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其实，文献中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的任何
记载，这个故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传说。
然而，就是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
说，却在明代被南王庄（今莱芜市莱城区
茶业口镇上王庄村）的村民郑重地刻在了
一块石碑上，这就是2008年在当地发现的

《孟姜女纪铭》。
此石碑刻于明洪武戊申年（1368），碑

文为楷书，未写撰文者和书丹者姓名。其
中记载了孟姜女的简要身世和她为夫哭
到长城的感人故事，现根据碑文的文言文
原文，用现代汉语简述其大致内容如下：

孟姜女是孟家峪人，其父姓孟，其母
姓姜，所以她叫孟姜女。听说秦始皇统一
六国后，四海承平，齐长城也没有了战事，

贸易往来频仍。城南王庄的范友善和城北
孟家峪的孟诚信是老相识，时间久了就成
了过命之交的朋友。当时二人的妻子都有
了身孕，于是指腹为婚。第二年，两家果然
各生了一男和一女，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两个孩子长到十八岁时，正想办婚事，范
家的儿子范喜良为了逃避天降之灾祸（具
体什么灾祸没交代），被迫改名万杞良，去
幽州修建长城。一个多月后，范喜良因饥寒
交迫而死，尸体被掩埋在长城之下，可怜孟
姜女一直惦念着的心上人已变成了长城下
的尸骨。思夫心切的孟姜女拖着娇弱的身
躯千里寻夫，到长城后，听说丈夫已故，恸
哭之声感动了上天，长城为之倒塌，范喜良
的尸体也暴露了出来。孟姜女抱着丈夫的
尸体，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这时秦始皇
发现了这位貌美的少妇，就产生了将她纳
为妃子的想法。孟姜女誓死抗拒，终于逃脱
魔爪，纵身投海。后来被渔夫搭救，回到了
家乡，但不久就郁郁而死，埋葬在范家的田
地里，终于圆了夫妻同穴之梦。世上的人都
赞叹说：“孟姜女真是个烈女啊！”乡亲们为
她的冰清玉洁和对丈夫的忠贞而大受感
动，为了让后人永远地记住她，就刻了这块
石碑，使她的名字和事迹万古流芳。明朝洪
武戊申年南王庄众村民立。

从碑文看，对于孟姜女的身世，叙述
者是以纪实的口吻写的，但对孟姜女后来
的故事，则是使用了“闻”（原碑文）——— 听
说的口吻加以叙述的，可见立碑的村民们
也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故事而已，并
没有事实依据。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孟姜女故
事的真实性，因为学术界已经公认，这是
一个演变了上千年的故事。

我们先从“孟姜”说起。历史上确实有
叫孟姜的，而且不止一人，为纪念孟姜女
而修建的孟姜女坟、孟姜女庙也不止于一
处一地。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所谓的齐
国“孟姜”，并不姓孟，而是姓姜，“孟”之义
为长，孟姜就是姜家大女儿的意思。《毛
传》中说：“孟姜，齐之长女。”而且，孟姜也
并非专指一人，而是通指齐国的世族妇
女。如春秋时期的孟姜壶，其主人就是齐
庄公姜光的大女儿姜蕾。

孟姜女的故事，是由春秋时齐国杞梁
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那时候还没有秦始
皇。最早的文献出处是《左传》，其中记载
了杞梁在攻打莒国时战死，其妻拒绝齐庄
公在郊外凭吊而要求齐庄公到杞梁家中
吊唁，并厚葬于齐都的史实。后来的《礼
记》和《孟子》中增加了哭夫情节，西汉刘
向《说苑》中又增加了崩城情节：“杞梁战
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
为之阨。”再后来，《列女传》中又增加了

“遂赴淄水而死”的投水情节。这个故事在
唐代的变化有四个方面：1 .把春秋时期的
故事穿越到了秦始皇时期；2 .把临淄城换
成了秦长城；3 .把战士杞梁说成了役夫杞
良；4 .给杞梁之妻一个名字——— 孟仲姿。
唐末宋初敦煌石室卷子《捣练子》中，则
出现了“孟姜女”的说法。时至明代，才有
了万喜梁或范喜梁的名字。

