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学术传家，文豪哲学家辈出

高高平平王王氏氏盛盛产产
““学学者者型型官官员员””

传承脉络清晰的

文化豪门

夏末午后的金乡县很是平
静，田间小道上，土地的气息和着
蝉鸣扑面而来。近两千年前，这一
带曾生活着享有盛誉的一大家
族——— 高平王氏。

自东汉后期至晋代，高平王
氏世历三朝，人更六代，久居望族
之林。“东汉后期至晋代是中国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阶段。”对
高平王氏家族颇有研究的扬州大
学教授田汉云说，在汉晋时代的
文化盛门之中，高平王氏家学传
承的脉络尤为完整、清晰。

高平王氏以学术传家，但著述
最为丰富且得以传世的是王粲与
王弼。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治
经，著有《尚书问》；治史，撰有《英
雄记》。田汉云认为，关于王粲文学
创作活动的评论，在汉末已经发
端。王弼的学术著作有《老子道德
经注》、《周易注》及《论语释疑》，可
以代表王氏家族学术文化发展的
顶峰，在《老子》、《周易》、《论语》诠
释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但遗憾的是，斗转星移，如今
这个名门望族生活的痕迹已经很
难找到。

根据史料记载，在位于济宁
市任城区喻屯镇城南村留存有王
粲墓。济宁市任城区文物局相关
工作人员透露，王粲墓确实在
济宁境内，但是根据目前留有
的资料，无法判断其具体位置
究竟是在金乡县境内，还是在
喻屯镇。

喻屯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
翻阅了该镇城南村刚刚汇总的
文物普查资料，以及过去保留
的历史资料后确认，王粲墓确
实在喻屯镇城南村。但因为历
史久远，这位工作人员不无遗
憾地说，现在地表上已经完全
没有任何遗迹保留，而墓葬是
被破坏于古代战乱还是“文革”时
期，目前尚存争议。

济宁学院教授张荣仁的老家
就在喻屯镇城南村，据他回忆，在
村子的南边，曾经挖出过石柱子、
石人等文物，石柱子上写有“孔子
后山东一人”字样。他推测，这应是
王弼墓，但很可惜，因为当时没有
及时拉走，这个石柱在一个夜里
被偷了，再也没有找回来。

不过济宁当地也有学者对王
粲墓处于喻屯镇的提法表示质
疑。有学者提出，史书上提到，王粲
是在跟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
途中病逝的。在那个年代，是否能
将病逝的王粲运回到济宁境内，
还有待考证。

尽管迷雾重重，但高平王氏
家族在当地还是具有非凡的影响
力。只是因行政区划多次调整，人
们对高平王家到底是哪儿的人还
有争议。张荣仁说，现在就有邹城、
微山、郓城等多地声称是王粲的
故里。

崇尚文艺

才进入仕途

值得关注的是，高平王氏从
地方豪族上升为一流士族，这一
过程是在东汉王朝逐渐衰落的特
定背景之下完成的。田汉云认为，
高平王氏家族的地位之所以能够
逆势上升，原因很复杂。其中最关
键的因素，是王氏家族中人虔诚
地服膺儒学，并坚定地引为立身
处世的指针，非常注重自身的道
德修养。

高平王氏在政治上的崛起，

以王龚举孝廉为起点。两汉孝廉
绝大多数被富贵之家所垄断，王
龚的家世背景不一般，而其人“束
修厉节，敦乐艺文，不求苟得，不为
苟行”，并因此获得荐举。

进入仕途后，王龚一路升
迁，做过太尉，曾两次位列三
公。王龚之子王畅名列“八俊”，
位至太尉、司空，列三公，号称

“雅士”。他为官清廉公正，办事
练达，素有威严，以守正严明著
称。王畅之子王谦，曾任大将军
何进长史，是大将军最主要的
僚佐，也算身居要职。

这三代人处于挽救东汉王朝
于危亡的非常时期，以忠义立身，
济世为务，所以交游最重道义。王
龚崇尚道义，以德交友，他与士大
夫交往，并不热心于强化私谊，彰
显可贵的君子之风。

