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为保保全全家家族族三三换换““老老板板””

王粲，为建安七子之首，是有名
的大文豪。王粲与王凯是族兄，为避
战乱，两人一起到荆州投奔刘表。刘
表很赏识王粲的才华，想把女儿嫁
给他，但王粲形貌丑陋，身体虚弱，
而王凯却仪表堂堂，风采照人，所以
刘表把女儿嫁给了王凯。

王粲投靠曹操后，在短短的三
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
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
唯一的封侯者，他对曹魏政权最大
的贡献是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
法律法规。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
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
一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
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
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王粲）
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
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
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
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
下了千古绝唱。 （宗合）

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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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荡年代，高平王氏家族也
有自己的无奈。为保全家族名望，
王氏家族不得不委曲求全，改换
门庭。穿过历史的迷雾，似乎还能
听到古人的叹息。

汉魏时期社会政治屡有变
迁，尤其曹魏后期，上层统治集团
内部矛盾尖锐，这对高平王氏家
族产生巨大影响。家族的境遇和
政治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王氏
迫于形势，不得不审时度势，在各
派政治力量中选择栖身之所。

这样的变化在王氏家族杰出
人物的交游中有所体现。扬州大
学教授田汉云介绍，三国时期，高
平王氏的政治地位较东汉时期已
经明显降低。经历东汉末年的战乱
之后，王氏不再拥有在京师及高平
的产业，这意味着这个曾显赫一时
的家族失去原有的经济支柱，保全
家族的重任落在了王粲肩上。

在田汉云看来，王粲一生最
主要的建树在两个方面，一是参
与完成曹魏政权创建之初的制度
设计，二是留下一批文学精品，但
不容忽视的是，王粲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和保族全宗的自觉意
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他心
目中，利害关系的权衡处于至上
地位，遵守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
伦理则退居其次。

王粲早年拜谒蔡邕，因为蔡
邕颇得董卓重用，获其赏识也就
容易入仕。后来，他不应司徒王允
和朝廷辟命，则是意识到大乱未
已。再后来，他又携家走避荆州投
靠刘表，可以说是全面审时度势
而作出的明智决断。而在曹操雄
踞北方之后，又选择归附曹操。田
汉云认为，基于对自身政治命运
的关切，王粲等既认定刘表不足
依靠，弃之而去是必然的。

不过，王粲依刘表则鼓吹其
盛德，附曹操则尊视其为君上，这
种改换门庭，是以损害人格形象
为代价的，难免落人口实。刘表就

不满其“通侻”，曹操对他的为人
也不尽认可，即便王粲每每刻意
表忠心，曹操终不引为心腹。对
此，田汉云则报以同情的理解，认
为究其所以然，应当归根于他“保
族全宗”的苦心，“试想他在决定
政治上出处取舍的三个关键环
节，但有差舛，即有身家倾覆之
祸。”

“与其三代先辈相比，王粲的
传统政治伦理意识显然淡化了，
但是，从保全家族的角度看，无疑
是精明的。”田汉云说，王粲在效
力于刘表和曹魏的26年中，一直
周旋于荆棘丛生的政治环境，内
心深处的忧虑、焦灼肯定无法排
解。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二十
四，王粲染疾去世，享年41岁。正
是凭借他的惨淡经营，王氏家族
的声望在汉末得以保持，对此，王
粲自然是第一功臣。

曹魏后期，上层统治集团内
部矛盾尖锐，高平王氏家族的境
遇和政治倾向也发生变化。与当
年王粲追随曹操的选择相似，王
弼最终决定归附力量强大的司马
氏集团。田汉云认为，这样的选择
主要是基于政治形势的判断，出
发点同样是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
保全家族利益。

对他们的这个选择，山阳书
院副院长刘双保认为无可厚非，

“一个家族要传承下去，首先要考
虑到生存，当时的选择可能是迫
不得已的。”他认为，这种选择并
非背弃某种信仰和理想，而是在
个人或政治集团之间做出的，因
此不必太苛责。

“应该看到，经过政治斗争的
历练，高平王氏家族中人的学术
思想已并非纯粹的儒学，而且辈
分愈晚者非儒化倾向愈加鲜明。”
田汉云说，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多
师用道家谋略，不弃权术，能够

“隐忍屈辱”，连突破儒家的纲常
名教也在所不惜，这就意味着王
氏家学的蜕变。不过，这种情形在
同期士大夫阶层中并不鲜见。当
一代王朝失去存在的合理性而衰
亡之际，士大夫感恩怀道，不惜杀
身以殉，其高尚气节固然足令百
世景仰，至于如高平王氏家族中
人那样顺势应变，隐忍自保，也应
给予同情。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
似乎也可以视作王氏家族的家学
具备与时俱进的自觉。东汉末年
至西晋的黑暗政治使得儒家士大
夫屡屡陷于困境，从而迫使他们
调整学术思想，改变生存策略。高
平王氏家族在学术上与道家文化
的关联日益紧密。王粲的学术思
想以儒学为主干，到王弼时则致
力于玄学理论的创造。田汉云认
为，这样的自觉性是王氏家学屡
开新景的重要原因。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高平王氏：
遵道经世 治学垂世