我们再回到《孟姜女纪铭》上。此碑立
于1368年，亦即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当
时的背景是，为防止蒙古的入侵，明代自
建国起就没有放松对长城的修缮，由此给
百姓带来的现实之苦可想而知。在这样的
社会背景下，黎民对安定、幸福的追求，对
美满爱情的向往以及对社会道德操守的
宣扬等，正好借助一块坚硬的石碑和一个
凄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委婉地表达出来。如
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故事的真实与否，石
碑立于何处，就都不重要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鲁迅是什么学历【学界观察】

□狄马

你承认一个人可以不靠学历而靠自己的作品当教授，但问题是，鲁迅的作品放到今天
能不能评职称？

【碑刻漫话】

《孟姜女纪铭》：
传说与现实之间
□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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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受过现代意义
上的中小学教育，他的童年和
少年时期是在私塾里度过的。
先是师从叔祖玉田先生诵《鉴
略》，后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
先生读四书五经以及《尔雅》、

《周礼》和《仪礼》。后因家道中
落，不得不于1898年考入江南水
师学堂。这是一座由维新派创
办的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海
军军官。学制为九年，前后分为
三段，第一段称三班，每三年升
一班。如果硬要和现在的学校
相比附的话，这座草创时期的
新式学堂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
专一级吧。但鲁迅在水师学堂
从是年的闰三月到十月中，前
后只有七个月就退学了。原因
是学堂里太“乌烟瘴气”。

这一年的年底，他改入江
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功课以开矿为主，修铁路为
辅，学制为三年。1901年末，鲁
迅正式毕业。这是鲁迅平生得
到的最完整也是最高的文凭，
大概和水师学堂一样相当于
现在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
自己在《朝花夕拾》“琐记”里
说：“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
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
更无从查考。”可见他确实拿
到过这样一张文凭。

第二年二月，鲁迅由江南

督练公所派赴日留学。官方的
意思大概是要继续学开矿的
吧，但留学生一到日本，就放任
不管了。鲁迅最先进的是东京
的弘文学院。这是一所私立的
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
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期
限为两年，主要教日语以及一
般的中学课程。由此我们可以
推断，弘文学院毕业后，鲁迅入
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顶多相
当于“大专”，即使毕业了，也是

“有学历，无学位”。好在鲁迅在
仙台只肄业了两年就退学了，
因而仙台医专的性质和“档次”
对鲁迅的学历影响不大。回到
东京后，鲁迅就再也没有进过
正式的学校。

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中专
“文凭”的大专肄业生回国后
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等几所大学的讲师，这让今
天的学者、教授很不理解，甚
至很不服气。我就亲耳听到一
些学者说，鲁迅的学问不怎么
样，你看当时他的弟弟都已经
是教授了，而他还只是一个讲
师。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北
大规定，校外兼职最高只能聘
到讲师，不能聘为教授，而鲁
迅当时的“正式单位”是“教育
部”。后来离开北京，到厦门大
学、中山大学任职以后，自然
就升为“教授”，虽然他自己未
必像后来的冬烘先生们一样
看重这名号。

也有人说，鲁迅靠的是实
力，即作品，而不是学历当教
授的。好，你承认一个人可以
不靠学历而靠自己的作品当
教授，但问题是，鲁迅的作品
放到今天能不能评职称？早年
的《破恶声论》、《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等虽然是“纯学
术”的，但文前没有内容摘要
和一大堆关键词，文后没有一
长串注释，这样的文章符合不
符合“学术规范”？即使算数，这
些文章发表在河南留日学生
办的《河南》杂志上，这样的期
刊算“核心期刊”还是“权威期
刊”、“重要期刊”？是国家级还
是省级、地级、区县级？按照我
们现在依主办单位的行政级
别来决定一本杂志级别的规
矩，河南留日学生会是哪一级
单位？还有一个问题是，杂文
能不能评职称？如果能，像《说
胡须》、《论“他妈的”》、《寡妇主
义》这些鲁迅杂文里的名篇怎
么打分？我敢说，鲁迅的作品
放到今天除了翻译著作和《中
国小说史略》外，其他的作品，
如小说、散文之类，对一个文
学史教授来说压根就不能送
审。但大家记住，鲁迅在聘为北
大讲师之前，几乎所有的翻译
作品和《中国小说史略》都还没
有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最初
就是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至
于那本“二渠道发行”的《域外
小说集》就更麻烦，因没有书
号，属境外非法出版物，拿到今
天的评审会上恐怕不但不能
评职称，反而会被没收、罚款，
甚至举报到有关部门“法办”
也说不定。

