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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诸城城王王氏氏的的
乡乡绅绅记记忆忆

家族解码

清代“旗民不结亲”、“满汉不
通婚”虽无法定明文，但满汉不通
婚，几乎是约定俗成。满族统治者
为了保持血统，也限制满汉通婚。
直到1901年慈禧废除旧例。但在
这之前，清朝前期、中期，诸城王
氏就频频与旗人互有婚嫁。

比如与旗人联姻的是王氏十
一世的王垂绮和王增贤各娶了两
位八旗闺秀为妻。八旗子弟大多
奢华，当以处事低调著称的“老
实”王家与几个八旗名族联姻时，
其家风也出现豪奢的现象。首先
是大兴土木，相州镇及王沛憻别
墅所在的道明村，楼堂栉比，至今
民间尚有“远看相州像诸城，近看
道明似北京”之说。由于建造违
制，被人弹劾，幸亏朝中故旧暗通
消息，在调查人员赶来前拆除。

研究者说

明清时期，诸城王氏（主
要指诸城相州王氏）造就了
诸城最大的科举、仕宦群体，
辛亥以来军政文教界闻人，
仍然为诸城乃至山东各大家
族之首。这个家族最明显的
特点是顺应世变，与时俱进。

明清科举考试，诸城王
氏士子于儒家《五经》，多专
攻《周易》。而《易》学自先秦
两汉之际，便为诸城显学。现
在通行的《易经》文本，由齐
人田何手定。而田何之《易》，
受自战国时孙虞（字子乘），
传于汉初王同（字子中），皆
东武（即今诸城）人。据诸城
媳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宋代诸城赵氏也家传《易》
学。《易》学的基本精神就是
与时俱进，诸城王氏家族善
于顺应世变，特别是辛亥革
命前后家族的整体成功转
型，证明这个家族，不愧《易》
学之乡的《易》学世家。

诸城王氏还有一个重要
特点，便是勤俭敛抑，急公好
义。《清史稿》称诸城王氏为

“老实王家”。“老实”者，不逞
势，不炫富，诚信待人也。古
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是说
富贵子弟，易于骄奢淫逸，忽
焉衰落。相州王氏持盈保泰
四百余年，家声不坠，得益于

“老实”二字，有《周易》“劳
谦”之吉而无“鸣豫”之凶。

“老实”克制私欲，自然扩大
公心。在诸城历代县志中，赈
灾行善，总少不了王氏身影。
清咸丰年间捻军两次过境，
王云湘组织团练自保，山东
巡抚重其才，“给札许以军法
治乡兵”，王云湘弃置不用，
宁以恩信结人，卒得乡党死
力，保全桑梓。

诸城王氏第三大特点是
弓冶相承，集群效应。家族重
视教育，资源共享，后先继
武，言传心授，人才出现明显
的集群特点。且不说明清二
十一进士、六翰林、四解元、
两左都御史、十三知府、三十
一知县，只看近现代以王锡
棨、王绪祖、王希祖、王维朴
为代表的金石家群体，王溥
长、王作桢、王熙麟为代表的
古琴家群体，王翔千、王乐
平、王叔铭、王深林为代表的
军政界要人，王统照、王意
坚、王希坚、王愿坚代表的作
家群体，也已令人赞叹。单看
一个人，其成就也许不特别
引人注目，但作为一个个群
体，其成就和影响则令人惊
叹。

与多家八旗联姻

诸城王氏王溥长是诸城古琴
奠基者之一，关于他的师承无可
靠资料查询。但他带动族中很多
人学习古琴，并形成古琴世家。家
族中王作桢是承先启后非常关键
的一个人物。他奖掖诱导后进学
琴，创立诸城派第一个琴社“东武
学堂”免费传艺。经过辗转相传，
后来其门人弟子已发展到上百
人。其中成就、名声最著者为王熙
麟、王露。

在清末民初诸城琴人中，王
宾鲁是最有艺术家气质，同时个
性也比较矛盾的一个。他尊崇大
雅元音，而不免流连绮丽小调；他
告诫弟子不要贪杯，自己却唯酒
无量，并有可能死于酒精中毒。他
早年还进青楼教琴，不过晚年执
教南京，没有见到他涉足秦淮画
舫的记载，这既是他勇于改过的
表现，王作桢、王露等师友的规
训，可能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王作桢有时还亲自选材监制
古琴。其最得意之作是一张仲尼
式百衲琴，龙池内有墨笔题字：

“诸邑东南有庐山焉，上有枯桐一
株，同治秋被雷击碎，中有大蝎一
只约尺许，余于灰烬中择取佳木
一片，诸多补缀，始成此琴，爰名

‘百衲’。故志之。”

诸城古琴奠基者

诸城王氏有王锡棨、王绪祖、
王维朴父子祖孙三代金石专家之
外，一般的金石爱好者、收藏者还
有很多———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
族文化环境，才产生了王锡棨等
名闻天下的金石名家。