自东汉中叶至西晋，山东高平王氏是享
有盛誉的士族。

高平王氏得以长期维系崇高地位，与其
杰出人物坚持从政、治学两路兼行密不可分，
但在不同时期，从政与治学对于该家族维系
声望所起的作用颇有差异。原始察终，在东汉
时期大体靠仕宦业绩。王氏家族地位之上升，
自王龚发端。他历任青州刺史、司隶校尉、汝
南太守、太仆、太常、司空、太尉等多种要职。
其子王畅曾任尚书令、渔阳太守、南阳太守、
长乐卫尉、司空等职。两代人相继为朝廷重
臣，不仅为家族之殊荣，对于家族社会地位的
上升尤具决定意义。自王谦以下四代，从政者
亦多。虽然品级不及先辈，尚可谓簪缨未替，

这对于家族声望的
维系也有裨益。自
汉魏之交起，王氏
家族社会声望的保
持，以精博的家学
为首要支柱。王氏
家学奠基于王龚、
王畅。王龚“敦乐艺
文”，王畅号为“天
下俊秀”，但两者并
不以治学名世。至
王粲，则以文学与
学术饮誉士林。其
文学，时人已推为

“七子之冠冕”，其
代表作在后世也传
诵不衰。他精通古

今礼制，对于曹魏礼仪制度的建立起到重要
作用。王弼撰《周易注》、《老子注》以及《论语
释疑》，荡除神秘诞妄之说对于文化原典的浸
染，建构玄学理论体系，对于实现学术文化转
型居功至伟，在后世也影响深远。

高平王氏家族的文化精神有其可贵之
处。首先，该家族注重家教门风，坚持学行统
一。如王龚、王畅等尊儒重道，以济世爱民为
志趣。他们身居高位而能俭约自奉，礼贤下
士，临民宽厚；生当国是日非之时，奋不顾身
地与统治阶级上层贪腐行为作斗争。该家族
声望之提升，未尝不取决于他们品德之高洁。
其次，注重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学术文化素
养。如王粲善承家学，且大力吸取当世名家之
长，博学多才远胜于先辈。王弼致力于融会
儒、道，又勤于著述，其卓越成就极大地提升
了王氏家学的境界。高平王氏家族文化也有
其历史局限性。魏晋之世，王氏家族中人在政
治斗争中为了规避风险，保族全宗，往往师用
道家贵柔守雌的处世哲学及以退为进之类权
谋，如王粲之屈身事人，王宏之“暮年谬妄”，
皆属其例。

研究者说

田汉云 扬州大学

众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高平王氏家族的记载。

家族解码

王粲爱听驴叫

王弼，字辅嗣。魏黄初七年（公
元226年）生，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
249年）。死时年仅24岁，只有短暂人
生的王弼，却成了当时的一位重要
哲学家。

少年王弼不仅从小学习、研讨
儒、道，常有独到的见解，特别喜欢
老子的学说。

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
裴徽。裴徽当时在谈玄上享有盛名。
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
把玄学的核心问题抛给了王弼，他
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
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这
是有关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
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
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
足。”他认为，“无”不可以直接说，必
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对“无”有深
刻的体验，尽管从不说“无”而只谈

“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着的宇
宙本体——— 无。

王弼在有限的生命里，写了很多
著作。据史载，有《老子注》、《老子指
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
疑》，并由此创建了魏晋玄学，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禾）

王弼英年早逝

引道入儒注周易

齐鲁世家您来定

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
网（http://www.qlwb.com.cn/）齐鲁
世家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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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21日讯（记者 龚
海） 目前为止，齐鲁世家系列报道
已经刊发了25个家族的家风故事，
我省作为传统文化大省，历史上还
有很多拥有深厚家风家学底蕴的家
族。今起，本报向读者征集齐鲁世家
线索，如果您对曾在某个地域的经
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的大家族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欢迎
来信推荐。

今年初起，本报记者通过实地
探访、史料梳理及专家访谈，对我国
首个家族研究书系《山东文化世家
研究书系》中的28个家族分篇进行
展示，聚焦于家庭与传统对当代社
会的意义，傅氏家族、诸葛氏家族、
牟氏家族等齐鲁世家的优秀家风家
训给予了我们极大启示。

不过，齐鲁文化深邃厚重，在历
史长河中，孕育了诸多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
显赫家族。不限于《山东文化世家研
究书系》入选的28家，本报将继续挖掘
更多有影响力的大家族的家风故事。

即日起，本报向读者征集齐鲁
世家线索，由您来推荐您眼中的齐
鲁世家，来信请附相关推荐材料。

来信请寄：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
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8楼《深读周刊》

电子邮箱：qilushijia@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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