高平王氏家族为官时的一大
贡献是冒着巨大风险铁腕反腐。
田汉云分析，当时外戚擅权、内宠
乱政、吏治腐败成为难以根绝的
严重弊端。维护政治秩序，惩治贪
污腐败，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
突出要务。高平王氏家族的王龚
和王畅勇于与贪浊不法的上层权
贵做斗争，王龚任青州刺史时，纠
察贪浊，坚决遏制青州官场的腐
败风气。汉末，王畅是清流士大夫
的精神领袖之一，他严厉打击不
法贵族豪门，显示出嫉恶如仇、不
畏权势的政治勇气。

“高平王氏自律严格，成为清
流人士的楷模；嫉恶如仇，忠君爱
民，代表了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良
心。”田汉云说。

通过搞学术

影响现实政治

除了从政，高平王氏家族学
术素养深厚，仕、学相济，田汉云认
为，这是这个家族能够历久不衰
的主要原因。他分析，一般来说，拥
有学术优势的家族，其代表人物
总是会进入仕途。尽管士族中人
仕进的因缘多种多样，从总体上
看，非学术无以取禄位；尽管士族
的文化传承有其稳定性，就长时
段看，无禄位不足以持其学。所以
说，决定士族社会地位提升与维
系的仕与学两大要素之间，存在
紧密联系。

尤其在汉晋时代，世事扰攘，
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大起大落，
高平王氏也曾多次遭逢艰难险
阻，却都绝处逢生。田汉云说，就现
象而言，该家族声望的维系主要
凭借其杰出人物活跃于政界，推
本而言，则有赖于不断积累、深化
的家学底蕴。

王氏家族一贯注重以学术仕
进、经世，家族的文学和学术成就
占有相当的地位。王粲以长于诗
赋饮誉当世，并奠定了自身在文
学史上的显著地位。田汉云认为，
把王粲的文学活动放在其家族史
上探讨，可以看出他起到承前启
后的作用。王龚“敦乐艺文”，但是
他自身以及子王畅、孙王谦都无
作品传世。由他发端的重艺文的
家学风尚，对王粲应有一定影响。
王粲之后，这种家风没有失落，如
王弼的学术著作就富有文采。

当时的士族往往世代习经，对
子女教育严格，形成特定的家学传
统。“王氏家族的传承比较稳定，有
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注重家庭教育，
注重家学传承”，山阳书院副院长
刘双保说，这一点有着非常现实的
启迪意义。他以王家藏书这件小事
为例，王粲14岁时到了长安，拜见
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受到
蔡邕的赏识，两人结成忘年交。蔡
邕把几车藏书送给了王粲，王粲十
分爱惜，把这些藏书传承了好几
代，即便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将其保
全，包括王弼在内几代王氏子孙从
这些书中受益。可见高平王氏对家
学传承的重视。

而高平王氏家族的家风特点
与区域文化特征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乡邦历史文化传统是对其
生存发展更具意义的根基”。田汉
云说，山阳区域文化传统对高平
王氏家族的影响是持久、深刻的。

东汉时期地图显示，山阳郡
所辖区域包括现在的金乡、鱼台
等地。从两汉至三国，山阳郡的区
域文化传统，以经学为主干。田汉
云介绍，以经传而论，如《周易》、

《诗经》、《春秋》三传、礼学，当时都
有知名大家。山阳郡的学术文化
传统又具有博综兼收的特色，如
道家、法家之学对本区域学者也
有一定影响。而以儒学为宗而兼
采诸子之学，这正是高平王氏家
学的基本风格，从东汉后期开始，
高平王氏家族代表人物因为具备
出众的儒学素养而得以跻身社会
上层，因为践行儒学而饮誉士林。

即便王弼后来注老庄，出发

点与归宿都是干预现实政治。众
所周知，司马氏主要代表儒家豪
门的利益，标榜服膺儒家名教，同
时注意吸收道家的权谋。王弼所遵
循的思想道路，与司马氏集团具有
深刻的一致性。对于王弼的思想特
征，司马师就能够充分理解。