也有人说，一件作品或一
本书的意义不在它发表的媒
介，而要看它本身的价值，但
问题是这个“价值”谁来掌握？
怎么掌握？好在人生如梦，鲁
迅显示的不是口号和理论，而
是实绩。这种实绩的取得固然
与当时用人制度的宽松、言论
环境有关，但也与鲁迅自觉地
远离“主流”，远离“正统”，甘当

“小卒”的人生选择有关。
鲁迅当然不是一贯革命

的。但他在生活允许的情况

下，总是自觉地疏离体制，疏
离学院和官方文坛。反观现
在，我们要求一个自称为“知
识分子”的人自觉地站在边缘
立场上，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
态度，至少在精神上不要主动
投怀送抱、攀龙附凤，应该不
算过分吧？但环顾左右，看一
下那些凌空蹈虚、自命不凡的
学者教授，这个要求恐怕也是
陈义过高。

摧残文化、阻碍教育发展
的固然是一种官僚化的学术制
度和教育制度，而不是在这种
制度里混饭的个人，但汲着制
度的利益、爬到高位的又恐怕
没有一个不引以为豪的。我曾
有幸和一个文学教授同车旅
游，说起大学用人制度的僵化、
学术评价体系的教条和落后，
这位先生也是义愤填膺，慷慨
陈词，并讲了他当年做讲师时
所受的种种不公。但我问他，当
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教授，参
加一些学术会议时，你是否对
列席的讲师冷眼相加？他立马
显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说：

“讲师！那本来就因为水平低才
是讲师嘛！”我听了大吃一惊，
对他说：“如果你现在是瞧不起
讲师的，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抱
怨你当年做讲师时的委屈；尤
其是当你瞧不起的逻辑仅仅是

‘因为水平低才是讲师’，那么
别人为什么不能依据同一逻辑
瞧不起你？佛家叫‘报应’，儒家
叫‘求仁得仁’，道家叫‘天道好
还’，老百姓说得更简单，就是

‘活该’！”他听了很生气，票也
没买，就“绝尘而去”。

一位主管学术评审的委员
告诉我，你们这些以批评为业
的人，整天抱怨这也不公那也
不公，甚至有人认为，抄袭也是
学术评审制度逼出来的。可你
们哪里知道，对现在的教授来
说，抄袭也是一种学习。小学生
抄黑板是剽窃吗？谁都知道抄
袭不好，可一旦取消了这套制
度，这些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
学者恐怕连抄也懒得抄了。

（本文作者为独立作家，著
有《一头自由主义的鹿》等书）

清宫里的腐败【读史启悟】

□王春南
光绪为何要重办庆宽？自然跟庆宽为他操办送太后的寿礼有关。他怀疑庆宽借机

狠狠捞了一把。他的怀疑不无根据，因为内务府中饱私囊是出了名的。

关于清宫里的腐败，尤其是
晚清宫中的腐败，清人笔记中常
有披露。以下举出一件事说说。

有一年，慈禧太后做寿，不
但京官竞相献礼，而且光绪皇
帝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寿礼。
事先，光绪召来内务府郎中庆
宽，吩咐说：“我要送太后寿礼，
你为我准备一下。”庆宽领旨以
后，命人精心打了四个金镯样
品，随即呈上慈禧太后，并奏
道：“皇上要送老佛爷寿礼，四
个镯样，请旨要哪样，即打哪
样。”庆宽以为慈禧会从四个镯
子中挑选一个，哪知慈禧毫不
含糊地说：“我四个都要。”