王维朴还对金石学的家学进
行总结，《诸城王氏金石丛书提
要》。在王维朴留学美国之前，曾
在天津出售了一批家藏文物———
主要是刻石，其中有的藏品甚至
辗转流出海外。如后秦《辽东太守
吕宪墓表》，为王绪祖在天津所购
端方藏品，被王维朴出售后，辗转
为日本江滕氏所藏。北魏《高洛周
七十人造像记》，亦为王绪祖所购
端方遗物，今藏法国巴黎博物馆。
对与王维朴出售文物，收藏界颇
有微词。王维朴对此做过解释。

王维朴在乱世出售文物，化
整为零，客观上有利于文物保存，
不至于像同乡前辈赵明诚李清
照，甲海内之收藏，因流亡而抛弃
殆尽，有明哲的一面。至于他说出
售文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
也不尽然，他出国留学的盘缠，得
益于文物出售者也不少。

据《明清诸城王氏家族文化
研究》(王宪明 著)

热衷金石学

诸城王氏：
与时俱进
人才辈出

王宪明 潍坊学院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岳倩南

“从为本书写作进行的
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到本书
写作的整个过程，我感受最
深、最被震撼的是诸城王氏
乡绅集团对地方社会政治、
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潍坊学院王宪明教授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

虽然经辛亥革命、“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洪流，
诸城王氏对地方社会某些影
响，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在
王宪明看来，这首先表现在
教育方面。明清时代，诸城王
氏培养了诸城数量最庞大的
科举、仕宦群体。与民国相始
终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在
诸城历次会考中屡屡夺魁，
人才辈出。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以相
州王氏为主导培育起来的重
视教育的传统仍然深入人心。

“我初中在相州中学毕业，师
长中有不少相州王氏家族成
员，1981年参加中考，最后统
计结果显示，诸城总成绩前20
名，地处偏僻的相州中学就有
9人。”王宪明说自己也是相州
一带重教传统的受益者。

“光相州王氏我知道的从
事教师行业都不下百人。”相
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颇为自
豪地说，过去家族对教育重视
仍然持续至今，“百年树人，教
育应该走在任何前面。”

一直以来，王氏家族无论
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都关心宗族故里。康熙五十八
年至六十一年，诸城连年灾
荒，王沛憻在广西遥控指挥亲
族赈灾，他给王沛恂、王沛隐
等都写信建议，要求于城内施
粥，并用“不有民，何有国？”来
劝导家族中人救急灾民。

“诸城王氏很多人在朝则
为官，居乡则为绅。”王宪明认

为，乡绅对政治管理的非制度
性参与，可能影响行政效率，
但却可以大大节约行政成本。
明清朝廷命官，至县级为止。
知县总揽大权，下设县丞、典
史、主簿、训导等各一、二员，
机构并不复杂。

乾隆《诸城县志》卷九《田
赋考》介绍“官俸役食”时写
道，“共计一千八百二两七钱
一厘四毫”。“白银价格我们一
两折合三百元人民币，以此计
算，清代全盛时期诸城全部管
理成本，不过五十万元左右。
管理队伍小，成本低，人民负
担自然减轻。”王宪明说。

何以会有如此小的管理
成本，则在于传统的社会治理
结构。县衙以下，并非处于“权
力真空”状态。在县衙以下的
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
正式的权力系统：其一，是附
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
其中在编吃财政饭的不过数
十人。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
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
群体，他们不拿俸禄，是一个
出力不讨好的苦差，大多由平
民百姓轮流担任，这一群体每
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
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
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一
般每县数百名上千名不等。

“像诸城这样的科举、仕宦大
县，清朝中后期，乡绅数量要
超过千人。”王宪明说。

乡绅的政治影响力不仅
在于族内，还可以制约到地方
行政权力的施展。在官绅合作
管理的模式下，维持社会稳定
实际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明
清时代诸城的“匪患”很少。而
在几次捻军过境，抢掠诸城

时，诸城王氏都积极抗捻保
家，其间，山东巡抚甚至允许
王氏以军法治乡兵，足见对其
的信任。

乡绅阶层本来品流不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
的风采和局限，像《白鹿原》中
关中大儒朱老先生那样的人
祥物瑞毕竟是极少数，农村民
主自治，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
的历史过程，绝对不会和诗人
描写的那样美妙绚丽。但古代
官绅合作管理的经验、教训，
值得借鉴，王宪明希望中国农
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结
构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管理
方式和管理文化的变化。

但无论管理方式和管理
文化如何变化，总带有当地地
方大家族的痕迹，有时这座城
已经与大家族融为一体，人们
因大家族记着这个城，或因城
记着大家族。大家族过去的光
彩与风气总能从现在这座城
寻找一些痕迹。

走进诸城名人馆，一进门
则是高大的舜雕像，就在二楼
展示着不下5位诸城王氏的资
料或者文物，王松魁说，只要
市民浏览，他们就能感受到王
氏曾经在诸城的影响，曾经为
共和梦而奋斗，曾经为新中国
建立努力，还有过去他们助学
助人的故事，浏览后市民总会
在心里留点什么，“哪怕再少，
也有痕迹。”

也许王松魁的描述正如同
记者所遇到的，当记者与当地
司机、酒店服务员聊起来时，他
们都知道诸城王氏过去对诸城
的影响，“大家族”、“重视教
育”、“帮扶乡里”，他们也许不
知道这种影响也波及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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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相州镇街景。（资料片）

诸城名人馆内展示着王氏家族走出来的杰出人物。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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