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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巴县 |

修葺恢复学校

焦映汉重视文教，和他的成长经
历有关。他的家乡位于陕西武功县
（今属咸阳市）。据史料记载，其祖父
焦国鼎聪颖早慧，青少年时就考中秀
才，后来为了帮助灾民，几乎散尽家
财；其父焦勤入仕后政绩卓著、清廉
勤恳，官至江南布政司参议。两人在
当地拥有良好口碑，皆入当地乡贤
祠。

乡人对家里长辈的尊敬，对焦映
汉影响很大，他从小立志向祖父和父
亲看齐。清康熙十九年（1680），焦
映汉以例监身份出仕，被选任为四川
巴县（今重庆巴南区）知县，踏入政
坛。

到巴县上任后不久，受三藩之乱
影响，当地陷入战乱。焦映汉的主要
任务是做好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而
这份差事并不好做。

巴县地处要冲，交通便利，流动
人口较多，本来就难以管理。焦映汉
既要为大军筹备物资以供战事之需，
还要保障巴县百姓的安全。同时，战
事给巴县带来的移民、流民、难民问
题，也需要焦映汉处理。

焦映汉沉着冷静应对，他组织民
众修战舰、造浮桥、制炮车，同时安抚
难民，招募乡勇，筹措粮草，较好地完
成了各项军需工作。

第二年，清军平息了叛乱，作为
一县主官的焦映汉，其主要工作职责
从协助清军镇压叛乱，变为安民善
后。凭借着一股认真劲，焦映汉把巴
县各项事务管得井井有条，颇有政声。

焦国鼎曾在家乡授徒讲课多年，受
祖父言传身教影响，焦映汉认为：治国
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在民生凋敝、百废待举之际，焦
映汉将修葺和恢复毁于战乱的学校
作为重中之重。他通过学校吸引百
姓中的精英应考入仕，以安抚人心、
促进社会稳定。

焦映汉响应同僚号召，捐出部
分俸禄支持重修重庆府学。他还组
织增修了巴县县学的两庑（文庙中
先贤从祀之处）。他对文教的重视，
激发了巴县学子的读书热情，也促
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由于政
绩突出，焦映汉获上司举荐，升任刑
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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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海南文教
发展历程，焦映汉
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物。由他一手创建
的琼台书院，书香
文脉绵延三百年，
在海南教育发展史
上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以至于许多
人说到焦映汉，首
先想到的便是琼台
书院创建者，反倒
忘了他广东分巡雷
琼兵备道的本职。

在刑部任职约十年后，焦映汉再次前
往地方工作。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被
擢升为广西平乐府知府。

对于广西，焦映汉并不陌生。他的父
亲焦勤曾在广西临桂县担任知县多年。从
父亲的口中，焦映汉了解到广西境内山岭
延绵、林木茂密、沟壑纵横，这也导致一些
地方交通闭塞、发展滞后。

平乐府境内居住着多个民族，部分山
区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因税赋繁重
等原因，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是继续实施
之前的军事高压政策，还是改变治边策略，
是摆在焦映汉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焦映汉在总结分析历史经验后决定，
探索实施文教治边政策，主要内容为在当地
普及文化教育，鼓励支持山区孩子读书向
学，以文化教育推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

康熙三十九年（1700），焦映汉调任广
西庆远府知府。他到任后，兴利除弊，减轻
百姓负担，革除催征钱粮导致百姓倾家荡
产的弊政，广受赞誉。广西巡抚彭鹏对焦
映汉大加赞赏，让他把这一政策写在木牌
榜门上，永为定例。

看到庆远府学设施破旧，焦映汉感慨
万千，他组织民工重修大成殿及两旁的小
屋，又建明伦堂、厨房等，并修葺粉刷了府
学仓库围墙，使府学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焦映汉主政广西庆远府五年多后，获
上司彭鹏举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擢
升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在海南期间，他最
大的功绩，莫过于自捐俸禄创建琼台书院。

在创办琼台书院的过程中，从筹划、选
址、征地、督造、捐资到延师、拨田、立规，焦
映汉都尽可能亲力亲为、负责到底。

“焦映汉创办琼台书院，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背景。”琼台师范学院教师薛月爱认为，
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缓解，政治趋
于稳定，清廷放松了对书院的种种限制。

在海南五年多，焦映汉为关乎一郡文
运的文峰塔撰写了《重建文峰塔碑记》；捐
资支持成就众多海南学子的琼山县学宫大
修；尊重民间信俗，重建灵山祠；为保留海
南文化史料，与琼州知府贾棠一起编修《琼
州府志》；为确保海南先贤名流的遗稿和著
作免遭湮没，组织刊刻《丘海二公文集》，为
海南文教发展作出了贡献。

康熙四十九年（1710），焦映汉再获升
迁，任江苏按察使。次年，他因遭到弹劾被革
职，赋闲在家。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六
月，才被重新起用，任广西按察使。可惜此时
的他已病入膏肓，还未到任便去世了。

焦映汉捐建书院的义行，带动了后世
来海南赴任的当政者，一代又一代官员秉

持传统，不断扩大琼台书院的学田面积，积
极筹集助学经费。书院一旦出现破损，能
及时得到修复，这使得三百年来，琼台书院
书香依旧、人才辈出。

焦映汉重视文教的理念，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琼台人接续奋斗。

“即便在今天，焦映汉说的‘勤宣德教，
扶植士气’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
应当挖掘弘扬焦映汉的精神，发挥出它的
当代价值，一起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琼
台师范学院教师尚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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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乃林创作的《焦映
汉画像》。 受访者供图

琼台书院内的《创建琼台书院碑记》。 资料图

《丘海二公文集》卷
首焦映汉撰写的序文。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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