，事多委其

办理。在处理案件时，握朱墨二笔，判事如风雨，各司椽送来案件，孙蔚一面判案，兼听，

须臾之间便剖决明晰，而且皆中机宜。 

顺治十八年，孙蔚迁福建布政使，次年以事左迁川东道。康熙十二年移湖北粮道参议。 

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云：“临潼王茂衍方伯孙蔚，丁亥(应为壬辰)通籍，由西曹践

历行省，超陟左藩。少聪明能诗。李子德与有葭莩之戚。督楚粮储时，子德客鄂江，诗歌赠

答。会徙三藩，趣漕糈倒载聚荆州。滇黔叛，策吴必败。” 

康熙十六年，孙蔚回家丁忧。 

康熙十八年，应鸿博之征，与试，未用。后任川东巡宪。 

《四川志》：“王孙蔚…任川东道。值吴逆变，群丑跳梁，四面皆寇。孙蔚悉心保障，团

乡勇抚流移，策粮饷，虽未身履军，而运筹之功居多，才敏识练，判决如流，人皆称之。” 

王孙蔚好交游，喜佛经。他在任川东巡宪时，与华岩寺(在重庆市九成城区中梁山)圣可

大师过往甚密。康熙十九年(1680 年)他游历华岩寺时，感慨该寺藏经不全，当即承诺，捐

赠俸禄，以支付“请藏”印制的所有费用。孙蔚派一人到全国各地搜购佛经；历时一年，功

成圆满，所请藏经全部奉于华岩寺。圣可大为芳答谢孙蔚捐俸“请藏”，于康熙二十年 (1681

年)春季邀王孙蔚重游华岩寺，两人谈佛论经，赋诗唱和。王孙蔚歌吟华岩风物之美，圣讨

礼赞孙蔚捐俸之德，传为一段佳话。同年仲夏，他又为华岩寺手。“大雄宝殿”匾，至今尚

存。 

康熙二十四年，转湖北提学道。二十六年，卒于官。归葬故里，其墓在关山镇东南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