庆宽将老佛爷的话如实
向光绪皇帝回奏。光绪问：“四
个镯子须价多少？”庆宽答道：

“值四万两银子。”光绪听了，
吃惊不小，脱口而出：“岂不是
要抄我家了？”情急之下，也顾
不得吉利不吉利了。

本是给老佛爷送寿礼，光
绪为何惊呼“抄家”？原来贵为
皇上的光绪给太后送礼，不能
报销，要用自己的私房钱支
付。据传光绪有私蓄四万两银
子，存在皇宫后门钱铺生息。
四个镯子，花去他全部私蓄，

故他吃惊不小。
1894年慈禧六十岁，朝廷

为筹备太后“万寿庆典”，设有
庆典处，由庆宽主持其事。所
有应用器物的采办，均由庆宽
一人包揽。他大报花账，从中
牟利，并且气焰咄咄逼人，得
罪了很多人，连一些旗人也恨
他。有一满人御史向光绪密
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
还说他“身家不清”，是个假太
监。这都是要掉脑袋的罪名。
光绪下令侍郎敬信查办。何刚
德、溥倬云两人任承审司员。

光绪召见敬信，要他务必
将庆宽办个死罪。可是多少天
查下来，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
的真凭实据。光绪又一次召见
敬信，对他说：“你说庆宽无罪，
我不怀疑你。难道你手下的司
员都靠得住吗？”敬信答道：“臣
所派司员二人，都是京察一等
记名之人。怎能信不过他们？”
光绪说：“他如无罪，难道算不
得他违制吗？”言下之意，不能
便宜了庆宽，定不了死罪，起
码得给他加个“违制”的罪名。

敬信下去以后，对手下一
名司员讲：“违制例应革职。若
办到革职尚可，此外则不能奉

诏。”敬信等人终于找到庆宽
“违制”的一件证据：庆宽家门
前立有“下马石”，按当时制
度，“下马石”非郎中家门口所
应有。上奏光绪以后，军机处
又派人到庆宽家抄家。抄了几
天，抄得3000多两银子。不过
没有查到其他违禁之物。庆宽
一案遂以这位内务府郎中的
被革职而告结案。

过了一些时候，庆宽在江西
出现，身份是“盐法道”，而且是

“部选”的。他从一名被革职的内
务部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实权
在握的、正四品地方官———“道
台大人”。据说是走了太后的门
路。至于他如何在太后那里活
动，外界就无人知晓了。

以上史实见于何刚德《春
明梦录》一书。何刚德是庆宽
一案两名承审司员之一，曾在
吏部任职多年。

光绪为何要重办庆宽？自
然跟庆宽为他操办送太后的
寿礼有关。他怀疑庆宽借机狠
狠捞了一把。他的怀疑不无根
据，因为内务府中饱私囊是出
了名的。何刚德说：“内务府之
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
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

账，已处处有弊。而内务府更
有百倍于此者。”道光皇帝穿
的一条湖绉裤子，膝盖上破了
一块，送内务府缝补，开价
3000两银子。道光怒斥其贵。
“宰客”宰到了皇帝头上。这类
事例，在清宫中层出不穷，光
绪皇帝不会没有耳闻。其本人
也有切身感受。他每天早晨吃
一个果子（荷包蛋），御膳房报
账三两银子。庆宽为他办一份
寿礼，花去了他全部私蓄，等
于“抄”了他的家。他领教了庆
宽的刻薄，怎能不痛恨此人？

光绪要惩办庆宽，但手下
的人不得力。不是他们不会办
事，而是他们心存疑虑。他们
要掂量一下：庆宽能不能扳
动？如不能扳动，将会怎样？此
人是一个内务府郎中，地位不
算太高，但身份特殊。他侍候
老佛爷，颇受重用。打狗看主
人，投鼠忌器，他们不会不懂。
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就
只好敷衍光绪了。

果然，光绪皇帝革了庆宽
的职，老佛爷又赏给庆宽一个
美差。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青年时期的鲁迅

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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