山阳历史上的贤士大夫注重
通经致用，参照同期山阳士大夫
的政治实践与文化特征，似乎可
印证王氏家学家风的区域特色，
比如说，刘表尊经学、重文教，张俭
等大批清流士大夫嫉恶如仇、见
义勇为，而这在王龚、王畅的政治
生涯中也显著地体现出来，王粲、
王弼在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时则能
够冷静观察、相机而动。这些在山
阳区域历史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
相似的基因。

尊经学、重文教，这一点在当
地至今有所体现。“当地人比较好
客，对人很热情，比较直爽、诚信，
同时讲究礼仪”，刘双保说，此外，
当地人对文化、艺术非常推崇。“金
乡县于三年前成立的山阳书院，研
究地方史，弘扬地方文化，不仅有
政府推动，民间也提供了生存的土
壤”，他举例说，今年上半年，一位
老人前来捐赠了一副珍贵的碑帖，
填补了研究当地历史的一个空白。
还有一位农民捐赠了一份清末民
初的地契。

吸收别家文化

更不忘广播自家学说

除了传承，高平王氏也在不
断吸收其他家族的文化精髓。“比
如王家的人到外地郊游，会吸收
比较先进的文化，作为自己家学
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兼容并
蓄。”刘双保说。

田汉云也表示，学术文化在
士大夫家族内部的传承、发展，不
是封闭、孤立地进行的。汉魏时期
的文士交游，功能之一是推动学
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高平王氏
家学的发展，几乎一直伴随着其
子弟游学、宦游，结交学界、政界名
流，从而身处学术文化中心，得以
融入主潮，追踪前沿。

当时治经重家法、师法，不经
名师指授，则学业难精，也就难以
凭学术进身。于是，名师硕儒门下
受业者往往多至千百人，王氏家族
自然也不能例外。就在这样的从师
问学过程中，王氏家族汲取了大量
外族的文化营养。以文会友就是王
粲交游的重要内容。田汉云认为，
这种交游对于刺激作家充分发挥
才华，必然起到推动作用。

刘双保认为，这种“开放性”，
不仅体现在王家吸收外族文化，
同时也向外面传播自己的家学。
刘表师从高平王氏家族的王畅，
也是王粲族兄王凯的岳父，曾受
到王粲依附，是一名饱学之士。当
上荆州刺史以后，刘表成为一方
霸主。因为战乱，当时的长安失去
了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学术重
心转移到了荆州。刘表在荆州很
重视文化、教育，创建了荆州学派。
荆州学派注重易经教学，刘双保
认为，后来王弼注易，与此影响是
分不开的。

王粲曾以“江滨逸老”的口吻
称颂刘表征抚荆州的业绩，谓之

“履道怀智，休迹显光”，将他与当
世豪杰相比较，但这两句话，实则
是高平王氏家族的历史写照。

田汉云说，在战乱和朝代更迭
的时代，王氏家族的官场延续，以
及整个家族对治学、研究的重视，
都值得当代人研究和学习。如果专
就学术文化成就而言，历史上可以
与高平王氏相提并论的实在是少
见，就像王弼，即便后起的玄学家
持论多有异同，完全不受其影响者
则绝少，这让他作为玄学宗师的地
位，到现在都没法动摇。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汉晋时期，社会动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创新、传承的
重要阶段。就在那样的乱世裹挟之下，山东高平王氏却逆势
上升。

尽管有关这个家族的痕迹多只留存在史书之中，但作
为汉晋时期仕学相济的家族典范，高平王氏仍极具范本意
义。不论其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还是从政时的忠义立身，
高平王氏的家学传承至今都有现实价值。

不过，与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相比，一个家族的命运浮
沉难免显得渺小。而为了维系家族荣耀，高平王氏也作出了
诸多不得已的选择，令人唏嘘。

高平王氏家族谱系
山阳豪族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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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

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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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族兄弟

王凯

王粲二子 王业

王宏 王弼 从弟始周

在济宁任城区、金乡县等地找不到与高平王氏家族有关的地面遗迹。 本报深度记者 马云云 摄

本报深度记者 马云云
本报《今日运河》记者 汪泷
实习生 吴霞 马梁英

继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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